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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大学英语分级与人文教学的融合 

杨柳群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已成为教学改革的大势。在倡导个性、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个体差异的今 

天，人文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逐渐；I起重视。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也将带来理解能力、思维能力、辨 

析能力、表达能力的增强，而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分级教学中，会大大促进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本文对分级教学与人文教育的融合的优势以及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进行探讨。 

[关键词】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人文教学；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11)04—0063—04 

Some Ideas of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ities Teaching 

and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Grades 

YANG IAu—qun 

(College of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grades is the Rend of college En sh teaching reform in OUl"country．In the 

present people—oriented society，individu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1"e given full respect to．Humanities applied in 

college En sh teaching is saining more attention．The improvement of the humane qualit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ill 

enhance their comprehension and thinking ability．The integration of graded English teaching and humanities teaching will 

promot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analyzes the 

measure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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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日益进步，教育资源和教 

育需求的变化，忽视学生个性发展的统一规格教育的弊端 

不断显露出来，教师在班级授课制下对能力强的学生 “吃 

不饱”，能力欠佳的学生 “吃不消”普遍感到力不从 心， 

难以掌握教学进度。分级教学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成 

为优化单一班级授课制的有利途径。在大力实施素质教育 

的今天，分层教育符合现代教育理念，针对学生不同的个 

性特征与心理倾向、不同的知识基础与接受能力，运用不 

同的方法进行的分层教学，可以使全体学生都能在原有的 

基础上学有所得，先后达到教学的要求。《大学英语课程教 

学要求》 明确规定，大学英语教学应贯彻分类指导、因材 

施教的原则，以适应个性化教学，从而提高大学生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的实际需要。 

大学英语人文教育是通过英语文化的学习带给人的一 

种经过沉淀的先进文明的思想精神，它不是盲目的效仿， 

不是刻意的包装，是一种自觉文明的意识。两者融合起来， 

将人文教学渗入分级教学的分班、教学、考试和动态管理， 

从而把关怀、关心、人性化、理性化、科学化带入英语教 

学中，这会大大促进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一

、 分级教学的理论依据 

(一)“掌握学习理论”和 “最近发展区”理论 

有关分级教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国外在 19世纪后期 

就有涉及，多数学者都把布卢姆的 “掌握学习理论”和维 

果茨基的 “最近发展区”理论 作为分级教学的理论基 

础。当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卢姆认为，只要提 

供恰当的材料，并给每个学生提供适度的帮助和充分的时 

间，几乎所有学生都能完成学习任务或达到规定的学习目 

标。原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的 “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 

每个学生都存在两种发展水平，一是现有水平，二是潜在 

水平，他们之问的区域被称为 “最近发展区”。教学只有从 

这两种水平的个体差异出发，把最近发展区转化为现有发 

展水平，并不断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最近发展区，才能促进 

学生的发展。 

(二 )Krashen的 “I+1”理论 

美国著名应用语言学家Krashen在二语习得理论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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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输入假设说”。 他认为人类只有获得可理解性的输 

入时才能习得语言。所谓可理解性的输入，用公式表示就 

是：I+l，其 中，I表示语言学习者 目前的水平，1表示略 

高于语言学习者现有水平的语言知识。如果输入远远超出 

(I+2)或接近甚至低于 (I+0)学习者现有水平 ，那么学 

习者不可能获得可理解性输入 ，学习者不是感到太难理解 

了，就是感到太容易不用理解 ，两者都会使学习者产生焦 

虑感和厌烦情绪。学习者只有在最佳情感条件下，即具备 

强烈的学习动机、对学习充满 自信时才会产生真正的习得。 

隐性分层教学在使学生获得 “I+1”的可理解性输入时， 

充分考虑到学生在智力、情感、个性等方面的差异 ，设计 

了多层次的、适合学生水平的课堂活动，最大限度地避免 

学习者的情感障碍。这无疑减少了学习者的焦虑，激发了 

其兴趣和动机，增强了英语学习的自信心、积极性和创造 

性，从而使英语教学取得更高的效率。 

二、传统大学英语教学的弊端 

(一)主体与客体没有互动 

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 ，老师单一的讲 ，学生乏味的听， 

墨守成规的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背单词，做书本后面的 

作业。教师无法实施启发式教学，学生们对启发式、参与 

式的教学难以接受。教师忙于完成教学进度，疲于应付四、 

六级考试。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忽略了互动、忽略了教学 

无处不在，疏不知教学既是在课堂，更在课外。从小到大 

的 “哑巴英语”、“填鸭式”教学已经成为制约大学英语教 

学的瓶颈，大学阶段的下一站就是就业、渎研深造，因此 

对学生的英语掌握水平要求很高。趋利避害，变换教学手 

段 ，已经成为改革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共识。当前的英语 

教学针对性不强，缺乏深度与广度，不能体现相关专业的 

理论体系和最新的发展动态。在教学方法上，往往以译代 

讲 ，形式单一，无法有效地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语言能力。 

(二)目标导向误区 

在教学中，学生和老师或多或少地围绕着四、六级和 

考研英语这根指挥捧进行教和学 ，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畸 

形和各项技能的优劣不一。不能给学生营造良好的英语语 

言实践氛围和应用环境，学员学英语主要还是靠大量死记 

硬背。学员学得很辛苦，很费劲，进而对英语失去了兴趣 

和热情 ，甚至产生畏惧心理。现在大多数学生学习英语也 

只是为了应付四、六级考试，考试过了关就把英语抛到脑 

后，到毕业时英语水平反而大大下降，许多学生虽有四、 

六级的证书，听、说、写的能力却很差。结果是，从中学 

到大学的英语学习所付出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这就是目 

前全国多数大学英语学习的现状。 

三、分级教学与人文教学相融合的优势 

分级教学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人文教学有利于推动分级教学的课程改革。众所周知，分 

级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学 

习氛围，但同时会对学生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在 A级班的 

大部分学生会有一种优越感，进而制定目标并为此努力学 

习，而c级班的部分学生容易产生自卑感，等等。这就要 

求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理解、消化方面的发展，更要关注 

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引导学生在学习知识 

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学习选择，具有社会责任感、使命 

感。利用人文教学的手段使课堂充满了生命活力，呈现出 

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师生互动，情理交融，思维碰撞， 

兴趣盎然。 

人文教学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分级教学文化。分级教学 

是针对式的教学，教师利用人文教育的手段鼓励学生围绕 

目标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择喜欢的学习方法，在探 

索知识的过程中去发现结论或规律，并建立起一种反思性 

的互动、开放式的交流，促进了学生 自主学习的自信和勇 

气，使得学生进发出智慧的火花，激荡起创新的热情。人 

文教学可以打破传统的单一、僵化、封闭的文化模式 ，营 

造一种全新的、多元的，以对话 、合作 、探究、体验等为 

标志的教学文化体系 ，这将大大促进分级教学的深入和 

推广发展。 

四、如何将人文教学融合在英语分级教学中 

(一)分级教学使人文教学有的放矢 

分级教学本来就是一种需要通过人文教学来展开的教 

学方式，可以说分级教学给了人文教学一个表演的舞台。 

人文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模式， 

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学生应体验到自己独立的主体地 

位，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变 “要我学”为 “我要 

学”，调动自己的思维 ，大胆质疑，发表己见。教师在课堂 

上应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 目的，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 

有针对性的启发引导 ，如：A班的学生可以多进行听说方 

面的练习，而 C班的学生基础相对比较薄弱，词汇量较少 ， 

语法规则不是很清楚，则应该注重词汇和句子的分析理解。 

采用提问、分析、讨论、归纳总结的方式，培养学生运用 

创造性思维去独立思考的习惯 ，变被动接受为积极参与， 

变 “知识传授”为 “启发创新”。 

(二)组织以人文素质教育为主导的多种形式的第二课 

堂活动 

第二课堂活动属于课前积淀和课后延伸过程，对提高 

学生的文化素养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英语教学，仅靠课 

内时间是不够的，必须积极开辟英语第二课堂，开展形式 

多样的课外活动，创造良好的英语实践氛围，并使之成为 

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要有计划地组织英语广播、录 

像、电影等活动，举办英语角、英语晚会、英语讲座和形 

式多样的英语竞赛，开办英语墙报、英语学习园地，征订 

英文报刊等。鼓励学生写英语 日记、读书笔记、信件、演 

讲稿、博客，进行一些必要的英汉资料翻译等。通过这些 

形式让学生自觉参与实践活动，提高做人做事的自信和勇 

气，形成踏实的学术态度，高尚的做人理念。 

【三)深入挖掘英语教材中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大学英语教材内容涉及面广，实用性强，人文知识涵 

盖面广，人文精神汲取的切入点具体，无论从道德、道义 

还是法律、尊严，都给大学生以实例从中思考和分析借鉴， 

从而树立做学问、做人的正确信念，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 

丰富的信息源。例如在 《新视野》 大学英语教材中，我 

们可以从课 A Good Heart to Lean On(《善良之心永世相 

依》)，Graceful Hands，(《美丽的手》)等 (下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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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成了课堂的主导者，老师从授课变成了操作员、解说员， 

其注意力集中在课件的播放流程上，对台下学生的听课反 

映完全忽视，更谈不上互动和交流了。因此，必须坚持 

“以学生为本”的原则。这就要求老师在备课时，就要根据 

教学内容，作出合理规划，预先留出与学生互动的环节和 

时间；在授课时，要密切注意学生的听课反映，及时调整 

授课的方式和手段，不必拘泥于课件的限制 ，应着重于授 

课思路完整性与学生接收思维连贯性的统一。在课件的播 

放过程中，可以根据事先设计的预案，分段展现教学内容， 

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学生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思考解决 

问题的方法和可能的结果。当讨论完毕后，再由老师根据 

课件进行演示。例如，本课程中包含对称振子天线方向特 

性随电长度变化这一教学环节。授课时，首先给学生提供 
一 个仿真软件，请一位学生登上讲台操作，由下面的同学 

任意选择仿真参数，得到各种参数条件下天线的方向图； 

然后，由老师提出问题，请所有同学一起来总结变化规律； 

接着，由老师引导学生分析变化规律的物理内涵；最后， 

老师利用课件重新梳理上述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既 

能充分发挥多种教学手段组合的优势，又能充分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对发挥学生的主体地 

(上接第64页) 

文章中体味人间亲情、友情的珍贵，从 where Principles 

come6 First(《品德第一》)中借鉴发达国家学校教育中体 

现的 “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从L0rd Williams(《威连姆 

斯庄主》)文中得到对有钱有势人错位处事心态的警示。 

(四)教师要善于发挥教学中的人文因素，努力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教师应充分发挥情感因素，进行有效良好的课堂互动。 

教学互动不是文本知识的简单交接，而是将教材知识、学 

生已有知识、教师具备的知识三者 “投放”到特定课堂情 

景中，在互动过程中促成知识之间的融合、修正和生成新 

知，从而实现心灵对话、情感交流。教师还应建立愉快的 

课堂气氛、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学生主动配合，力争 

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中使学生掌握知识、发展能力，优 

化其态度、情感、价值观念、信仰等，不断提升其人文素 

养。教师还应发挥 自身 的人格魅力 ，给予学生人文关怀。 

正如教育家乌中斯基所言：“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应以教 

师的人格为依据，教育力量只能从人格的活的源泉中产生 

出来。任何规章制度，都不能代替教师的人格作用。”_6 外 

语教师高尚的人格特征，对学生具有磁铁效应：学生会愿 

意和老师接近，乐意跟老师交流，愉快地向老师学习。学 

生 “亲其师，信其道”，以师德和心理品质为主要内容的教 

师社会人格，直接影响着学生人格的塑造和养成。苏霍姆 

林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受教育者的心灵是任 

何东西不可替代的最有效的阳光。”可见，作为教师一定要 

发挥 “严谨治学、身正为范”的作用来感召和带动学生。 

五、结束语 

传统的教学手段受到冲击同时，分级教学与人文教学 

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四、结束语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辅助手段已经越 

来越多地应用到各类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本文针对多媒体 

教学活动过程中容易形成的使用误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 

将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有机结合的使用模式，从而充分 

发挥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声色俱全的优势，达到提高本 

科专业基础课授课质量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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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相得益彰，扬长避短，这是大势所趋。分级教学 

承认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差异 ；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实 

现了学生不同层次的学习；给 出了学生学习发展的足够 自 

由和空间；实践了人性化的教育理念。分级教学和人文教 

学的融合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和推广的教学方式。人文教 

学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 

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 

文精神。这种精神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才能养成，包括广博 

的文化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 

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作为高校重要的公共课大学英 

语在分级教学的前提下，将人文教学融入其过程中，对大 

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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