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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要在大学中开设双语课 , 学校管理者必须面对如何妥善解决师资, 如何评价双语课的效果等

问题, 本文结合作者的双语教学实践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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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国家教育部提出加强大学本科教学

的十二项措施, 要求各高校在三年内开设 5% ~

10%的双语课程, 再加之本科教学评估的压力, 各

校无不将双语教学作为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实施双

语教学, 首先要解决的无疑是师资问题。在我国的

大学教师中, 专业和外语都过硬的毕竟是少数, 而

且许多专业教师虽然具有很强的外语应用能力, 可

外语发音却差强人意。那么, 这部分人是否应该开

设双语课? 如果要聘请外教以补中国教师的不足,

如何解决高成本问题? 对于花了大力气开设的双语

课程, 又应如何正确评价其效果? 对于这些问题,

笔者结合双语教学的实践有如下思考。

  一、关于双语教师的发音问题

每每提到学外语, 最常听到的就是: 老师发音

一定要好, 否则就是误人子弟。这似乎已成为公认

的真理。不过, 看一下邻国印度的教育状况, 也许

我们的想法会有所变化。

印度的英语教育不采用英国的或者美国的 /标

准0, 而始终以新德里的英语口音为标准, 孩子们

从小到大听到的几乎全部是印度英语。加上他们不

使用国际音标, 因此根本不知道标准的英语应该是

什么样子, 大家理所当然地把 Wednesday 读成

Wed- nes- day 。然而, 由于其许多课程以英语为

教学语言, 所以受过教育的人通常有较强的英语应

用能力, 尽管他们的英语都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假如有一名中国教授, 其英文之流畅酷似印度

人, 其口音之浓重也酷似印度人, 试想我们能让他

站上大学的双语讲台吗? 恐怕这会是个十分有争议

的问题。然而正是这样操着浓重口音的印巴教师,

培养了大批可以与世界自由交流的下一代。很多人

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 英国人、美国人与印度人、

菲律宾人沟通非常好, 他们各自使用自己的英语,

一点儿也不在乎口音问题, 只把中国人晾在一边去

思考谁的语音更 /标准0。

事实上, 在我国的各级名师中, 普通话讲不好

的也大有人在, 但大众普遍对此采取宽容态度。只

要不影响理解, 人们很快就会忽略教师的发音问

题, 因为教师传达的内容才是他们真正要追求的。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一旦换成外语情况就会发生 180

度的转变呢? 过多关注语言学习的形式, 正是我国

外语教育的误区之一。用英语传授非语言类的专业

知识, 正是要把学生的注意力从语言形式转到语言

传达的内容上去, 而作为知识的载体, 语言也会在

潜移默化中融入学生的大脑。

也许有人心里仍在打鼓: 难道教师不标准的发

音不会误人子弟吗? 语言学的研究发现, 语言学习

不是一个铸造过程, 一次定型永不能改, 语言学习

过程是一个冶炼过程。因此我们应该尽早炼出一大

块生铁, 然后千敲万打、去除杂质、百炼成钢。利

用英语授课, 增加英语的输入量, 实际上正是帮助

学生尽早炼出一大块生铁。

学生获得英语的渠道并非只有双语课堂, 他们

还有正规的英语教学, 有各种供他们学习模仿的音

像制品。因此, 学生的英语口音并不决定于双语教

师的口音, 对于已经过了青春期, 口音基本定型的

大学生则尤其如此。

欧洲和美国应用语言学的许多流派都认为, 学

习一门语言, 听力理解是最重要的事情, 应该先于

其他一切语言能力首先获得。英语教育家, 5新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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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英语6 的作者 L1G1Alexander 指出: 要掌握一种

语言, 听力要占 90% 以上的地位。而在课堂上使

用英语 (即便不是十分标准) ,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学生英语输入匮乏的问题。事实上, 学生在日

后的工作中同样会碰到各种口音的英语者, 能够正

确理解各种口音, 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衡量教师是否可以开设双

语课的标准应该是: 他是否能比较流利地使用英语

进行专业交流? 他的口音是否大到影响对方的理

解? 假若前者的答案为是而后者为否, 那么他就完

全有资格站上双语讲台。

  二、师资问题的解决方案

笔者认为, 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

是请进来, 二是走出去。

一提到请进来, 许多人的第一反映就是成本太

高。不错, 如果要把国外现任教授请过来确实存在

这个问题。但是,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刚刚退休的

大学教师身上, 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英美的许多人

在退休以后非常希望到世界各地旅游, 中国是很有

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如果能给他们提供在华工作

一两年的机会, 他们就可以利用寒暑假满足心愿。

对于希望夫妻同行的, 还可以为其配偶考虑工作问

题。即便配偶的文化程度不太高, 也至少都能讲地

道流利的英语, 因此在中小学或幼儿园开设英语口

语课程是没问题的。哪所大学周围没有需要外教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呢? 由于其初衷并非赚钱, 有了这

种配套的解决方案, 就会对他们产生吸引力, 其成

本也就不会如想象的那样高了。

说到走出去, 大家并不陌生。今天的大学教师

至少都拥有硕士文凭, 基本上可以说英语水平在 6

级以上。大家之所以感到开双语课困难重重, 其主

要问题还是在口语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曾经对在

那里进修的高校教师做过一个为期一学期的试验,

希望了解听说读写四项能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

后, 哪项能力增长最快。实验证明, 口语能力的提

高最为显著。因此, 对于基础较好的老师, 送他们

到国外进行一两年的培训, 是完全有可能实现开设

一两门双语课程的目标的。以我校机械专业为例,

学生从入校到毕业一般要修 40到 50门课程, 按照

教委 5%到 10%双语课的目标, 则须开设 2到 5门

双语课。经过培训的教师, 每人开设 2门双语课是

有可能的。因此, 用三年的时间, 每个专业培训 2

到 3名双语教师, 就可以达到教委的要求了。

  三、双语教学效果的评价

评价双语教学的效果, 当然要追溯其目标。双

语教学的目标只有一个, 即通过利用目的语讲授非

语言类专业课程, 解决目前英语学习整体低效问题。

加拿大、美国、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实践

已经证明, 利用目的语传授知识, 可以让学习者在

无意识的情况下掌握这种语言, 这种方法不仅成效

显著而且省时省力。然而, 教育成果不像经济发展

那样一两年内就见到指标, 国内外的教育经验告诉

我们, 教育的投入要三十年之后才能看到效果。

目前, 大部分学校都只是在部分选修课程上尝

试双语教学。从专业学习的角度看, 我们仍旧应该

按照大纲的要求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然而, 从外

语学习的角度, 我们切不可用四级通过率、考研英

语通过率之类的指标衡量双语教学的效果。语言学

习的规律告诉我们, 只有在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

才可能产生一定输出。在少数课程上的尝试, 其输

入量恐怕还达不到让输出发生明显变化的地步, 但

不能因此求全责备, 更不要否定双语课的价值。我

们要看学生是否在逐渐习惯英语授课, 是否开始感

到英语是获取信息的有力工具 (而不仅仅是应付考

试的武器) , 是否开始尝试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

只要有类似现象发生, 就要坚信努力没有白费。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也许这才是双语教学应

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在双语教学过程中, 教师一定

要在语言上多要求自己少要求学生。在保证学生理

解的前提下, 教师应尽量多地使用英语, 尽量巧妙

地安排课程。之所以要在语言上少要求学生, 是因

为双语课是要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外

语能力, 这个过程越是无意识效果就越好。此外,

这样做学生不会有过多语言上的压力, 双语教学就

能持久地开展下去。

笔者之所以坚信这一点, 一方面源于自己双语

教学的实践, 另一方面则源于对女儿进行双语养育

的启发。女儿两岁时, 笔者开始尝试用英语和女儿

交流。开始只用 10%的英语, 而且是在场景非常明

显的场合。随着时间的推移, 英语用量逐渐增加, 大

约半年后, 就可以对女儿100%地使用英语了 (当然,

语言仅仅涵盖两岁半幼儿的生活)。两年多来, 笔者

一直坚持在家跟女儿说英语, 并用英语给她讲故事,

她也经常看适龄的英文动画片。现在女儿四岁半了,

英语听力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只要听一遍即可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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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情境模拟的应用性引导方法, 让学员进入

角色, 积极参与课堂写作训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善于利用现代化的办公平台, 关注部队目前正在

进行的中心工作, 多方位地从媒体上了解部队近

况, 并把这些信息作为文体写作的素材及时运用于

课堂教学, 采用情境模拟的方式, 设定情况, 让学

员进行课堂写作训练。这样, 既可以让学员及时了

解部队实际工作, 缩短学校与部队的差距, 又可以

让学员担任模拟角色 (机关工作中应用文的草拟

者) , 在教员的引导下, 运用所学知识, 主动思考、

分析, 明确写作意图, 完成文体写作训练。在这个

过程中, 学员所从事的不再是被动性的 /模仿型0

写作, 而是自觉性的 /技能型0 写作。
加强课外练笔, 指导学员将所学文体写作理论

应用于学员队日常管理。一个人写作能力的养成与

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不是在短期的课堂教学中

就能完成的。因此, 在应用写作教学中, 在强化了

课堂习作的情况下, 教师还要注重引导学员结合自

己熟悉的学员队日常管理工作、学员代职工作、毕

业实习工作等经历, 全面进行文体写作训练, 如让

学员进行工作通知、实习工作报告、情况简报、代

职工作总结等文体写作。这样, 既让应用文体写作

有的放矢, 又带动了学员自学, 促进了知识向技能

的转化, 进一步引领学员进行具体的、实效性极强

的 /技能型0 的文体写作。

(三) 形成以提升写作能力为重点的考查导向

应用写作课程教学除在课堂上运用思路性分析

与应用性引导方法外, 还应利用考查测评的方式巩

固教学成果, 做到既考知识又考对知识的运用技能。

在教学中, 以思路性分析和应用性引导的方法

进行的阅读分析和实践性文体写作训练, 已把理论

知识的机械记忆转化为理解性记忆了。因此, 在本

课程的考查过程中, 应设计相当比重的写作技能测

试题, 如病文分析与改错, 应用文体写作等。在整

体考查中提高写作能力考查的分量, 发挥考试指挥

棒的作用, 引导学生在课内外学习中注重写作技能

的训练与培养, 以促进学员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思维

能力与创新意识。

我们崇尚叶圣陶先生的 /教是为了不教0 的教

学理念。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改进应用写作课程教

学, 才能真正完成应用写作课程作为核心基础课所

肩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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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书中的英文故事。我曾经把类似的故事读给我

的学生听, 发现大部分学生对故事的理解程度还不

如这个四岁的小姑娘。如果按照每天 2小时的英语

输入计算, 两年半的时间女儿应积累了 1800 多小

时, 这恐怕已经超过了普通大学生的英语听力输入

量。然而, 即便如此, 她仍旧很少主动开口讲英

语, 只是在我有意无意说错的时候会纠正我, 在我

使用过某词一段时间后又忘记时提醒我。

笔者之所以举女儿的例子, 是希望大家相信,

语言的输出是要以大量的输入为基础的。因此, 当

我们看不到学生有明显的输出或进步时, 千万不要

怀疑输入的价值。请相信,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所有的耕耘都必将有收获。

加拿大、美国、新加坡、香港、印度、巴基斯

坦、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已经证明, 利用目

的语传授知识是语言学习的有效途径。在我们这样

的国情下, 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双语教学模

式, 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作为双语教师, 我们应该

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和专业水平, 脚踏实地, 锲而

不舍, 不断吸取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作为学校的

管理者, 则应不拘一格, 放手让更多的教师进行不

同形式的尝试, 不求全责备, 不急于求成。因为,

只有今天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 明天才可能品

尝到丰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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