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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7年外教社主编的“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分课型的方式推出《视听说》、《写作》、《阅读》

等教程,从教材入手,将新世纪外语教学的改革要求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之中。介绍大学英语分课型教学模

式,即从教学组织形式入手,将大学英语分为听说、写作和阅读三种课型,通过凸显语言输出的作用,提高学习者

的语言应用能力。分课型教学模式与“新世纪系列教材”分别从教学组织和材料的角度,为我国大学英语课堂教

学改革提供了可操作、易推广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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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ewCenturyCollegeEnglish”coursebooksintroducedin2007dividetraditional
“comprehensivecollegeEnglish”intoindividualmodulesoflistening,speaking,readingandwriting,by
whichlanguageoutputabilityhasbeenprofiledforthefirsttimeinteachingmaterials.Sharingsimilar
viewpointsintheinteractionbetweenlanguageinputandoutput,thispaperintroducesthe“College
EnglishModule-SpecificClassTeachingModel”,aimingtoofferanapplicablemodelforclassroomre-
form,togetherwiththenewlyintroducedcoursebook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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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英语教学的PPP(presentation,practice,

production)教学模式因其简洁和易于操作的特点,
曾经在我国广泛使用,但因其培养的学习者阅读能

力与口语写作能力不平衡而倍受争议[1]。该模式使

学生在“默默”中接受和努力,输入与输出之间的联

系被切断,输出在英语学习中刺激注意力、为学习者

对目标语的假设提供检验等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

挥。
针对传统模式中的问题,近些年我国大学英语

从大纲、测试到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外语教

学的核心———课堂教学,一直缺乏易推广、可操作的

模式。2007年外教社推出了“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

教材”,通过《视听说教程》、《写作教程》、《阅读教

程》、《快速阅读教程》以及《综合教程》将口语、写作

教学独立出来,凸显对学习者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从而从教材入手,改变了过去听说读写一锅粥的状

态,力求语言输出与输入的最优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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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基础,本文将着重介绍“大学英语分课型

教学模式”,该模式以“互动假设”[2]为理论基础,将
大学英语课程分为听说、写作、阅读三个课型,分别

由不同的教研室专职承担。该模式与“新世纪大学

英语系列教材”互为补充,分别从教学材料和教学组

织的环节入手,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可

操作的模式。

  一、理论基础———语言输出对输入
的驱动作用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认为,语言学习过程是输入

(阅读、视听) →
  

吸收(加工、记忆) →
  

输出(说、
写、译)的过程[3]。其中语言的输入与输出及其之间

的关系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核心问题,对这

一问题的解释最具广泛影响的是输入假设[4-5]、输出

假设[6-8]和互动假设[2]。
输入是指学习者通过任何媒介接触语言,包括

视听、阅读等。足够的可理解性输入具有一定的说

服力,至少可以解释人类离开了语言环境就不能学

会语言这一事实。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

忽略学习者的兴趣、注意力、需求、动机的输入并不

能保证语言水平的提高,因为失去学习者的主动参

与,输入的单向运作会变得事倍功半。同时仅仅对

输入的理解也不能保证(学习者)对语言形式的注

意[9]。

Swain的输出假设可以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弥

补,该假设将可理解性输出作为二语习得的一个重

要条件。根据这一假设,语言运用有助于习得者检

验目标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的使用,促进语言运用

的自 动 化,从 而 有 效 地 促 进 二 语 习 得[10]。文 秋

芳[11]针对英语课堂教学提出了“输出驱动假设”,认
为:1.输出比输入对外语能力的发展驱动更强;2.培
养学生的说、写、译表达性技能比培养听、读接受性

技能更具社会功能;3.以输出为导向的综合教学法

比单项技能训练法更富成效、更符合学生未来就业

需要。
互动模型中的输出更进一步强调的是经反馈后

得以修订的输出内容。这种输出能够通过刺激学习

者对自己的初步语言输出进行反思,从而提高语言

水平。其基本思路在于通过输入以及学习者之间的

互动,使之有意识地注意到其语言输出与目标语言

之间的差距,并通过反馈来调整语言输入和改进语

言输出。在这个过程中,输入、互动、反馈与输出是

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其中学习者的注意过程被给

予了足够的重视,被看作是语言交际与习得之间的

中介机制[12]。图1展示了分课型教学中语言输入、
输出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

图1 分课型教学模式中的输入、输出及其互动

  在分课型教学模式中,学生在口语或写作输出

过程中,对他人的语言输出或他人对自己的语言输

入产生的信息差,都能导致协商、反馈,从而引起注

意力的增加,并促进学生积极、自主的输入以及不断

调整、提高的输出,最终使得学习者因为需求而自主

学习。

  二、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输入、输
出与互动现状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中最典型的问题是难以摆

脱传统讲授式的教学习惯,难以实现为了获取信息

而视听、阅读,为了交流而说、写。尤其是对于输出

的积极驱动作用缺乏应有的重视。
张雪梅[13]以问卷的方式调查了华北地区三省

一市9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情况,结果

表明,教师讲授的重点多为课文、词汇练习和课后练

习。在问及有无明确教学课型分工时,7所院校教

师回答没有。有些学校正尝试提高听说的比重,但
写作还不在考虑之中。从教师问卷的结果可以推

断,大多数教师都认为听力很重要,但对口语和写作

很不重视,甚至是忽视。而对于每单元用于写作教

学的时间,71%的教师和69%的学生回答:是0.5
个课时(不管每单元是4课时还是更多),少数同学

填写“0课时”。
笔者也于2004年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华

中地区高校———中国地质大学对约二百名大学二

年级学生进行了对于传统大学英语课堂满意度的

调查,结 果 超 过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学 生 表 示 写 作

(67%)和听说(65%)不能或很难满足自己的知识

59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82期)

需求,约半数(52%)的学生表示阅读不能满足自

己的知识需求,这正是对传统大学英语课堂的黄

色警报。
英语学习的成败总体来说取决于课堂和课外两

方面。对于同样被试的课外学习状况调查的结果也

不尽如人意,仅约20%的学生表示会在课后对口

语、写作有所涉猎,仅约半数的学生会在课后进行阅

读,而且据访谈,阅读的对象基本限于以提高语言水

平为目的的课本、各类测试题,而非以信息获取为目

的的报纸、网络、小说等。在这个信息时代,学生学

习了近十年的英语却不能借以主动地获取信息,“英
语无用论”的蔓延就可想而知了。

  三、分课型教学模式———语言输出
与输入的互动与优化

  分课型教学以互动模型为理念基础,其核心思

想在于:通过对语言输出的凸显,强化学生的语言应

用能力,实现积极输入以及输出与输入的良性互动。

1.分课型教学课程设置

如表1所示,在大学英语教学的4个学期中,在
总体学时(按280个学时计)并不增加的前提下,针
对学生的特点和学习规律,实行对听说读写不同侧

重的课程设置。
表1 分课型教学模式与传统模式课程设置对比(h=学时)

第1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第4学期

分课型模式

听说(24h);
阅读(16h);

自主学习(16h)
(合计:56h)

听说(24h);
阅读(16h);

自主学习(16h)
(合计:56h)

写作(24h);
听说(16h);
阅读(16h)

自主学习(16h)
(合计:72h)

写作(24h);
听说(16h);
阅读(16h);

自主学习(16h)
(合计:72h)

传统模式 大学英语综合课程 (每学期70h)

  可以看出,该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侧重输
出的听说与写作剥离出来,迫使师生给予它们足够
的重视,如图2:

图2 分课型教学模式中各模块的比例

  可以看出,分课型模式为学生的四项学习技能
的训练合理地进行了分配,尤其是口语、写作教学被
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并以自主学习为补充,实现了几
个环节的有效衔接。
2.分课型教学模式的实施与成效
(1)分课型教学模式的实施。①教材选择。采

用《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视听说》、《综合教
程》、《快速阅读》和《写作教程》(其中《写作教程》自
第三学期开始系统使用),适当对教材顺序与内容进
行变换与补充。②教学组织。采用学生网上学习与
教师面授结合的模式,以课堂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
为主要方式。a.视听课堂教学。视听课程其主要目
的包括:为学生提供听力策略训练;培养学生良好的
每日听力习惯,共享网络听力资源;为口语课程提供
有效的语言输入,包括语言材料输入和交际话题输
入。b.口语课堂教学。口语课堂教学又称为口语
兼辅导课,采取小班授课(每班不超过35人)。其主
要目的包括:能够以言行事,达到交际目的,如请求、

建议、劝告、邀请等[14];能够进行真实或模拟的交际
活动,完成交际任务;成为师生、同伴交流的平台,对
本周英语学习进度、内容和方法进行思考和反馈。
c.阅读课程。英语阅读是信息时代的瓶颈,阅读的
速度和准确度成为信息时代的必需[15]。分课型阅
读课程以《快速阅读教程》为本,同时补充其他类型
的阅读材料。主要目的包括:培养学生在有限的时
间内定位重要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阅读技能和
英文赏析能力,使学生适应各类文体的阅读,如报
刊、文摘、散文、诗歌、小说等;为口语和写作课程提
供话题和素材。d.写作课程。以《新世纪大学英语
写作教程》为本,并补充其他类型的写作材料。主要
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如对于听说读
的话题或现象能够论述、描写、说明等;培养学生的
书面语言应用能力,能完成书面交际任务,如英文邮
件、简历、论文摘要、求职信等。e.网上自主学习与
答疑。以《综合教程》为纲,进行网络自学和教师答
疑。根据周娉娣[16]对《综合教程》的试用调查,发现
该教材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机和态度,有
利于学习者的选择自由和培养学习者监控学习的能
力。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学习进度和内容,教
师周一到周六轮流值班进行现场网上答疑,答疑内
容所有师生均能共享。

(2)分课型教学中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示例。
表2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下简称《课程要
求》2007)为纲,以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为例,以
大学英语第一学期第一周分课型教学组织为例(因
为写作课程自第3学期开设,这里从略),说明分课
型教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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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分课型教学课程设置示例

课程要求 课程 课程内容 能力培养
听
力
理
解
能
力

1.能听懂英语授课、日常谈话、
一般性题材讲座、广播电视节目
等。
2.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

视
听
课
程

《视 听 说 课 程》第 1 单 元 “New
Friends,NewFaces”;
《综合教程》第1单元“ListenandRe-
spond”部分。

主题:listeningtoEnglishlectures Meetingnew
friends,describingyourself。
目的:1.适应全英文的英语课堂;2.第一次见面的
自我介绍寒暄方式等;3.视听过程中的信息记录。

阅
读
能
力

1.能读懂一般性题材的文章,能
读懂报刊、工作、生活常见的应
用文体的材料。
2.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阅
读
课
程

《快速阅读教程》第1单元“Universi-
tyLife”。

主题:Feelingsandchallengesforcollegefreshmen。
目的:1.限定时间内明白文章主旨大意;2.美文赏
析的能力。

口
语
表
达
能
力

1.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
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经准
备后就所熟悉的话题作简短发
言,表达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
本正确。
2.能在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
策略。

口
语
课
程

《视听说教程》第1单元 & 补充材
料,如 英 文 歌 曲 学 唱 (推 荐 “New
Soul”描述年轻人成长过程的愿望与
迷茫);准备与陈述,真实情景秀等。

主题:Meetingnewfriends,describingyourself,
tellingstoriesaboutfamily&oldfriends,college
life。
目的:1.通过仿说和会话策略练习学习第一次见面
的称呼、自我介绍、寒暄方式等;2.经准备后的简短
发言;3.交流过程中的信息获取与反馈。

语
言
能
力

1.语言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积极
互动与转化。
2.英语应用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

自
主
学
习

内容:《综合教程》为主。 教学目的:1.需求、输出驱动的词汇、语法等语言知
识的获取;
2.自主学习的能力。

  可以看出,分课型教学与传统课堂本质区别在

于将自主学习引入到语言知识的学习中,避免脱离

语境的语言点、单词记忆和比较,使学生通过积累提

高语言能力。
这一点是语言学理论发展在二语习得中使用的

最新亮点,即从传统生成语法强调的语法的规则性、
生成性到认知语言学提出的基于使用的语言观,即
实际的语言能力与一般认知能力如归纳、总结、问题

解决等能力一样,是在语言使用的经验过程中建立

起来的。
(3)分课型教学的成效。以中国地质大学听说

课程为例,中国地质大学外语学院自2003年开始对

大学英语进行了分课型教学改革,其中听说课程的

建设是该改革过程中最卓见成效的部分。下面以听

说课程为例说明分课型教学模式的实施及其效果。
在分课型教学一年后,我们对该校约四百名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口语课的单独设置大

大增加了学生说英语的机会(76%的学生认为自己

有机会说英语),学生的学习理念也由希望听老师讲

授转变为应该自己多讲(73%的学生认为应该自己

多讲),从而实现了师生角色的转变。总体来说,学
生对课堂的满意度有了大幅的上升,见图3:

图3 学生对分课型课堂教学的满意度调查

  可见,与分课型前相比,学生对于分课型后的教

学模式满意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尤其是听说课程

的开设,可以说是雪中送炭,解决了学生对知识的需

求。写作的提高相对较小,需要从教师的教学方式

和学生实际英语写作需求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
写作课程生动有趣有效地开展,需要师生双方更多

的投入;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短期内缺乏现实的写作

交流需求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全国性的重要英语赛事成败是衡量一个学校学

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自2003年分课型教学改

革以来,该校在各项重要赛事中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尤其是全国大学生口语竞赛特等奖实现了零的突

破,2003年中国地质大学是湖北省唯一有资格派出

选手参加“亚洲大专英语辩论赛”的学校。2004-

2007年,中国地质大学在湖北省英语演讲比赛、

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以及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中一等奖及特等奖的获奖人数都稳定地保持在

较高水平,2007年“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中国地

质大学学生获湖北省最好成绩,全国第6名,2007
年该校学生获“21世纪”杯北方赛区一等奖,2008年

总决赛全国二等奖。

其中值 得 一 提 的 是,该 校 学 生 连 续 三 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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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复赛中获得湖北赛

区一等奖,也是湖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这在高

校林立的湖北省是极其不易的。

  四、结论

语言输出能够激活学习者的语语言知识,激发

学习者对二语形式的注意并导致对二语系统的重

构[17],这一点已经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同。但

是,如何系统实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输入与输出

的互动和作用优化,目前少有可操作、易推广的模

式。分课型教学从教学管理的环节入手,从形式上

灌输了突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语言输入输出平衡

的观念,实现了“量出为入、由入而出”的良性循环。

在该模式中,各门课程都是整个学习环节不可或缺

的部分,口语和写作课堂成为一个激发学生交流需

要的平台、一个最后演练的场所,极大地刺激了学生

对于自己语言输出内容的注意,从而自发地寻求积

极的语言输入。

分课型教学模式在中国地质大学实施已经有6
年之久,通过对语言输出的凸显,拉动输入的积极有

效性,在培养学生应用能力方面已经初显成效。

2007年外教社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推出,可

谓与分课型教学模式不谋而合、遥相呼应。二者分

别从教学材料和教学组织的角度,为学生语言应用

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模式,

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理念转变付诸行动,对于我

国大学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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