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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堂的文学性对于达到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大有裨益,因为文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

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教师可通过挖掘文学性课文的主题意义与美学价值、补充文学

性的教学材料、设计文学性的语言活动、开设英美文学选修课等途径来实现文学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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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proposesthatliteratureisofgreatvaluetoachievingcollegeEnglishteaching
objective,asithelpstocultivatestudents’comprehensivelinguisticcompetence,raisestudents’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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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在2006年举办的关

于人文教育与英语教育的年会上说:“中国英语专业

的毕业生或许掌握了很好的语法知识和语言基本技

能,但他们常常对英语文学了解不多,对英语或欧洲

的文化与历史也了解不够;他们或许能讲英语,但由

于缺乏较强的文体和文学意识,往往写作能力有限。
而且,由于缺乏就某一深度话题进行智性讨论的知

识和文化素养,他们也不能够有效地与人交流。”[1]

尽管张教授强调的是英美文学对于英语专业学生的

重要性,这一论述对大学英语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启

示。一直以来,英美文学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而与非英语专业学生无缘。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目

标历来定位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从1985年制

订、1999年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的“培
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到2007年的《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要求》所提出的“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

用能力”,这一教学目标的调整无疑是适应社会需求

的明智之举,近年来的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中心”
向“以学生为主体”的转变也卓有成效,学生的语言

技能同过去相比有了较大提高。然而,好的语言技

能并不等于好的语言交际能力,过多地强调教育的

实用性和应用性直接导致了校园内人文精神的大衰

落[2]。
在如今实用至上的社会语境中,文学往往被视

为阳春白雪,在许多人看来更是与大学英语的教学

目标不相吻合。本文认为课堂的文学性对于实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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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大有裨益,因为文学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满
足学生的情感需求。

  一、文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价值

1.有助于培养学生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文
学在我国的语言教学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那段时期的教材以文学性的课文为主,人们也

以谈论文学作品为荣。之后,随着语言界对语言应

用能力特别是口语的强调,文学逐渐远离了英语课

堂。许多人认为文学不宜于用来培养语言应用能

力,因为一些文学作品主题晦涩,篇章结构复杂,语
言风格奇特,不仅会令语言能力欠佳的学生望而生

畏,也不利于学生模仿,更不适用于日常的口语交

流。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却忽视了文学的一个重

要特质:文学作品的体裁广泛,展现了各种语言使用

的真实语境;文学作品往往引经据典,具有很强的互

文性。这些特征使得文学成为丰富的语言材料的来

源。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形式能像文学作品

一样在最大程度上、最大范围内展现语言的使用。

Littlewood总结出文学的五个特性以证明它在外语

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结构系统的语言;作为各种

特定风格的语言;作为浅层话题表达的语言;作为作

者观点的象征和文学史或作者传记一部分的语言。
他认为,文学从最基本的层次和其它语言形式并没

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为获得交际目的对有限的语言

结构进行创造性使用的例证,语言系统的内核是一

致的,不管是口头的闲谈还是书面的文学。文学能

利用各种现有的风格(从最高雅的到最不正式的),
来达到交际效果或展现生活。它在对话的口语风

格、记叙文的非正式文体与诗歌的高雅文体之间变

换更替[3]。张隆溪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助于

学习者培养语言和文体意识,培养平衡、优雅、节奏

和韵律的意识。他甚至说:“学习语言的最佳途径是

通过文学学习,原因很简单:一种语言中最有效、最
有力、最优美的表达存在于文学之中。”[1]因此,在
大学英语课堂使用文学性的教学材料不仅能使学生

接触并习得各种语域中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知识,
还能帮助学生增强根据不同的语境或交际任务而选

择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意识,提高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

能力。
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不仅指听、说、读、写、译五种

基本的语言技能,还包括文化素养。如果说语言能

力告诉你一个句子是否符合语法规则,那么文化能

力则告诉你一句话在某种场景中是否适宜。缺乏跨

文化意识或文化素养将直接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

败。语言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沉浸到目标语的文化之

中。文学是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之一,因为文

学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个主要的特殊的

组成部分。文学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符码,创设

了真实的文化语境,便于学习者学习目标语言和目

标文化。给学生提供阅读文学作品的机会可以提高

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养成尊重不同文化的科学态度,
培养社会文化能力,而这种文化能力是语言交际能

力的要素之一。具备一定的文学和文化能力,学生

在使用语言时将展现更大的信心与更深的内涵,从
而能优雅地、得体地、必要时颇具文采地完成跨文化

交际任务。

2.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由于呈现出重技能轻

素质的功利主义倾向而备受诘责。胡文仲和孙有中

指出:“英语语言教育正面临着降低为职业培训的危

险。”他们提出英语教育应该考虑高等教育的根本目

标,一味地迎合市场的需求是短视的做法[4]。什么

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呢? 杨叔子认为,现代教育

之本是素质,现代大学之基是人文教育[5]。人文教

育是指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及人格修养的教育,其
要旨在于培养人文精神,即追求人生真谛的理性态

度,关怀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以及人与

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
指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

育、提高其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途径。文学触及人

性的共核,凝聚着人类在漫长社会活动中所积累的

智慧和精神,蕴涵着人们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与

哲思,其陶冶情操、升华人格的功能是不容忽视的。
试想,《荷马史诗》中塑造的一个个英雄形象激励了

多少后人勇于追求自由与真理,积极实现自我的人

生价值;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渗透着多少人文主义的

色彩:《威尼斯商人》所颂扬的人的高贵品质———慈

悲与同情,《罗密欧与朱丽叶》所讴歌的爱情的神圣;
《亨利五世》所反映的君与民平等的思想;而一部《哈
姆雷特》就将人性的复杂、人性的悖谬剖析得多么全

面和深刻。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学生可以逐步认识

世界、认识自我。在当今充斥着多元价值观和眼花

缭乱信息的社会,对文学形象的认同有助于学生树

941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84期)

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发现自我价值。可以说,文学能

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在经典文学作品

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魅力面前,社会、学校和家庭的

说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大学英语在大学课程中占有两年时间,在培养

学生的人文素质方面大有用武之地。2007年《大学

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已将“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

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纳入教学目标。
我们不能只重英语课的工具性,而要挖掘其人文性,
引导学生课堂内外赏析文学作品,增长人文知识,提
高人文素养,帮助学生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和全球

视野的世界公民。

3.有助于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

文学本身具有丰富的情感性。它通过描述个人

的生活与命运、思想与感情,渗透着人类普遍的、永
恒的精神情感体验。缺失了情感,文学就成了一堆

冷冰冰的没有生命力的符号。文学作品丰富的情感

性能从一定程度上满足大学生多元纷呈的情感需

求。作为一个特殊年龄阶段的群体,大学生既有与

生理、物质相关的低层次情感需求,又有和心理、精
神相联系的高层次情感需求,如享受富裕的物质生

活和追求新奇高雅文化的情感需求、进行广泛社会

交往的情感需求、得到群体理解与尊重的情感需求、
提升自我素质实现自我价值的情感需求等等。文学

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往往能唤起他们的生活体验,激
起他们强烈的共鸣,慰藉他们敏感而脆弱的心灵;而
人物的命运往往能触动他们对人生的感悟,满足他

们渴望认识自身的审美需求。可以说,阅读文学作

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与作品中的人物同爱同憎、
同喜同忧的情感体验过程。因此,在课堂上引导学

生赏析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学生加深情感认知,补偿

情感需求,提高情感技能,提升情感品质。
此外,由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和愉悦功能,文

学性的教学材料和语言活动可使课堂生机盎然,妙
趣横生。我们常常听到学生抱怨大学英语课了无生

趣,他们只是机械地跟着老师完成一个又一个单元

的学习任务,背诵大量的令人头痛的单词,英语水平

没有长进甚至在倒退。教师可以利用文学性的教学

材料和设计文学色彩的课堂活动来增强课堂的趣味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教学的效果。

  二、大学英语课堂文学性价值的实现

文学具有多重价值,其丰富性使得课堂也变得

立体、饱满和生动。综观各类大学英语阅读教材,无
论是《新编大学英语》、《新视野大学英语》,还是《全
新版大学英语》,其中的课文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文

学性特征。教师应善于利用现有的教学材料以及其

它各种手段来增强课堂的文学性,使学生在体验文

学魅力的同时,提高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接受人文教

育,丰富情感体验。

1.挖掘文学性材料的主题意义与美学价值

现代的大学英语教材基本都采用单元主题模

式,即每个单元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课文呈现出多元

的文化价值取向和丰富的文化主题,如婚姻观、友谊

观、自然观、财富观、西方的节日等等。对于文学性

材料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的理解和情

节的认知上。教师应该认识到,课文本身只是一条

小路,而好的语言教师可以将学生通过这条小路引

向一个多彩广阔的世界。例如,AVirtualLife(《全
新版大学英语》第二册)是一篇时代感很强的文章,
作者的经历折射了现代人游离于真实世界与虚拟世

界之间的困顿。阅读之后,教师可引导学生讨论网

络的利弊,然后启发学生去思考他们自己会作出怎

样的选择,哪种选择是理性的、明智的。又如,在学

习 WritingThreeThank-youLetters(《全新版大学

英语》第三册)时,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西方的重要

节日,让学生尝试用英语介绍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以

将一些中西方节日进行对比,可以引导学生去思考

日益弥漫着消费气息的节日的真义,然后鼓励学生

模仿课文写信表达自己对亲友的感恩之情。以这样

的形式对课文蕴涵的文化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实
际上是将语言技能的训练、中英文化的对比、价值取

向的思考与课文的学习有机融合,做到在主题讨论

中训练语言技能、提高文化素养,在使用语言的过程

中思考并内化有益的价值观。
除了挖掘主题意义之外,教师也需引导学生去

发现并欣赏文学性的语言,分析作者的写作风格与

所使用的修辞手段。经常性地领略语言的美,学生

自身的语感会得到增强,逐渐学会创造性地使用语

言。学生的文学能力和文化素养提高了,语言表达

便会富有文采。

2.在课堂上补充文学性的教学材料

当课文本身文学性不强时,教师可以在背景知

识介绍或课文主题导入部分补充文学性的教学材

料,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帮助他们深入理解课文的

主题。笔者在处理《新视野大学英语》第四册第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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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爱情与婚姻”这个主题时,向学生介绍了三首英

语诗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这三首诗分

别描写了年轻恋人之间热烈浪漫的爱情,夫妻之间

朴素的关爱与依恋之情以及中年夫妻之间由于激情

消退而产生的心理鸿沟。当笔者将这三首诗配以精

美的背景和轻柔的音乐呈现在屏幕上时,学生们顿

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三首诗歌的比较生发了许

多相关话题的讨论,如网恋、闪婚、校园爱情、单身主

义、当代青年的择偶观、婚姻的权利和义务等。由于

话题贴近生活实际,一些平时沉默寡言的学生也积

极参与进来。
在结束本单元时,笔者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

MyViewonCyberLove。在批改作文时,我感到非

常欣慰:学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一位学生

将作文的题目命名为CyberLove———ABeautiful
FlowerontheCliff,以诗性语言阐述了对网恋的看

法。另一位学生写到:Perhapspeoplecanfallin
loveontheInternetinamoment,butmaturelove
islikeatree,movingslowlyfromtheseedinthe
groundtotheshelteringsplendorofitsprime.

3.设计文学性的语言活动

设计文学性的语言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焕发课堂

的活力,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

力,增强文化素养和人文修养。教师需要具有一定

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善于精心设计,巧妙安排。例

如,提供重要词汇,让学生放飞想像,用所给的词汇

编写故事,让词汇的习得与有意义的信息交流融为

一体;利用课堂上的零星时间,准备一些简短的琅琅

上口的诗歌让学生尝试填充诗词来培养他们的语言

节奏感;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影片是语言和文化

习得的丰富资源,对影片主题的探讨是将英语听说

训练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让学生根据自

身的校园生活体验创作英语短剧在课堂进行表演,
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生动的英语交际平台和情感诉

求渠道。

4.开设英美文学选修课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学生英语水平要求的提高,
现行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存在的不合理性日益凸

显。学生只需要在大学一、二年级完成英语的学习

任务,这样就产生了学生的学业需求与职业需求脱

节的问题。在完成基础阶段的英语学习之后,除了

有志考研的学生外,很少有坚持英语学习的。这样

的课程设置不能满足学生的求职需求,也不利于学

生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在三、四年级开设英

美文学选修课。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各高等学校应根据实际情

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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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不需

要像英语专业的学生一样掌握系统而详细的英美文

学知识,这种选修课可采用专题讨论的形式进行,以
学生喜爱的作家为主线,或以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

义文学等不同的流派为主线,学生课外自主阅读作

品,教师课上启发分析,引导学生去体悟其中的文化

意义和人文内涵,将语言的学习引向深入。

  三、结语

将文学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是通过有效利用文学

的知识性、教育性和情感性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帮助学生掌握丰厚的语言知识,提高文学和人文

素养,丰富其情感体验,从而实现培养学生英语综合

应用能力的教学目标。在文学所营造的人文氛围

中,教师和学生会感到英语的教与学不再是一个枯

燥的语言知识的灌输与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

有趣的、有收获的发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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