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世界，英语的重要性勿庸质疑。20世纪

末，英语就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以英语为

通用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国家有70多个，而且这个数

字还在继续增加。在各国的外语教学中，英语占有

优先地位。在100多个国家，英语被列为外语教学

中的第一外语。”（孙亚娟，2008）英语之所以被看作

国际通用语，一方面是由于它在当今世界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发挥着暂时无其

他语言可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世界

范围内使用广泛，成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

交往的有效工具。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

活显著改善，国际政治、商贸、信息交流日益频繁。

不论是国人出国留学、旅游、工作，还是来华留学、

旅游、工作的外籍人士数量都逐年上涨。我国西部

地区对英语的依赖性不如东部发达地区那样明显，

但是，凡事无绝对。因此，各地区各高校应根据本

校实际情况确定教学目标，不断提高大学英语教学

质量。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在教师

教育、大纲设计、教材建设、教育手段和测试方法等

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尤其是2002年开始

的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与30年前相比，今天大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特别是听说能力明显增强，大学外语师资队伍结构

得到改善，整体水平在不断提升。

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总的说来有以下几

个趋势：

第一，在教学目标上，从培养学生阅读能力为

主转变为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

力。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国际直接交流较少，

部分相关领域也主要是依靠文献资料来了解国外

科技经济发展状况，因此阅读能力是第一位的。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

对外交流已经扩大到了整个社会。近10年来的各

种调查和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英语听说能力的需求

要高于读写能力。然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内学习英

语，听说英语的机会少，听说能力自然成为英语学

习中的薄弱环节。并且，中小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

的是升学，这更导致了学生听说能力从基础阶段就

大幅度落后于读写能力。因此，提高大学生听说能

力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第二，在教学模式上，从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

一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主的基于现代信息技

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教学模式。这些年来，随着计

算机特别是网络在高校的普及，以现代信息技术特

别是网络为支撑的英语自主学习成为了可能。又

由于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导致在校大学生人数

急剧增加，给原本紧张的外语师资带来日益严重的

压力。师资紧缺直接导致教学班规模日益扩大，教

学效率下降。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

的教学模式不但可以缓解师资紧缺的压力，还可以

最大限度实现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并且在网络

上学生可以直接点播英语电影、电视节目和教学片

等，甚至可以和英语国家的人用英语交流，这就为

学生提供了比较真实的语言环境，有利于提高他们

的语言交流能力。当然，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并不是要否认教师的作用。多媒体自主学习

只有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各自

的优点，克服各自的缺陷。

第三，在课程设置上，从单一的《大学英语》课

程转变为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新的课程体系将综

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

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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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

训练和提高。具体说来，学校创造条件为英语起点

水平较高、学有余力的学生开设一些选修课，如专

业英语或双语课程，以及英语视听说等培养综合文

化素质的课程。

第四，在教学评估方面，从单一的终结性评估

转变为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性评估是教学过程中进行的过程性和发展性

评估，特别有利于对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进行有效

监控，在实施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教学模式中尤为

重要。终结性评估是在一个教学阶段结束时进行

的总结性评估。终结性评估主要包括期末课程考

试和水平考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可以促使学

生注重平时的学习过程，而不是“临时抱佛脚”。

就在近年来各地高校的公外《大学英语》课程

都在进行改革探索的同时，我院也不例外。首先，

分班教学模式就从2003级以前的教研室统一排课

或各系聘公外教师上自然班或合班课发展到

2004-2006级的“学生选教师+分层教学或不分层教

学”（各班人数限定在80人以内）模式，实际上因教

务选课系统原因，未能严格实现分层教学（即高考

成绩低分段学生可以选入高分段班，高分段学生同

样可以选入低分段班）。我院及一些外地高校的实

践证明，分层教学的优点是可以照顾到不同水平学

生的不同学习需求，便于因材施教；缺点是不如自

然班那样便于管理，且上低分段班的教师和学生都

会感到一种心理压力，并且不利于优生和差生之间

的相互激励与促进。总的说来，分层教学只适用于

大学英语学科的某些课程，如听说课。因此从2007

级开始，又恢复到各系聘教师上公外课。

其二，从学时安排来看，2003-2007级本科《大

学英语》为每学期64学时，共4学期256学时。从

2008级开始按照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改为两门公外

课：大学英语及英语视听说。前者上4学期共112

学时，后者4学期共90学时。两门课分别考试，分

别记成绩及学分。专科1997年9月之前为3学期共

计180学时，1997年9月始调整为2学期共计150学

时，2004年9月始调整为2学期共计144学时，2008

级开始按照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改为两门课：《大学

英语》上2学期共64学时，《英语视听说》2学期共54

学时。单独设置英语视听说课是为了适应全国大

学生英语四级统考将加大听说部分所占比重的改

革趋势，以及培养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需

要。

其三，从学院对大学英语四级统考的成绩达标

要求来看，04级以前相关部门也逐年对过级率作了

统计、对比，自从实行“学生选教师+分层教学”模式

以后，尤其是06年12月CET-4考 710分新题型以

来，由于各教学班有来自各系的学生（有的学生每

学期所在班还不同），不便于准确统计各教学班的

过级率。因此虽有对各分数段教学班的过级达标

要求，最后也只能以系部为单位统计过级情况。从

2007级开始又进一步强调英语四级达标要求，近年

来四级合格率较前两届略有提高。

其四，从教材选用情况来看，05级之前的年级

使用的是《大学英语》修订版，05级开始是全新版

《大学英语》、《体验英语》和《新视野大学英语》并用

（分校区交叉使用），期间还零星使用过其它教材。

从使用情况来看，这几种教材各有所长，亦各有所

短。有的教材配套的网上在线学习系统做得好，有

的读写教程编写较好，有的听说教程编写得好。教

师和学生对教材的评价也不一致。

其五，近几年外语教师以科研促教学，以英语

教学改革为研究方向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和

探讨，其中有些研究成果还对英语教学改革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例如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和课外自主

学习，就是对传统的教学环节的有效拓展和延伸，

自从在05级以来各班实行之后，学生的口语实践能

力和课外自主学习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充分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师生之间、学

生之间有了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其六，近年来大学英语课程方向有了新的拓

展。表现为部分系开设了与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

的专业英语课，以及部分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的英

汉双语课，全院性任选课中还开设了几门英语类文

化素质拓展课，等等。这些课程的开设为我们探索

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后的英语教学模式提供了范例，

同时也是培养复合型应用型英语人才的有益探索。

由上可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它需要学校相关人员的合作与努力。我们

的教学改革已取得一些成绩，对未来的发展方向笔

者怀有这样一些期望：

1.《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在“教学性

质和目标”部分写到：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

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教学

模式”部分提到：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采用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教学模式，改

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继而，从2008

年以来，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四、六级机考正在部

分高校进行试点，其主要特点是将听说的比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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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0%，阅读占30%。如果试点成功，英语四六级机

考模式得以全面铺开的话，学校主管部门需要加强

硬件建设及相关软件制作，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

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第一线的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

实践新教学模式，处理好《大学英语》和《英语视听

说》两门课的关系。因为优秀的教师和先进的网络

技术相结合，是未来教学发展的趋势。

2. 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教师是一个关键因

素。因此，必须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做好教师的培

养和发展工作。大学英语教师作为全校公共英语

课教师，其首要任务是搞好教学工作，但也应利用

业余时间努力学习外语教学理论，努力提高自己的

外语应用能力，努力掌握从事网络与多媒体教学所

需要的现代教育技术；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和进

修，吸收新知识、新思想；提升学历及职称；建设一

支教学理念新、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爱岗敬业的教

学团队。

3. 近些年来英语教学和考试在我国倍受重视，

同时也倍受指责，处在英语教学终极阶段的大学英

语教学更是如此。社会上批评英语教学是“费时低

效”，学生学了8-10年仍无法用英语交流思想。造

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教材的因素显然不能忽

视。早些年的英语启蒙教材很多都没有配套的音

像资料，这些“聋哑教材”是造成“聋哑英语”现象的

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各种英语教学

音像资料使得这一现象有所改观，至少教师和学生

都能经常听到英美人士讲英语了，尽管不一定是面

对面。就我国目前的大学英语教材建设而言，存在

缺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有效地引导大学英语

教材建设在编写、审定、发行、选用上步入健康有序

轨道，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4.《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在“课程设置”部

分写到：各高等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课程要

求》和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设计出各自的大学

英语课程体系，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

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我院部分系部近

年来开设的双语课、专业英语课以及部分全校性英

语任选课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对本科学生而言，

从大三开始就不再开设公共外语课，专科生更是从

大二开始就不再开设公外课，但其中一部分学生仍

有想继续学习英语的愿望，这时，给他们开设一些

与其所学专业相关的双语课、专业英语课以及部分

全校性英语任选课是必要的。但在地方本科院校

中开展双语教学应是选择性的，要以我们的师资水

平实际情况、学生水平情况以及教学条件等相适

应，大面积推广双语教学目前看既不可行也不必

要。已开设的双语课程需要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

促进不同学科与课程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

习。

以往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和发展为未来外语

教学更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带给我们以挑

战和反思。在新形势下，大学英语教师应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勇于实践，自觉成为学习型教师、复

合型教师、合作型教师、教学研究型教师，在参与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让自己获得很好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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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a series of reform on TEFL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colleges aiming at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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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form.

Key words: TEFL；Reform；Quality

（责任编辑：张俊之）

·· 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