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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国情、语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性质和国外双语教学之间存在区别，故 

不能照搬国外研究界对双语教学所界定的性质和目标以及相关理论依据。本文拟通过研究前人相关文献分析总 

结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性质和目标以及理论基础，得出改进国防科大双语教学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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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account ofthe factors like social contexts and situa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tertiary 

bilingual educ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the foreign countries．As a result，it is not proper to copy the character，features and 

theories defined and presented by foreign scholars and researcl1ers．Based on the studies ofprevious literature and the present situ— 

ation ofthe Chinese bilingual education，the B,UthOl'S analyze the nature，p rF联 es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b出ngua1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China．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improvement oftertiary bilingual education is ill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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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国际化的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 

交往的共同语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随着我国加入 WTO 

以及国际交流的Et益频繁，高校中英语的教学越来越受到 

重视。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 ，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提高学生外语应用能力，教育部于2001年出台了 《关 

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的文件，其中第八条专门谈到了在高等学校推进双语教学 
一 项：“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 

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 

业，以及适应中国加入 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 ， 

更要先行一步，力争在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 

程的5％一10％，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 

业，可以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 

位。”L5 同时，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双语教学也是 
一 个主要观测点。近些年来，很多高校已经进行了大学双 

语教学实践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高 

校双语教学还处在探索阶段，对高校双语教学的性质和目 

标还存在分歧，双语教学的理论依据还有待加强，教学实 

践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 

一

、 高校双语教学的性质和目标 

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性质和Et标与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双语教学的性质和 目标是有区别的。 

性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英语所处的环境 (context)不 

同：英语在美加等 国的双语教学环境中是 I2 (second lan— 

guage第二语言)，而英语在我国的双语教学环境中是 FL 

(foreign lanl 罾e外语)。因此我国的双语教学环境决定了它 

属于 “外语”教学范畴，而不是 “第二语言”的教学范畴。 

加拿大学者麦凯和西格恩在谈到双语教学目标时指出： 

“双语教学应同时具有三个目标：语言目标，双语教学旨在 

提高学生运用两种或更多语言的熟练程度；学术 目标 ，无 

论语言 目标如何重要，双语教学首先属于教育系统，它和 

单语的教学活动一样，要以促进学生的学术表现为 目标； 

社会目标，双语教育系统要满足社会和文化要求，帮助解 

决相关问题。” 我国双语教育专家王斌华教授在阐述双语 

教学目的时说：“国外实施双语教育的目的，不仅为了培养 

双语人才或追求共同语言，而且大多源于种族同化、文化 

认同、社会稳定等社会和政治需要，甚至基于民族和谐共 

处、避免国家分裂的考虑。我国实施双语教学最直接的、 

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提高英语水平，满足国家、地方和学生 

未来发展的需要。”l1 他还进一步指出：“双语教育是提高学 

生英语水平的一个途径；在概念形成、知识迁移、国际视 

野、交际能力等方面，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明显优于接受 

单语教育的学生。这些是国外的研究结论 ，对我国开展双 

语教学实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u 我国还有学者将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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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目标分为三个方面，即知识目标、语言目标和思维 

目标：(1)知识目标即对学科知识的掌握；(2)语言目标 

即学生通过对学科专用术语与语句、独特语言结构和表达 

法的掌握，能够读懂该学科的英文教学资料，进而用英语 

进行口头与书面交流，提高语言能力；(3)思维目标即通 

过对语言的学习，最终使学生形成英语思维的能力，养成 

用英语分析、解决问题的习惯，使学生能够在英语环境中 

学习和生活。_】 (王昕昕，2006) 

除开以上所提的几方面的 目的之外 ，我国高校双语教 

学的文化目的也是不可忽视的。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双语教 

学的文化 目标该如何定位的问题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董 

霄云 4J，金弱I8]，邓佑玲 )。如果说语言是对文化的编 

码，那么文化就是语言的深层构造机制。正如 《语言纵论》 

的作者波林格所说的，在词语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化的沉 

淀，语言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对文化实体的命名。因此， 

董霄云 (2OO6)提出我国高校的双语教育如果撇开了文化 

因素，片面追求语言目标，那将会是 “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后果只能造成文化冲突及休克。L3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双语教育的目标应该概括为 

以下三个方面：1)学术目标：应该被看作是双语教育的主 

要 目标，即帮助学生很好地掌握学科知识；2)语言 目标： 

通过在双语教学中学科英语 (Subject English)的学习，提高 

学生在学科英语方面的听，说，读，写 ，译等方面的能力， 

进而促进学生普通英语 (General English)水平的提高；3) 

文化目标：在双语教学中在弘扬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基础 

上，吸收他国文化的精华，帮助学生形成英语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在英语环境中学习和生活的能力，在全球化背景 

下实现文化资源的整合——文化和文化身份的多元化。 

二、我国高校双语教学实施的理论依据 

扎实的理论基础能为实践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已 

经有不少学者对于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理论依据从多个角 

度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形成共识。本文拟从 以下两个方面 

探讨高校双语教学的理论依据 ： 

(一)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理论内容丰富，与双语教学密切相关的主要有 

二语习得理论。二语习得是指母语之后任何其他语言的学 

习。在众多二语习得理论 中，美 国南 加州大学 Krashen的 

“监控模式”理论是最为著名和全面的。“监控模式”理论 

的陔心包括五个基本假说：(1)语言习得与学习假说 (The 

Acquisition—IeaHl ng Hypothesis)； (2)自然顺序假说 (1he 

Natural Hypothesis)：(3)监控假说 (The Monitor Hypothesis)； 

(4)语言输入假说 (The Input Hypothesis)；(5)情感过滤假 

说 (The Affeefive Filter Hypothesis)。Krashen的语言输入假说 

被视为监控模式的核心，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假说认 

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习得语言的最基本途径就是对 

语言输入的理解，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 

件。 

虽然Krashen的 “监控模式”并非完美无缺，研究界对 

其提出的假说还存在争议，但不能否认的是：“监控模式”， 

尤其是 “可以理解的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的观点从 

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第二语言习得的规律，是应用语言学的 
一 大飞跃，对双语教学过程 中第二语言的习得与教学有很 

大的指导意义。 

(二)心理学理论 

心理学理论范畴中可以成其为双语教学理论依据的主 

要是建构主义理论。最早提出建构主义理论的是瑞士哲学 

家、心里学家皮亚杰，他的学派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 

的学派，是西方倡导的一种学习理论，它为实施双语教育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心理学基础。建构主义理论 自90年 

代起对我国的教育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包括学 习观、 

知识观、教学观、评价观等。最主要的是建构主义学习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 ，知识不是通过教 

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 (包 

括教师和其他学习者)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 

过建构意义的方式而获得。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认知结 

构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同化和适应发生变化。同化是认 

知结构的量变，它是指学习者将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直 

接纳入到已有的认知结构中；适应则是认知结构的质变， 

它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 

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 

认知个体通过同化与适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 

平衡，同时认知个体的认知结构也在同化与适应这两种过 

程中逐步建构起来，并且在 “平衡——打破平衡——新的 

平衡”的循环中得到不断地丰富、提高和发展。从这个角 

度看，学习过程不再是简单的信息输入、存储和提取，而 

是学习者和学习环境之问的互动过程，学习是学习者身处 
一 定的情境，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交流活动而实现的主动建 

构知识意义的过程。 

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式学 

习，并认为 “情境”、 “协作”、“会话”和 “意义建构”是 

学习环境 中的四大要素或 四大属性。 (c础 e一 ；何杭 

强 ’ ) 

双语教学以学科知识为载体，以外语为传递信息和内 

容的媒介，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师生间的沟通和交流， 

双语课堂上有真实的语言环境和浓郁的外语学习氛围，学 

生的主动性和学习的热情都很高，学习的过程中就是学生 

运用两种语言思维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最终完成对知 

识的建构，促进认知的发展。 

(三)国外双语教学理论 

除了上文提出的语言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与双语教学密 

切相关的理论外 ，不能忽视的是，国外双语教学已经开展 

了若干年，其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基础比较扎实，有不少 

可供我们借鉴的理论依据。在目前被共同认可的九种国外 

双语教育理论 (平衡理论、思想库模式、阈限理论、依存 

假设理论、兰伯特的态度——动机模式、加德纳社会—— 

教育模式、输入——输出——情景——过程双语教育模式、 

卡明斯的双语教育理论框架、斯波尔斯基的双语教育评价 

模式)中，思想库模式、阈限理论和依存假设都可视为我 

国现在实施的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对我校双语教学的启示 

与某些起步早的高校相比，我校双语教学历史较短， 

规模较小，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教学实践中还存在不少困 

难和问题。为了了解 国防科大双语教学 的现状，笔者于 

2008年 6月在我校开设双语教学的教学班中进行了一次问 

卷调查。 

本次调查对象是来 自我校 5个专业、3个年级 (o5、 

06、cr7级)的共 100名学员 ，涉及双语课程共 8 f-j(均为 

理工科课程)。发放问卷共 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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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调查，存在于我校双语教学中的主要问题有 ： 

(1)部分学员和教员对于双语教学的性质和目的了解 

欠缺，大多数还停留在双语教学的学术目标的认识上，对 

其语言目标认识不够，对双语教学的文化目标更是了解甚 

少 ： 

(2)双语教师英语表达能力尚待提高。虽然我校双语 

教师学历高 (调查涉及的8名教师除一名拥有硕士学位外， 

其他全部拥有博士学位)，专业功底深厚，近5年内都有在 

国外访学的经历，但大部分教师的英语口语表达水平还是 

难以达到非常流利的程度，主要问题是语法欠准确，语音 

语调有待提高。作为双语教师来说，老师在课堂上的英语 

讲授内容也是对学生非常重要的输入 (input)，因此教师的 

口语表达水平将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语言习得； 

(3)学生的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是薄弱环节。虽然我 

校学生在英语考试中表现不错，但是他们运用英语交流沟 

通的能力还亟待提高。有部分学员课堂上听不懂教师的英 

文讲解，更谈不上用英语和教师及同学讨论。学生的另一 

个弱点是专业词汇量小 ，阅读能力弱 ，不少学员在学习双 

语课程时感到非常吃力，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有个别学员 

几乎失去了学好双语课程的信心； 

(4)双语教材难度偏高，缺乏配套的中英文学习辅助 

材料； 

(5)双语课堂上气氛沉闷，师生问缺乏互动，课堂教 

学以传统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展开。这样的教学模式既不利 

于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更不利于语言的习得。 

依据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结合我校双语教学的实际 

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几项对策，试图解决现存于我校双语 

教学中的问题。 

(1)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应该对双语教师和学员进行双 

语教学性质和目标的宣传教育，只有师生都全面地明了了 

双语教学的目的和性质，才能让我校双语教学走向正确的 

发展方向，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不断得到完善。 

(2)合格的教师是双语教学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学 

校可明确要求出国访学的教师争取在国外大学里讲授课程 

的机会，以促进教师英语授课能力质的飞跃。其次，在校 

内组织优秀的外语教员对双语教师进行课堂用语和语音语 

调的辅导。另外，李俊 (m32)提出的建议也值得我们借 

鉴：高校建立足量的双语教学师资培训专项基金，分批选 

派那些年轻、外语基础好、专业功底深的教师到培训基地 

或国外高校实行封闭式学习，周期不短于半年，培训目的 

严格单一化——结业后能用双语讲一到两门专业课程_I 。 

只有教师的口语能力提高了，才能在课堂上为学员提供正 

确的 “可以理解的输入”，从而促进学员的语言习得。 

(3)公共外语教学要为双语教学的顺利进行打好基础。 

公共英语教学应进一步加强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 

包括听的能力，口语表达能力，阅读能力。对于我校的学 

生来说，听说的能力对于将来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国际学 

术交流都是非常重要的，而阅读能力也是研究中查阅外文 

资料所不可缺少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能力。 

(4)教材的问题。首先，“在引进原版教材时要做到： 

引进的教材必须反映国内专业的特点与需求；引进的教材 

必须与国际相关专业接轨；引进的教材必须考虑实行双语 

教学的具体要求与客观条件；引进的教材必须与其他相关 

课程相协调” 】。其次，应为学员搭建 “助学平台”，即在 

学生学习原版教材之余，为他们提供一些针对性、工具性 

学习资料，包括用中文编写的配套资料或讲义，中外专业 

词汇对照表，多媒体课件以及课程网站，英文习题集等等， 

建立丰富的立体化的学习资源系统、实时的学习辅导渠 

道 。 

(5)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学习过程不是简单的信息 

输入、存储和提取，而是学习者和学习环境之间的互动过 

程，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式学习。 

因此，我校双语课堂应采取学习者为中心的模式，教师采 

用启发式教学，加强师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教学过 

程中还应注重学习策略的传授，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动者。其次，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英语 

和中文的使用应当注重灵活性，书面文字可都用英语表达， 

专业术语要标出中文；课堂口头讲授时应根据学生的总体 

水平，知识的难易程度来决定英语使用的比例，难点重点 
一 定要用中文进行翻译解释，总的原则是因材施教，循序 

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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