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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文学课作为高校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一 门专业课
,

对于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

本文

就英语文学的意义及教学作 了简要的介绍
,

以期对英语文学课 的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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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英语文学的教学

英语 文学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所修的一门专

业 课
,

对 于许多 的同学来说都是一门难学好的

课
,

因为许多的同学一方面存在对文学了解的兴

趣和欲望的大小有差异
,

另一方面
,

许多同学对

英语文学的了解较少
,

在学习英语文学课时
,

就

会产生一种畏难情绪
,

加之
,

读到的文章都是原

文
,

会在理解上
、

生词上 以及文体和语用问题上

出现麻烦
,

这是可 以理解的
。

但针对这些学生学

习英语文学上所产生的基本问题
,

就需要在教学

中
,

运用较为灵活的教学方式来进行解决
,

以激

发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兴趣和欲望
,

以此来克服心

理上的
一

畏难情绪
,

为自己以后在英语文化方面取

得 一定的研究成果奠定基础
。

(一 )英语文学的教学中
,

要对作品描述的背

景及其所表现的思想进行重要讲解
。

了解作者所

处时代或时期
,

以及 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在此背

景下 所产生 的思 想
,

有助 于学生 去 了解文学作

品
,

并能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建立在一定的

历史
、

时期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范围内去学习和研

究
。

例如
,

英国文艺复兴 (巧 世纪
一 17 世纪 ) 由

于受发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始于 14 世纪 ) 的

影响
,

使人们开始追求人文思想
,

在这个大环境

的影响下
,

出现了莎士 比亚
、

斯宾塞这样 的文学

大师 ; 又如
,

在美国 19 世纪上半叶
,

由于受英国

华兹华斯
、

柯勒律治等浪漫 主义 大师思想 的影

响
,

爱默生
、

霍桑等文学家就极力倡导超验主义

思想
,

更加强调自然与人文 的结合
,

并以此思想

影响了诸如惠特曼
、

弗罗斯特等文学家与诗人
。

当然
,

在英语文学讲解中
,

对一些文学术语应该

给予一定 的介绍
,

以使学生对文学术语有一定的

了解
,

这样能帮助学生在对某个作家或其作品进

行评论时有一定的方向
,

以避免学生在评论时方

向的迷失
。

例如
,

什么是古典主义
、

新古典主

义
、

现代主义
、

后现代主义
、

浪漫主义等等
,

什

么又是讽刺
、

提喻
、

荒诞
、

暗喻等等修饰手法
。

(二 )英语文学的教学中
,

要对作家的生平与

其思想建立的基础和影响给予简要地介绍
。

一个

作家的生平对于一个作家作品的写作必然是有着

十分明显的影响的
,

同样
,

其思想也在其作品中

得到反映
,

并使自己的作品成为 了其思想表现的

一个载体
。

例如
,

惠特曼的生平是在颠簸之中度

过的
,

期间
,

受聘于不同的职业
,

杂工
、

编辑等

等都做过
,

还在美国内战时
,

在医院照顾自己受

伤的弟弟
,

同时
,

其听了一些名家的演讲
,

诸如

爱默生
、

总统林肯等等
,

这不时地在其思想中注

人了民主的思想
,

还有其它的一些思想原因
,

使

之推出了他的鸿篇巨著 《草叶集》
,

其诗歌中反

映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著名诗人庞德
、

金斯堡等

人
,

甚至中国新诗倡导者郭沫若
、

艾青以及后来

的顾城等诗人
。

因此
,

对学生给予作家生平及思

想 的简要介绍是十分必要的
,

同时
,

这样也能激

发学生对英语文学课的兴趣与欲望
。

(三 )英语文学的教学中
,

要布置不同时期的

作家作品给予学生阅读
。

在了解了背景
、

历史
、

时代
、

作家生平与不 同时期主流 的文学思想之

后
,

让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原文
,

会加深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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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深度和文学评论的程度
。

在原文阅读过程

中
,

学生不仅在了解了上述一些知识后
,

还能在阅

读中去了解一些句法
、

文法
、

文体和扩大词汇
。

这

样既扩大了学生对原文的理解
,

也更加夯实了学生

的英语文化知识
。

大量的原文阅读
,

是靠学生在课

后来完成的
,

仅凭教师在课堂上对背景
、

时期
、

作

家生平
、

思想等等的介绍是不够的
,

否则
,

英语文

学课就变成了纯粹的阅读课了
。

教师可以对学生做

一些范文的分析
,

以示垂范
,

更多的是根据大纲要

求布置学生课后阅读
,

并做出注释和简要的评价

点
。

(四 )英语文学的教学中
,

要认真组织学生的讨

论并完成一份评论
。

学生在 了解一定的文学知识

后
,

可以布置原文让学生阅读后进行分组讨论
。

针

对原文
,

在结合教师课堂上介绍的文学知识来提出

自己的看法
。

这样有助于学生学习英语文学课的积

极性和参与性
,

同时
,

也能让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

阐述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和评论
,

各抒己见
,

达到集

思广益的效果
,

从而形成对文章评论的统一意见
,

完成书面评论文章
,

交予老师进行指导
。

学生对英语文学进行的讨论
,

对学生在英语文

学上的理解无疑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

同时
,

讨

论的方式也为学生完成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建立 了

一个有效的平台
。

总之
,

简要的概括英语文学课教学上的几个教

学方面
,

以期为英语文学课提供一定的参考
。

二
、

英语文学教学意义

对于英语文学的了解和建立一定的探索和研

究基础
,

是高校英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所应具

备的一项基本要求和能力
。

高校英语专业本科学

生虽都有着英语的基础训练
,

都有着一定的听说

读写译的能力
,

但在巩固和较为深人地了解英语

文化却还有着较大的距离
,

这也为英语水平的提

高设定了一定的障碍
。

人们通常持有这样的观

点
:
认为一个人的英语 口语和其翻译及做题能力

强
,

就认定为这个人的英语水平高
。

这主要是因为

非英语国家的人在学习和掌握英语时
,

给旁人带来

的一种 自然的心理反应
。

事实上
,

人们忽略了一点
,

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
,

对于听说读写译的训练
,

那

只是英语文化掌握的基础
,

甚至在某种现实的情景

中说
,

属于实用英语的训练
。

但对于英语专业的学

生
,

尤其是本科学生
,

更应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

对英语文化掌握的多少
,

掌握的浅深
,

是否为今后

英语水平的提高和深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英语专

业的本科生应以此作为一个 目标来要求 自己
,

不应

将英语专业的学习仅放在听说读写译的基础训练

上
,

而应不断的在英语文化中去拓展自己的知识视

野和深度
,

为自己提高英语水平和今后的发展奠定

较为稳定和扎实的基础
。

英语文学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所修的一门专业

课
,

是学生在经过听说读写译的基础训练并具备较

强的英语基础之上而开设的一门拓展学生视野
,

加

深和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

并为学生建立一个英语文

学研究而树立的一个平台
,

为学生本科之后在英语

文化方面 的发展提供一个了解的空间和一定的基

础
。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
,

是文学家主观意识对客

观事实的一种反映
,

其作品也是作者主观意识的一

种客观表现形式
。

同时
,

文学家也是一个语言大

师
,

他们丰富的想象力
、

文学表现力以及在语言上

的丰腆表现
,

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表现形式
。

正如澳洲两位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指出一样
: “

既然

语言是文学的媒介
,

那么文学本身就会给我们提供

语言运用的例证
。

如果我们对语法结构感兴趣
,

那

么就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找到不胜枚举的范例
,

既包

括规则的
,

也包括不规则的语言运用形式… …从文

学作品中
,

也可以获得词义
、

词义的延伸
、

词义的

构成
、

人们对各种语言形式所采取的不断变化的态

度以及书面语和 口头语之间的关系
。 ” ① 事实上

,

英语文学作品中已经包含 了英语文化中的方方面面

的知识
,

不仅作品是作者思想的一种客观反映
,

在

其作品中还表现出英语语言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作

品的背景
,

反映的时代
,

所采用的文体
,

语用学在

作品中体现
、

修辞学在文学中表现等等诸多英语语

言文学的因素
。

英语文学的研究是在对作者和其作品进行了解

和阅读的情况下
,

对作者和作品进行研究的一种行

为
,

它需要掌握作者的思想
,

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以

及作者的作品思想产生的渊源等等问题
。

例如
,

美

国 19 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与作家爱默生的所倡

导的
“

超验主义思想
”

是在他周游欧洲时
,

在英国

接触了的华兹华斯
,

柯勒律治等人所倡导的浪漫主

义思想的基础之上而提出和发展的
,

并以此思想来

影响了美国 19 世纪和 2 0 世纪的作家与诗人
,

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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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
、

弗罗斯特等人
,

就如爱默生在文学评论中

所提到了
“

A m a n ’ s s t y l e i , h i s m i n d
’ s 、 o i e e ” 一

样
,

作者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事实上也就是作者思

想的一种表现
,

同时
,

也是作者在文学表现上的文

体学方面的运用
。

在卷峡浩繁的英语文学中
,

我们可以了解和看

到各种各样的文学表现形式
、

各种各样的语言现象

以及语言的运用
,

使之成为语言最具力度的载体
。

例如美国著名现代派诗人 E
.

E
.

肯明斯 ( 1 8 94
-

19 62 ) 在其一首诗歌中就以一种错误的语法现象来

表达其写作思 想
: “

Y o u p a y s y o u r m o n e y a n d /

Y o u d o e s n ’
t t a k e y o u r e h o i e e

. ” 。

作者以一种错误

的语法表达来表明交易的不公平与不规则
,

就如同

诗歌那样的错误语法现象一样
。

英语文学是英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同

时
,

英语文学也是英语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生

活的一个缩影
,

它也是英语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不

同社会生活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作家的思想与情感的

集中表现
。

例如
,

莎士比亚 ( 15 6 4 一 16 16 ) 在英国

文艺复兴中期时
,

即 16 世纪后半叶到 17 世纪初
,

以其戏剧和十四行诗来表达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和宽

恕仁爱的理念
,

以此来表达自己思想上的向往与追

求
,

同时
,

也借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来

抨击和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罪恶与黑暗
。

又如
,

在

美国后 现代主 义 时期 的作 家约翰
·

厄普代克

( 19 3 2一 ) 所著的
“

兔子 四部曲
”

就影射出美国

40 年来的社会变迁
,

在其作品中
,

诸如经济大萧

条
、

越战
、

黑人民权运动
、

性解放
、

嬉皮士
、

毒品

泛滥等等现象都得到了反映
。

英语文学的作家作品

在学生学习
、

了解和研究之后
,

对学生更多地了解

英语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
、

背景
、

经济和不同的社

会阶层的文化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同时
,

也能激

发学生对英语文化更为强烈的兴趣和求知欲
,

甚至

为学生对英语文化的研究产生较为浓厚的欲望
,

为

自己在英语文花方面的研究和更为深厚 的发展奠定

一定的基础
。

当然
,

对英语文学的了解和学习也离不开对西

方哲学的了解
。

例如
,

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
·

海

明威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法国哲学家萨特的

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
。

又如
,

年青而因债台高筑自

杀的美国作家杰克
·

伦敦的作品也是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 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主义哲学思想的影

响
。

还有对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及心理分析的了解以

及 《圣经》 典故与神话的了解
,

例如
,

当时许多的

美国作家就利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挖掘人物的本能

与潜意识
,

以此来折射社会现象和现实
。

同时
,

英

语文学的作家多受西方宗教意识的影响
,

自然地在

他们的作品中就会穿插一些 《圣经》 方面的典故和

神话
,

以此来渲染作品的气氛
,

以获得更佳的文学

表现
。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
,

在此
,

也就不在列举

了
。

总之
,

英语文学的学习与研究是离不开对西方

哲学的了解和窥视的
。

英语文学的学习和研究
,

不仅能够扩大学生的

知识视野
、

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
,

而且还为学生在

英语文化方面更为深远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其学习意义也就不言而明了
。

三
、

结 束 语

英语文学课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一 门专业

课
,

自然应成为学生在有一定英语听
、

说
、

读
、

写
、

译基本技能之后扩大自己英语文化知识的一个

重要手段
。

故借用西安外国语大学杜瑞清教授的话

来结束本文
: “

英语文学课旨在通过对主要英语国

家各个时期
、

不同流派
、

不同体裁的有代表性的文

学作品原文的阅读
、

理解和分析
,

进一步巩固和提

高英语基本功
,

扩大知识面
,

了解文学基本规律
,

培养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分析和鉴赏能力
。 ”

注释及参考资料
:

①杜瑞清
.

英美文学与英语教学 4P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 04 年 1 月
.

[ l] 杜瑞清
.

英美文学与英语教学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4 年 1 月
.

阳l龙毛忠
,

颜静兰
,

王慧
.

英 美文学精华导读
,

华东理 工大学出版社
,

20 05 年 8 月

3[ 1董 莉
.

英语丈体学理论与实践
,

电子工业 出版社
,

20 05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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