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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美文学教学的多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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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启发我们注意到英美文学教学的多重效应
。

英美文学课程不仅能提高

学生语言技能和文学素养
,

还能塑造学生的人格和道德观
,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
。

多重

效应说呼吁英美文学教师要采取综合教学模式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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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英美文学课程不仅是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

主干课
,

而且它也作为一门重要的选修课
,

在越来

越多的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中开展
。

目前
,

全国多

所重点综合性大学及理工科院校都在本科生和研究

生的公共英语课程中设置了英美文学类选修课程
,

比如
:
复旦大学

、

清华大学
、

上海交大
、

哈尔滨工

大
、

武汉大学
、

解放军理工大学等等
。

阅读英美文

学作品对于提高学生语言技能的作用是公认的
。

通

过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
,

学生的阅读速度会大大地

提高
。

他们会遇到并学到许多的新词
、

新的表达法

和新的句型
,

这为学生的英语表达提供了大量的素

材
。

X
.

J
.

K e几le dy 曾说过
“

阅读文学常给你写作的

理由
” , “

作为文字的艺术
,

文学能有助你对语言更

加敏感
,

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
。 ”

[lJ 可见
,

阅读

文学作品时
,

能提高学生的修辞写作水平
。

阅读文

学作品还有助于学生扩展他们的文化知识
。

二
、

英美文学教学可能取得的多重效应

20 世纪 90 年代
,

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霍华

德
·

加德纳 (H
o w a记 C a攻肠e r

) 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
,

人类的认知能力并非单方面的
,

而是多面向的
,

这

一理论掀起了全世界的教育改革风潮
。

加德纳在其

著作 《多元智能》中一反传统单一智力的看法
,

认

为每个人至少有七种基本的智能
,

即语文智能
、

数

学/逻辑智能
、

空间智能
、

音乐智能
、

肢体 /动觉智

能
、

人际智能
、

反省智能
,

后来又增加一种
“

自然

观察
”

的智能
,

成为第八种智能
,

可能的话
,

还会

证实发现第九种智能即
“

存在智能
” 。

[z]

多元智能理论为各门学科的教学提供了理论指

导
,

许多教师都在努力优化自己的教学方法
,

使之

具有发展学生的多元智能的功能
。

英美文学教学也

具有发展多元智能的功能
。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提

高学生英语语言技能也即发展语文智能外
,

英美文

学 教 学 还 能 扩 展 学 生 的 其 他 各 种 智 能
。

x
.

J
.

K enn 曰y说过
, “

阅读文学有助于你跳出你自己

的围墙
,

通过他人的眼睛来观察
。 ”

[aJ 因此
,

通过阅

读和鉴赏文学作品
,

学生会发现社会的复杂性
,

人

与人之间的复杂性
,

人与自然的关系
。

这样
,

学生

就能发展他们的逻辑智能和反省智能
。

文学作品中

有优美的风景和富于音乐感的词句
,

阅读文学作品

能发展学生的空间智能和音乐智能
。

阅读文学作品

是一种经历
,

每个人从他的经历中得到知识
。

阅读

文学作品还能扩展学生的文化知识
,

塑造学生的人

格
,

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

这样便能发展他们的人

际智能
。

通过朗读
、

背诵
、

表演文学作品还能发展

学生的肢体/动觉智能
。

实际上
,

文学教学可能取得的效应远远超出了

这八种智能所涵盖的范围
。

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
,

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缩影和民族心理透镜
。

它不仅反

映出某一种社会生活和人的主观世界
,

它还深刻地

透视出整个人类共有的基本问题
。

阅读文学作品能

升华人们的精神境界
,

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
,

净化

人们的灵魂
。

在英美文学里
,

学生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
,

翱

翔于历史的隧道里
,

亲历英美文明的进程
。

在乔雯

的作品里
,

可以感受到中古英国神权的至高无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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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无奈 ; 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和诗歌里
,

可以感受

当时人们欢呼中世纪人文精神的萌芽
、

人权的高

大
、

人对科学对知识及艺术的渴望和追求 ; 在笛福

和斯威夫特的小说里
,

可以体验到 18 至 19 世纪资

产阶级文明的启蒙
、

发展和腐朽 ; 在海明威和梅勒

的作品里
,

学生可 以看到美国民主的实质
、

美国人

民的反战情绪及 印 年代美国进步政治力量四分五

裂的现状以及 20 世纪帝国主义的衰败
。

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
,

可 以体察到人类

对平等自由
、

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而奋斗的艰

苦历程
,

也会领略到历代战争和经济危机给英美人

民带来的灾难
,

可以感受到世界人民对和平的企

盼
,

对帝国主义 的嫉恶
,

对人类命运的迷惘和关

切
。

在这万花筒般的天地里
,

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

将会得到纯净升华
,

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辨将找到

正确的航向
,

他们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将得到验证
、

巩固和进一步地补充和发展
。

这对于学生完善 自

我
、

修养素质
、

兼收并蓄外来优秀文化
,

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无不有所裨益
。

大学生的语言基本功
、

基本素质
、

文化素质在

新世纪人才素质教育和培养中是至关重要的
。

尤其

是学生的人文素质
,

它是一个人的宝贵财富
、

是一

个人事业成功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

一个人事业上的

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品德修养
、

心理素质
、

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等
。

英美文学教学对加强学生

语言和文化修养
、

开拓视野
、

陶冶性情
、

塑造完美

人格
、

形成人文精神
、

培养文化鉴赏和跨文化能力

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

三
、

英美文学课程的综合教学模式

既然英美文学教学具有培养大学生多方面的素

质的多重效应
,

那么我们就应当努力探索合适的教

学模式
,

务求在教学中发挥这门课程的最大效应
。

目前
,

英美文学教学存在 3 种模式
,

即文化模式
、

语言模式
、

个人成长模式
。

文化模式强调教师要让

学生 了解文学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价值
,

并且懂得欣

赏与自己背景相异之文化和意识形态
,

进而了解文

学传统之思想
、

感情与艺术形式
,

文学在人文传统

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

这种方式适合有文学细胞的学

习者
,

但教材语言难度较高
,

上课时
,

大部分时间

须依赖老师讲解
,

此种方式以老师为中心
,

但学生

自主性较低
。

语言模式采取以语言为基础的方式
,

以学习者为中心
,

鼓励学习者运用 自己的语言知

识
,

阅读本文
,

形成自己的看法
,

老师可帮助学生

对一些问题进行更为深人的探索并且发表自己的看

法
。

另外
,

此模式以活动为导向
,

如通过精读
、

写

作
、

角色扮演等方式
,

让学生注意语言的用法
,

如

何经由语言形式
,

来诊释作品字里行间的意义
。

但

这种模式
,

若太拘泥于语言文字
,

往往会失去个人

诊释的空间 ; 过多机械式的练习
,

学生学习动机便

会逐渐减少
。

个人成长模式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

探

讨作品中与读者经验相关的主题
,

借以激发学习者

的阅读兴趣
。

因此作品的选择应以主题为主
,

考虑

到学生的兴趣
,

应用与主题相关的非文学类的材

料
,

提高学生的动机
。

我们认为
,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
,

采取将以上三

种模式合一的综合教学模式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

将

语言的特性融人到文学鉴赏中
,

培养学生的分析与

诊释能力
,

兼顾语言能力的养成
,

并达成 3 种教学

目标
: ¹ 提高学生的批评

、

分析和欣赏能力 ; º 培

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

并增强学生对语言文字形式的

敏感度和认知程度 ; » 提供有效的教学方式
,

把学

生培养成为独立思考的读者
。

在讲授英美文学课程时
,

教师若能将社会
、

艺

术
、

文化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
、

内容一并纳人教

材
,

与文学合而为一
,

就能引起学生更多的学习意

愿
,

激发学生潜能
。

加德纳认为
,

如果能对同时期

的文学及艺术发展有相互对照的了解
,

就会对该时

期的文化精神更能从整体上掌握 ; 如果能掌握不同

时期的精神与不同艺术形式所呈现的符码
,

便能进

人作品形成的思辨过程
,

对人文精神的了解会更宽

广
,

就会不再囿于文字的层面
。

跨领域文学教学是

不可避免的趋势
,

多元智能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依

据
。

例如
,

如果阅读反映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
,

就

要求学生学习一定的宗教常识
。

如果不了解基督教

教义中的
“

原罪说
” ,

便难以读懂约翰
·

班扬的代表

作 《天路历程》的主题思想 (号召人们遵循基督教

教义
,

通过同人类自身的弱点和各种社会邪恶进行

不懈斗争
,

最终达到自我拯救 ) 及其寓意
—

人生

犹如一次旅行
。

不了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尤其

是叔本华
、

尼采
、

伯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
,

便难以

读懂许多现代西方文学作品如荒诞派文学等 ; 不了

解
“

意识流
”

创作手法
,

便很难读懂乔伊斯和艾略

特等人的作品 ; 不了解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

也

同样读不懂劳伦斯的 《儿子与情人》
。

四
、

英美文学课多重效应对教师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指出
: “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培

养合格人才
,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
、

有社会主义觉

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

关键在教师
。 ”

为了适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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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需要
,

高校需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

而要

达到
“

合格
”

这一标准
,

不仅要提高大学生的科学

文化素质
,

而且要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
,

只有这样

才能帮助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

学

会做人
:
做一个高尚的人

、

有道德的人
、

对国家和

民族有用的人
。

多重效应说肯定每个人多方面素质

的潜能
,

不但重视学生各怀差异
,

也倡导综合素质

高的教师
。

要实现英美文学课程的多重效应
,

教师

应当达到以下要求
:

(l) 教师应该张扬个性化教学
。

多重效应说要

求教师作为独立和独特的个体
,

充分发挥自己的多

方面素质
。

教师应当寻找并发现 自己的素质和特

长
,

并据此设计课程和教学
。

只有这样
,

教师的教

学才能和潜力才可能得以充分激发
,

教师才可能以

最大的热情和兴趣投人日常的教学工作中
。

而一旦

做到这点
,

呈现在学生面前的将是满足学生的好奇

心与学 习渴望的丰富多彩的教学过程
。

不过前提

是
,

教师本身必须兴趣广泛
,

视野开阔
,

对本学科

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有敏锐的鉴别
、

把握和

解释能力
,

并能深人浅出地与学生交流 自己的观

点
。

这才是既以学生为本
,

又能发挥
、

展示教师才

干的最佳教学状态
。

(2) 擅用多元智能的教具
。

擅于演说的人
,

本

身就是活道具
,

但并非每位教师都精于此
,

而是更

多利用教具作为辅助
。

计算机具备多元智能的特

质
,

可整合文字
、

声音与图像
,

课堂上教师除了利

用计算机来呈现活泼生动的教学内容外
,

也可凭借

因特网的互动功能
,

实现师生之间
、

学生与学生之

间
、

课堂与课后的互动
,

将学习延伸到课后
。

学生

也可以将 自己的感想张贴于 电子布告栏
,

或利用

~
l写给老师

,

发挥其反省智能
。

(3 ) 实行综合教学模式
。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
,

课程发展可以考虑将授课的材料从一种智能转换成

另一种智能
,

例如
,

可以将英美文学的语言
,

转换

成其他智能的语言
,

如图画
、

肢体
、

音乐
、

逻辑符

号或概念
、

社会互动及 自我联系
。

例如
,

教师可在

课堂上用合适的手势
、

面部表情和语调来朗诵诗

歌
,

学生可 以通过教师的朗读和声势语来迅速理解

诗歌
。

一些教育家认为背诵诗歌有助于将诗歌转化

为自己的
,

并有助于教师与学生保持视觉联系
。

英

美文学教师实行综合教学模式
,

还有助于整合文学

批评理论及外语教材教法
,

为学习者提供更开阔的

学习视野
。

例如在引导学生阅读具体的文学作品

时
,

教师应根据不同特点的作品选择相应的文艺理

论来进行分析导读
,

同一部作品还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切人
,

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

这将极大

地拓宽学生的视野
,

激活他们的思维
,

提高他们的

鉴赏能力
。

例如
,

在分析福克纳的著名短篇小说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时
,

如果我们从女性主义的

立场出发
,

我们看到的将不仅是一个身心受到压抑

而导致心理变态的可怜女性
,

她还是一个以独特的

方式和顽强的精神同传统和环境奋力抗争的女性
。

(4 ) 实施综合的评量方式
。

传统的文学教学评

量方式
,

大多以纸笔测验为主
,

偏重文字 /语言及

逻辑的测验
,

是一种总结性的评量
,

着重于学习的

结果
。

但以纸笔测验来判断某人文学方面的素养高

低并非是完美的方式
。

学生学 习的过程
,

除了平常

上课的表现以外
,

还有学生内心的思维
,

学生如何

省思作品
,

这些可从学生的内省智能来评量
,

学生

要全盘了解作品
,

除了教师课堂引导之外
,

分组讨

论也可发挥其智能
,

在互动当中可 了解作品的意

义
,

教师可藉此评量其合作学习的成果
。

五
、

结束语

文学是一种资源
,

文学教学就是开发这一资源
,

从而达到全面提高学习者的人文修养水平
、

文学鉴

赏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的目的
。

鉴于英美文学教学

在当前高校课程设置中的地位
,

我们应当重新认真

探讨文学课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激活文学

课的效力
,

使文学课教学真正具有相关性
,

真正富有

意义
。

英美文学教师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
,

努

力使文学课成为一种启迪智慧
、

开发悟性
、

挖掘潜

能
、

培养能力
、

塑造 心灵的教学过程
。

在教学过程

中
,

用英美文学名著的人文思想
、

智慧和魅力去吸引

学生
,

征服学生是坚守文学教学阵地的一种有效手

段
。

随着我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
,

高等教育机构对英

语教学中英美文学教学的重视将会有增无减
,

人们对

外语教学的目的和外语人才培养规格的认识将进一

步深化
,

坚信英美文学教学将在英语教学中发挥应有

的作用
,

并在 21 世纪挑战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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