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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外语教学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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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辩证法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矛盾的方法，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善于运用

辩证法来解决教学中遇到的一些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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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中，如果教师不善于运用辩证法，是不

可 能 取 得 最 佳 教 学 效 果 的 。 例 如 ， 翻 译 法

（4?0=5104/8= 624789），利用翻译进行外语教学，是培

养学生阅读和翻译能力的好方法，可是，教师一味用

母语来讲授外语，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和

用外语理解和表达思想的言语交际能力。又如直接

法（9/?234 624789），它通过外语本身教外语，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受到许多外语教师的青昧，可

是，如果把它同翻译法对立起来，完全忽视母语的作

用，也就不足取了。外语教师，学会运用辩证法，有利

于克服教学工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提高教学的

自觉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在外语教学中至少有几

点需要教师留心的。

一 张弛相济

心理学告诉我们，让学生在课堂上自始至终地

长时间保持专心听讲并积极思考是不可能的。许多

外语教师明知这个道理都常常忽视它，因而教学效

果不免大打折扣。“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这个

问题上，张而不弛和弛而不张都是不妥的。

张而不驰的例子俯拾即是。如有的外语教师一

堂课讲的内容过多，整个一堂课老师都在紧张地讲

解、板书，提问、检测，在讲台上忙得团团转；而学生

则边聆听、边注视、边思考、边书写，无片刻喘息之

机。这样的课堂气氛可谓严肃、紧张，表面上看来，一

堂课效率可能不低，但师生都会感到：累！

弛而不张的例子也不难觅。如有的外语教师课

前准备不充分，上课时凭意识流，想到哪里讲到哪

里，聊天、讲故事、讲笑话，似乎满腹经纶，而学生则

爱听则听，不爱听则不听。这样的课堂气氛可谓轻

浮、松散，累倒不累，但师生都感到：没劲！

外语课要做到有张有弛，教师必须吃透教材，把

握教学的重点、难点和特点，然后进行精心安排。对

重点、难点和特点的地方，要认真讲，仔细讲，要求学

生精神高度集中，并积极思考，以体现一个“张”字，

而对非重点、非难点和非特点的地方，或多次重复过

的知识点，可让学生自己阅读，整理，做练习等，以体

现一个“弛”字。张弛相济，必将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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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得失相权

得和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辩证法告诉我

们：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就是说，要

权衡得失，如果得大于失，则失其所宜，如果失大于

得，则得不偿失。

如在外语词汇教学中，有的教师为了使学生全

面透彻地理解一个词，可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出其表

示的种种意义，种种用法和种种词性变化，教师的这

种精神固然可贵，可不少学生反映：新的没学会，反

而把原来会的搞糊涂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浪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挫伤了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

性，“得不偿失”，实在不可取。

又如在培养阅读能力时，逐字逐句仔细推敲的

精读，有利于训练学生分析句子结构，理解文章细节

信息，但不利于阅读速度的训练。而大刀阔斧，一目

十行，置某些细节于不顾的略读，虽有所失，却是为

了排除干扰，赢得时间，更好地把握全文的主旨，并

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因此，阅读训练应该兼顾两

者，不能厚此薄彼。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得”与“失”总是在一定

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只有得失相权，教学效率才能得

以提高。

三 虚实相映

虚和实是一个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概念。虚实

相映原本是艺术创造的重要手段。艺术家根据思想

感情的表达与客观景物的特征，有时化虚为实，有时

化实为虚，有时虚实相映，创造出一幅幅瑰丽无比的

艺术意境。在外语教学中，如果教师也能巧妙运用虚

实相映的艺术手段，同样能够创造出美好的教学意

境。

外语教学中，紧扣教材、围绕课本的字词句章进

行分析与训练，可谓“实”；而创设气氛，引发学生大

胆想象、发挥，可谓“虚”。这一虚一实，教师应辩证地

统一地来运用它。教师在上外语课时，以课本为本，

紧扣教材这是对的，但如果在设计教学切入口，分析

课文的思想内容，形式结构，自始至终都围绕课本转

圈圈，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这是刻板呆气的表现，

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课也一定枯燥无味，学生

也不爱听。相反，教师通过对教学活动的精心设计，

不直接地对课文的字词句章进行教学，而是创设气

氛，引发学生联想，这一看似节外生枝，偏离课文教

学的虚笔，其实并非闲笔，它可以引导学生大胆想

象，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兴趣，培养学生的外语表达

能力，使整个教学过程活泼生动，引人入胜。

在外语教学中能否恰当地运用虚实相映的教学

艺术，也是衡量一个教师的教学立足点是否着眼于

学生的人格发展，是否着眼于外语知识与能力整体

训练的重要标志。我们要既不脱离课本，又不死守课

本，既敢于放开，又善于收拢，虚实相映，才能达到理

想的教学艺术境界。

四 相反相成

教师大凡都希望学生答对问题，一般地说，答对

了当然比答错的好。但从训练思维的角度看，有时答

错了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辩证法告诉我们：错误常常

是正确的先导。善于利用学生认知上的错误，有时甚

至故意制造点他们认知上的错误，对于使学生对问

题获得正确认知，其益处可能要比不经过错误而直

接获得问题的正确认知所得到的益处大。

如在评讲学生翻译作业时，让学生把自己的句

子写在黑板上，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的错误充分

地暴露出来，然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发现错误，分析错

误的原因并改正错误，学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可以收到“普渡众生”的效果。允许学生犯错误，并引

导他们对错误进行正确归因，既保护了学生学习外

语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又增强了学生的判断力和实

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之所以如此，道理就在于相反相

成。

五 左右相协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左右脑是严格分工的。人的

左脑是抽象思维中枢，其思维材料侧重于语言逻辑

推理、数字、符号等；而人的右脑则是形象思维中枢，

其思维材料侧重于事物形象，音乐形象，空间位置

等。心理学家还发现，当人们左右脑较弱的一方受到

激励而与较强的一方合作时，会使人脑的能力和总

效应成倍地提高。

我国现行外语课教学模式是重语言知识教学，

外语教学的听说读写等活动主要是以语言逻辑为媒

介，即以抽象思维为主，形象思维运用得较少且无系

统，这对于提高外语教学质量是极为不利（下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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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页）的。据此，外语教学改革要求开发右脑参

与学习的巨大潜能。

开发右脑，外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试用以下

一些方法：!形象、联想、音韵记忆单词法。如#$%&’
络腮胡，$%&是耳朵，#和’分别象耳朵下的两片胡子；

($%&听见，里面有耳朵$%&，)&%*+$赞扬，里面有提高

&%*+$；+,$%-偷，音近似“使丢”，#$%+,野兽，凶残的人，

音近似“逼死她”。"大声朗读法。对声音和韵律的

加工主要是右脑的功能，大声的言语刺激可强化右

脑对言语活动的参与。#音乐入静冥想法。利用轻

音乐，心理暗示或冥想，可使身心入静，从而诱导右

脑活跃，如可伴随音乐记忆单词或配音朗读等。$活

动表演法。尤其是左肢运动觉法可使右脑兴奋。%
电化教育法。现代化电化教育在培养形象思维上有

绝对的优势，它把教学内容涉及的事物、现象及过程

全部生动、形象、立体地展现给学生，即可丰富学生

的学习资源，又可刺激学生的思维，还可培养对美的

鉴赏能力。

外语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抽象思维训练时，激发

学生同时运用形象思维与之配合，或者在对学生进

行形象思维训练时，激发学生同时运用抽象思维与

之配合，兼顾左脑和右脑，使左右脑协同运作，外语

教学的质量将会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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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时注意写作训练

写作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平时的写作训练。任何

语言的写作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要写出好文章不

仅一定要有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还要多练笔。指导

学生写作，可以使他们逐渐熟练使用各种写作技巧，

用英语思维，并发展其他语言表达技能，而且在这个

过程中，也培养了他们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的好习

惯，从而达到提高写作水平的目的。在练习写作时，

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要善于使用一些有关“启、承、

转、合”的逻辑连接词语，使文章的层面与层面、段落

与 段 落 之 间 的 衔 接 自 然 ， 全 文 紧 凑 。 如 单 词

“(78$9$&，:7&$79$&，:$%;8(*-$，<=&,($&:7&$///”，词组

“>$;$&%--? +)$%@*;>，%+ % :%,,$& 7< <%A,，*; +(7&,///”。

要善于将构思的中文意念用符合英语习惯的句式来

加以表达。多使用英语中固有的习惯搭配和句型，如

“,($&$ #$///，,77///,7///，+7///,(%,///”和形式主语结构、宾

补结构等等。要做到这一点，有赖于平时养成多读、

多思的习惯。在具体实践方面，除要求学生完成每课

后的B=*’$’ C&*,*;>这一练习外，还可根据每课的体

裁布置相应的作文题目。这样，在两年的英语学习

中，学生就有近!6次练笔的机会。这种长期的训练，

定能提高学生的作文质量。

（五）教师要勤于指导

与其他语言能力一样，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有一

定的技巧。这里所讲的技巧，是指在平常的写作练习

中应逐渐培养的良好写作习惯，比如：教师应指导学

生在平常的训练中，避免先用母语思考翻译成英语

的方法，鼓励学生积极用英语思考。这样，既避免了

“英语汉化”的问题，又提高了写作的速度。再如，教

师在批阅学生作文时，应充当三重角色，即读者角

色，评估者角色，修改的角色。既要给予学生建设性

的修改意见，又要指明错误类别，这样既能刺激学生

对语言错误的敏感度，又能激活学生思维，防止错误

重犯。教师平时可以就某种体裁的文章，找几篇范文

读给学生听，“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多接触好的文章，甚至背诵某些经典的片段、典型的

衔接方式等，会使学生的写作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

质量是办学的生命。大学英语教学是体现一所

大学教学质量的一面旗帜。应该如何在发展学生听、

说、读的能力的同时培养写作能力？是广大外语教师

共同面临的难题。逐步与国际接轨的教育环境，必将

对这一教学领域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一领域的

研究也必将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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