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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教学模式下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邓广慧 
(长沙理工大学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摘 要] 双语教学中所采用的教学模式决定了双语教学是否能提高大学生以第二门语言掌握学科知识 

的能力，是否能拓展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对 目前高校双语教学采用的教 学模式进行 了分析 ， 

研究了双语教学中采用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结构，实践过程中，基于四种不同的双语教学活动特 

点采用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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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Bilingual Teaching Based on Inquiry Constructivism 

DENG Guang—-hui 

(Changsha Unive~it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6，China) 

Abstract：The teaching mode used in bilingual teaching determines whether bilingual teaching call improve the 

college students abilities to master knowledge，study independendy and solve problems by using the second langu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de used in coHege bilingual teaching． The basic idea and structure of bilingual teaching based 

on inquiry mode is illustrated．In practice，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are applied according to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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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是现阶段我 

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 

的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以提高国民的素质为根本宗 

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随着全球 

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既懂专业技术又懂外语的复合型 

创新性专业技术人才，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 

量。实行双语教学是培养这种人才的一种可行模式，它在 

培养高校大学生学习能力、研究能力，提升竞争力以及提 

高综合素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双语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通过外文原版教材 

知道一些专业知识，学习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更重要 的 

应该是能充分运用汉语、英语两种语言，实现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因 

此，在双语教学中应注重科学探究，提倡学生自主学习， 

把单纯以学习知识为主要 目标转变为知识性目标和过程性 

目标两者并重。双语教学中采用探究式教学模式正是为了 

引导学生从单纯的被动学习知识向主动的采用两种不同的 

语言工具获取知识进行转变，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 

力、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 

目前，对如何将探究式模式纳入双语教学，如何加强 

双语教学下的科学探究与实践，使两者有机的结合 ，形成 

适合时代要求的、有时代特点的双语教学模式等问题的研 

究相对不多。本文正是对目前国内高校双语教学中采用的 

教学模式进行分析，将高校双语教学与探究式模式相结合 ， 

就双语教学中采用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结构 

经行了研究 ，并在实践教学中根据不同的双语教学活动制 

定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一

、 双语教学中所采用教学模式的现状分析 

教学模式的类型可根据学习活动的性质和组织形式进 

行分类。由于所有的学习活动的性质可以分为接受型和探 

究型两类， 而学习的组织形式可分为 “个体的”和 “群 

体的”，根据不同的学习性质和组织形式的组合，可以形成 

四种不同的教学模式类型：个体一接受型、群体一接受型、 

个体一探究型、群体一探究型。个体 一接受型和群体 一接 

受型的教学模式中教学的作用是将知识正确元误地传递给 

学生，学生最终从所传递的知识中获得相同的理解，教师 

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这两种教学模式 

属于 “接受式”教学模式，关注的是知识继承、占有和低 

层次的思维能力培养；在个体 一探究型和群体 一探究型的 

教学模式中学习不是知识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而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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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学生不是信息的被动吸收者，而 

是主动的建构者，可见这两种教学模式是 “探究式”教学 

模式，关注的是知识创新、超越和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3] 

目前高校双语教学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群体一接受 

型开展课堂教学策略，即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少 

量运用个体 一接受型。而个体 一探究型、群体一探究型则 

占极少的比例。群体一接受型的教学模式虽然可能利于学 

习者迅速有效地占有知识，但这种优势在知识时代日益发 

展、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 日益迫切的今天 日显苍 

白。知识时代对人才素质需求的偏向大多属于高阶能力， 

强调的是自主和创造，而不是占有和顺从；强调是探究和 

发展，而不是接受和适应。因此，双语教学所采用的教学 

模式的变革走向，应是从接受式向探究式变革，引导学生 

自己采取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探究的学习，化低投 

入型的、低阶思维能力的学习为高投入型、高阶思维能力 

的学习。[ ] 

二、以问题为研究中心。建立双语教学探究式 

教学体系 

将探究式教学模式纳入双语教学可以使高校大学生在 

教师引导、帮助和调控下，自主地以英文原版教材和实际 

问题为自学素材，以问题为载体和切人点，在一种准科研 

的情境中，采取科学研究的方式，通过收集、分析和处理 

中英文信息来实际感受和体验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而掌握 

知识、学会学习，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和探 

究、创新精神。 

(一)双语教学中采用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基本思想 

在双语教学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理性思维是其 

中最基本的方法，即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特定的问 

题，采用探究的教与学方式，基于问题解决来建构知识。 

为达到上述要求，结合双语教学的特点，将课堂教学过程 

进行优化处理 ，把教学活动中教师以两种不同的语言将内 

容传递给学生接受的过程变成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探究为 

基础、学生为主体的师生互动进行双语探索的学习过程。 

其中教师既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也是一名普通的合作学 

习者，与学生一起互动探究 ，以教材为凭借，引导学生走 

向未知领域，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从而影响学生的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二)双语教学中采用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 

探究式教学过程的基本结构可归纳为 “问题引入—— 

问题探究——问题解决——知识建构”四个部分。 

在问题引入阶段，教师从学生的认知基础和生活经验 

出发，依照教学内容，在不同的教学活动中设计问题，创 

设富有挑战性的情境，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使学生明确探 

究目标，同时激发学生采用双语形式进行探究式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 

在问题探究阶段，学生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用 

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初步想法，在不同的 

教学活动中自主地学习和解决与问题相关的内容，自由开 

放地采用双语利用书籍、网络等多种媒体去发现，去再创 

造。问题探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得某些专业知识，更在 

于让学生在探究、分析、讨论中，充分展示 自己的思维过 

程及方法 ，揭示知识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学会 

相互帮助，实现学习互补，增强合作意识，提高交往能力。 

在这个阶段，教师从单纯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根据不 

同的教学活动，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成为学生进行双语 

学习的引导者、组织者、推动者和学习方法的指导者。 

在问题解决阶段，教师通过询问、答疑、检查及时了 

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重点难点以及学生具有共 

性的问题，进行有的放矢地讲解，尽可能地引发学生深层 

次的思考和再次地交流讨论，引导学生将探求出的结论抽 

象成一般结论并对学习的内容与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概括 

总结，使新知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和内化。 

在知识建构阶段，教师适当做一些关键的点评，引导 

学生有意识地反思问题的解决过程，帮助学生对自己或他 

人的表现做出评价。在这个阶段，为检查学习的效果，应 

让学生讨论解决其他相关的问题以及完成一些相应的课外 

作业，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提高双语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能 

拓宽思路，体验成功和探索创新 ，从而提炼和升华思维 ， 

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三、双语教学中采用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实践 

在上述教学模式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实际应用时可根 

据不同的教学活动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灵活运 

用。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活动可以分为 “例 中学”、 

“做中学”、“探中学”、“评中学”四种不同的形式， 其对 

应的探究式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也有不同的特点。下文将 

以 《计算机网络原理与技术》双语课程为例，探讨四种不 

同的双语教学活动形式中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使用。 

“例中学”。教学过程 中教师采用双语结合方式呈现并 

讲解案例。学生首先观察 、领会双语案例，之后 自主的模 

拟案例，学会分析、发现和运用规则，最后师生共同采用 

双语方式总结规律和原理。其典型教学方法可以包括角色 

扮演、讲授、模拟、情景演示、操练或练习、实地测试、 

个案研究、实验室实验、示范、现场参观。例如，在介绍 

网站设计方面的内容时，教师中英文结合介绍国外在线学 

习的经典网站，学生观察、分析国外在线学习网站的构成 

依据、内容、结构等，学生初拟国内在线学习网站的结构， 

师生以中英文结合方式总结在线学习的特征、形式及应用 

要点。 

“做中学”。教学活动中教师将需探究的问题融人中英 

文结合的学习情景、布置任务、说明要求。学生以活动任 

务为学习驱动力，围绕活动任务，通过种种主体性活动， 

进行知识建构 ，利用各种途径去再创造，进行研究型的学 

习，其间教师进行指导，师生互动最后结果评估。其典型 

教学方法包括自学、小组合作讨论、实验室实验、实地考 

察、游戏、角色扮演、项目设计、小组项目设计、小组合 

作学习等。例如，在网络实验课中，教师提供全英文网络 

实验系统和平台，开发设计网络实验，学生进行网络配置 

实验，通过网络递交实验结果，以此逐步掌握英文版配置 

软件的使用方法，教师则通过网络来检查学生的实验结果， 

并批改实验。 

“探中学”。教学活动中教师结合国外原版教材和该领 

域的发展现状开发研究问题或主题、激励 (下转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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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计划技术应用非常广泛，在海军装备的研制及维 

修等阶段目前已有推广应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网 

络计划软件的不断更新换代，网络计划技术还会在为海军 

装备管理中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 

三、采用讲座式授课方式要注意的问题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采用讲座式授课方式，固然 

具有所能提供的信息量较大等优点，不可避免地需要较多 

地采用多媒体授课方式，因此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部分共 

性的问题如提前做好教室设备调试、处理好学员听课与做 

笔记的矛盾、注意课件的颜色和文字搭配、注意讲授节奏 

和课件更新等，可参见文献 J，不再赘述。 

此外，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授课时，还要考虑到讲课毕 

竟不完全是作讲座，还要突出前后单元之间的联系，为此 

除了在每次课最后留3—5分钟时间进行小结之外，且在下 
一 次上课前，还要花3—5分钟时间进行上一次课的内容回 

顾 (再小结 )。如果通过反馈得知上一次课的效果不够理 

想，还要设法采取一定措施进行弥补，如进行内容简要复 

述 ，或者换一个角度再强调一遍，等等。 

四、结束语 

采取以上措施的授课方式，目前已将 《定量化管理方 

法》课程划分成了5个讲座内容，每个讲座内容使用 2学 
● Il h● _̈◆  _◆ 一” ◆ -̈l● 一 ● Il_● -” ◆ I_D．~ tl_◆ ¨● 一I 

时。也可以根据需要，将大部分的讲座内容 (除了绪论的 

讲座)进行简化或细化分别形成 1—4学时的讲座；采用类 

似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还将 《海军装备保障学》课程转化 

成了5个常规教学单元和1个正式讲座 (2次课，4节)、4 

个专题讲座 (1次课，2节)、2个小型讲座 (1节课)的 

形式。据两年多以来对5个上过这两门课的培训班的参训 

人员反馈，取得明显效果。例如某培训班90％以上的参训 

人员对于 《定量化管理方法》课程85％以上的教学内容表 

示 “满意”或 “较满意”(问卷略)，表明教学效果有了明 

显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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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多角度地思考问题，甄别不同的观点、指导学生运用 

正确的工具和方法，主要从英文媒体中获取知识。学生角 

色是选择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分析主题的构成部分，通过 

分工合作，收集、分析、处理信息，再彼此协商交流得出 

结论。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确定研究问题并组织分工，学 

生通过收集中和整理中、英文信息来构建解决方案，最后 

师生互动进行展示与评价。其典型教学方法包括小组合作 

学习、在线学习和交流、虚拟实验室、实地调查，专题讨 

论、自学、个人发现、小组发现、问题解决等。例如，在 

学习网络课程中距离矢量算法和链路状态算法两种不同的 

路由选择算法时，教师布置任务，让学生理解 国外原版教 

材上的算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网络的发展过程中，距 

离矢量算法为什么被链路状态算法取代，学生通过对原版 

教材相关内容进行学习、网上资料查询、分组讨论，再通 

过与教师的探讨得出结论。 

“评中学”中教师角色是使用事先规定的评价量规，作 

为参与评价的一员来指导学生对 问题进行多元化的评价， 

学生主动尝试以中英文结合的方式汇报和自评自己的作品、 

与教师共同评价他人的作品，从评价中反思得失。其典型 

教学方法包括量规、学习契约、绩效评估、电子学档 (作 

品集)的建立，自我评价等。例如，教师布置任务，让学 

生学习网络中各种不同的互连设备 (如集线器、网桥、交 

换机、路由器等)的不同之处，学生通过使用原版教材和 

网络来收集、整理、分析己有资料，学生以英文文档和英 

文演示文档形式展示结果，教师引导学生共同进行中英文 

相结合的评价。 

(责任编辑：卢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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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探究式教学是一种积极的教学过程，通过教师积极的 

指导性教学，高校学生以主体的姿态进行探究式学习，在 

准科研的氛围和意境中，潜移默化的培养科学创新意识和 

创造精神，提升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探究式教学模式下双语教学的研究和实践开展至今， 

受到了学校及学院教学督导组的认同。听课学生问卷调查 

反映运用该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较好的调动学习积极性，提 

高学生主动采用双语进行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能达到 

教与学的共鸣。 

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包括如何将探究式教学模式向更多 

的双语课程进行推广，推广过程中将遇到如何合理设计教 

学梯度，如何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探究题 目等问题。另外。 

采用该模式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素质的评价 

内容和评价指标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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