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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理和道德素质教育融合到大学英语教学中去

王银萍
(南京大学 外语部

,

江苏 南京 4 3() m 4

【摘 耍 ] 本文介绍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人心理和道德素质教育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

以期在提高大学

生文化素质的同时
,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心理和道德紊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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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同时
,

进一步提

高他们的心理和道德素质是高校教育的一项重要任

务
。

不少人认为
,

素质教育
,

特别是心理和道德素

质教育属于政治课或德育课的范畴
,

英语教学和素

质教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

沾不上边
。

其实不然
。

经过多年的大学英语教学
,

我感到
,

英语教学和素

质教育是一致的
,

教书育人
,

是我们高校教师的一

种义务和责任
,

英语教学更能与心理和道德素质教

育相结合
。

首先
,

英语课是门语言课
。

语言是人们进行思

想交流的工具
,

对学生进行心理和道德素质教育正

是师生之间或同学自己之间通过语言交流来实现

的
。

换句话说
,

英语教师正好利用英语这个语言工

具
,

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
,

来达到素质教育这一目

的
,

一举两得
。

这个工作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
:
随

机教育和结合教材进行教育
。

所谓
“

随机教育
”

就是发现学生中出现不良倾

向的苗头时
,

在课堂上及时结合课文内容对学生进

行素质教育
。

例如
,

我发现有些学生不专心学习

时
,

并不直接批评他们
,

而是让学生在课堂上编一

段英语小对话
。

对话内容一般围绕
“

家庭背景
” 、

“

学习目的
”

和
“

学习现状
”

等等
,

通过对话的内

容来教育那些不专心学习的学生
,

端正他们的学习

态度
。

这样不仅练习了口语
,

而且达到了学生之间

相互教育的目的
。

又如发现有的学生在课堂上表现

不佳
,

不珍惜上大学这一机会
,

我就在讲课过程

中
,

利用课文中遇到的某一个词或某一个句子来借

题发挥
,

或根据课文内容给出讨论题
,

让学生分小

组在课堂上进行讨论
。

例如
,

在教新世纪大学英语

系列教材的 《读写教程 ) 第二册的第二单元
“

仆
e

I娜 g adn , 铂 rt of tI’’ 时
,

根据文章内容给出这样的

题目
: “

oD 卿 面吐 it ha 卯atnI
t ot tr 巴坦 u比 y侧r it毗

朋 d ac c

um 汕血 ~
肠叫 l司邵 at ht e

画~ iyt ?

饥 y?
” 。

用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学生
,

实践证明
,

效

果是比较理想的
。

采取这种教育方法
,

不但不会伤

害被批评学生的自尊心
,

反而会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 ; 不但不会引起其他学生的反感
。

反而会激发他

们积极参与的热情 ; 不但不会使课堂气氛变得紧

张
,

反而会使课堂气氛变得更活跃
、

更轻松
。

针对不同的情况要选择不同的教育方法
。

当我

了解到
,

有的学生英语基础相对薄强
,

学习上障碍

较多
,

因而心理压力较大时
,

我就设法帮助他们减

轻心理压力
。

方法之一就是让班上学习较好的学生

用英语介绍他们的学习方法和经验
。

此外
,

还帮助

他们进一步理解
“
w he 花 山e况 is a

社
,

het er is “

way
. ”

和
“
H as et m ak es 节旧旧et

. ”

等这些谚语的惫思
。

我还准备了一些其它的故事
,

趁讲课内容告一段落

时
,

插进一个英语小故事
,

像
“

饭 R力“ hs o u Man

汕
。 R朗旧v ed het MOnU 面 nS

” , “

如卿滋昭 A M耐 aBr
ifon

a Nee 山 e , ’ , “
刀如唱 iaH id’

’

等等这些他们在小学

读过的故事
,

现在用英语来重温这些故事
,

他们会

感到意味更为深长
。

道德知识不会在头脑中自然形成
,

必须采取一

定的方式和方法予以灌输
。

所以
,

结合课文对学生

进行心理和道德教育要比随机教育来得更自然
、

针

对性更强
、

收效更大
。

因为
,

每一个单元
,

每一篇

课文在语言文字的背后都有其深刻的含义
。

如果教

师只从文字角度去讲解它
,

这样的英语教学会变得

枯躁乏味
,

一篇文章会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 ; 反过

来
,

如果教师抓住文章的内涵
,

结合语言的特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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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
,

等等
。

同时批评了那些乱丢垃圾
、

说脏话等不

文明现象
。

学生在练习口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

到了道德素质教育
。

实际上
,

结合英语教学对学生进行心理和道德

教育并非难事
。

只要我们教师在观念上有所转变
,

即变以往的外语教学为外语教育
。

只有转变了观

念
,

才会有意识地把心理和道德素质教育融合到英

语教学中去
。

当然
,

要掌握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动

向
,

教师
,

特别是高校教师要改变过去
“

上课铃响

进教室
,

下课铃响走得急
”

这种只教英语不与学生

接触的现象
。

要跟学生经常进行思想沟通
,

掌握学

生的思想脉搏
。

只有这样
,

才能教书育人
。

也只有

这样
,

才能做到既教好书
,

又育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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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课文
,

课堂教学就会生动活泼
,

学生的学习兴

趣就会越来越浓
,

素质教育就会起到潜移默化的效

果
。

我在使用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 《读写教

程》 过程中始终贯穿了素质教育这根主线
。

当然
,

要做到这一点
,

教师除了熟悉教材以外
,

还要在每

一单元的主题中找到语言教学和心理及道德教育的

切合点
。

说得具体一点
,

就是确定从课文的哪个方

面或哪个角度来着手心理和道德素质教育
。

例如
,

在讲授 (读写教程 》 第三册 的第一单元课文中
“
fo ve

”

一词时
,

我没有局限于教材上的内容
,

而是

把
“
l o v e , ,

这个词的词义延伸开来
。

让学生在练习

口语前
,

联想到
“
】训e , ,

的各种各样的内涵
,

如
“

vlo
e

for aP此 n st
, , , “

lo v e

for
e h i l山er n , , , “

lo v e

for hot
-

.
” , “

如
e

for ht e e vn i n ” ” m比n t
, , , “

如
e

for het l习 ) -

p le’
’ , “

IvO e

for 二 ~
匀

” , “

vloe for 户纽eC
” ,

等等
。

然后
,

让各个对话小组选择不 同的话题
,

围绕
“
h o w ot s饭附 , 川 r 10Ve for …

”

进行对话练习
。

最后
,

挑出几组表达比较完整的
、

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对话

在班上进行交流
。

比如
,

选择
“
L洲 e

for het nE vi 卜

一
t’’ 这一话题的学生自然想到了怎样去爱护和

保护环境
。

他们在对话中提出要制止 iar 即11 u it o n

和 waet
r

网 iut on
,

还提到怎样使南京变得更美
,

以

及学生在学校里怎样保持校园的洁净和教室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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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观察和研究其固有的特征和内在的规律
,

抓住

问题的主要矛盾
,

提出假设
,

经过抽象简化
,

建立

反映实际问题的数量关系
,

即数学模型 ; 然后运用

数学的方法和技巧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

数学建

模的历史可追溯到几千年前
,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

现和迅猛发展
,

越来越多的数学工作者
、

科学家和

工程师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数学建模的研究与教

学
。

数学建模的问题来源于现实世界
,

种类多种多

样
,

没有
“

标准模式
”

可循
,

这就意味着建模者在

具备一定基础知识的同时
,

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综合

运用知识的能力
,

进行创造性活动
。

不同数学模型

的求解既涉及到不同数学分支的专门知识
,

而且还

要得到其他相关学科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支持
,

经过

小组成员认真的分析与综合
、

抽象与概括
,

建立起

相应的数学模型
,

并借助于计算机程序进行计算和

处理
。

开展大学生数学建模的教学和实践活动
,

不

仅有助于大学生数理知识和计算机知识的互相融

合
、

全面发展
,

而且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相互交流与

协作的能力
。

目前
,

我们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
,

知识以很短

的时间为周期进行快速更新
。

因此
,

数理课程与计

算机课程的教学内容势必要随着社会
、

经济
、

科技

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

更新和变化
。 “

授之以鱼
,

不如授之以渔
” ,

让广大教师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

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

学科

的相互融合
、

知识的全面发展都会有助于学生创新

精神的培养与发展 ; 扎实的基础知识
、

良好的数学

修养
,

将使学生今后能够迎接更具创造性与挑战性

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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