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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教学设计: 深化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关键

毛 伟 盛群力
( 浙江大学，杭州 310028)

提 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学英语教学经历一系列改革，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严重阻碍大

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寻找深化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当代教学设计突出强调要

为促进学习者的意义学习而设计教学。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就是一种意义学习教学设计理论。系统化教学设计强调确

定教学目标、组织实施课堂教学策略和进行课堂教学评价 3 者的结合，因此，它对促进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提高大学

英语课堂教学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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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Key to the Deepening of the Ｒeform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Mao Wei Sheng Qun-li
(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Since the 1980s，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has witnessed a sequence of reforms，and great progresses have been achieved，

but there still exist many problems，which form an obstacl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erefore，it is urgent
to find some ways to deepen the reforms of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s should be made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students' meaningful learning，which i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instructional de-
signs． The systematic design of instruction focuses on setting instructional goals，implementing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and evaluating instruction，which are significant to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 systematic instructional desig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structional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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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历史回顾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已

有三十多年。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支持，

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密切配合，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取得

很好成绩。原国家教委于 1985 年和 1986 年分别颁布《大

学英语教学大纲( 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用) 》和《大学英语

教学大纲( 高等学校文理科本科用) 》，总结前一阶段的大

学英语教学经验，规范今后的大学英语教学。1987 年和

1989 年，我国先后推出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CET) 笔

试，1999 年推出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意欲以考试

促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实践证明，全国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确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2000 年颁布《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更

高要求。2003 年 3 月，教育部部长专题会议讨论通过启

动“高等学校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总体方案和基本思

路，作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重要内容

之一的大学本科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 张尧学 2003) 2004 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实施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有 180 所院校参与试点，

试点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引入网络教学。同年又颁布《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试行)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04:

10 －13) ，明确规定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并提出大学英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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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 3 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同时，

我国的一些专家对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不断改革，

使命题更科学，评分更趋一致，组织更加严密，成绩更具可

比性和可解释性，使 CET 更好地为大学英语教学服务。很

多国外学者都认为中国学生的口语能力普遍高于日本、韩
国等国学生。(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座谈会”纪要 2003) 另

外，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率成逐年上升态势，这足以说明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是成功的。

2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2． 1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费时、低效”
经过三十多年的教学改革，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仍

然存在“费时多，收效低”的问题。在我国的一些普通高

校，一般本科生的大学英语课是 12 个学分，分 4 个学期完

成。除课堂英语学习时间外，学生课后还要花大量时间

背单词、练听力和做阅读等，很多学生把大部分时间都花

在学习英语上。另外，还有不少学生课堂学习动机不强，

难以紧跟老师的课堂教学节奏，在英语课堂上常处于“神

游”状态。大学英语耗时多，但是，在英语听、说、读、写、
译 5 项技能中，听、说、写和译仍是学生的薄弱项。他们

很难听懂外语学术报告，写不出真正像样的英语文章，说

不出几句地道的英语，也译不出一段表达流畅的英文。
难道问题出在我们的学生? 当然不是。教育家陈鹤琴曾

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如今大学

英语教学中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教师的原因。“教育大

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一个国家和地

区的教育水平，根本上取决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张

力 2013) 2013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教师

慰问信中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

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我们要办好

人民满意的大学英语教育，还需全国各高校的全体大学

英语教师共同努力，大学英语教师需努力提高自己的教

育教学水平。“一位真正优秀的教师，会努力了解学生的

一切，并据此改进教学，让学生看到他们学的知识与他们

所生活的世界密切相关。一旦这种联系建立起来，就变

成学生推动教学、教学赢得学生，必然会在家长乃至全社

会树立口碑”。( 《中国教育报》评论员 2013)

2． 2 改革及相关研究均未触及到教师的课堂教学设

计技能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局限

于政策上的调整和课程设置上的改变，即处理大学英语

应该“教什么”的问题，以及教学工具上的更替，即通过什

么媒介去教学。然而，在大学英语教师本身上下的功夫

明显不足。真正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主要靠广大一

线大学英语教师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设计技能。我国一些

学者对 大 学 英 语 教 学 予 以 关 注，如 萧 好 章 和 王 莉 梅

( 2007) 在综述和比较国内外一些主要教学模式之后，针

对现有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提出一些改革建议。
但是，现有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尚未聚焦系统

化教学设计，鲜有研究关注大学英语教师“如何教”这一

问题。即使有，也只是从教学设计的某一方面去研究大

学英语教学，如金国臣( 2005) 主要研究如何将多媒体技

术融入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他只是涉及到教学设计中

有关教学策略方面教学工具的使用。

3 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对提高大学英语课

堂教学质量的意义
杜威在 1899 年曾经提出，要在学习理论和教育实践

之间建立一门桥梁科学。泰勒也曾认为有必要建立类似

的知识体，他认为这样的学科可以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

色。( 盛群力 2010: 4) 教学设计便是他们所说的“桥梁

科学”和“中间人”。教学设计实质上是对教师课堂教学

行为的一种事先筹划，是对学生达成教学目标、表现出学

业进步的条件和情境做出精心安排。教学设计的根本特

征在于如何创设一个有效的教学系统。在多种不同应用

水平以及几乎所有文化中都可以 使 用 教 学 系 统 设 计。
( Gagne et al． 2005: 19 ) 因此，系统化教学设计也可以指

导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3． 1 有助于扭转“费时低效”的大学英语教学局面

系统化教学设计是基于具体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设

计，设计者都要回答 3 个基本问题: ①我们要到哪里去

( 教学目标是什么) ? ②我们怎样到那里去( 需要有什么

的教学策略与媒体) ? ③我们如何知道是否达成目标( 如

何检测，如何评估与教学调整) ? ( 盛群力 2010: 335 －
336) 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在课堂教学规划上做得显然不

够。一些大学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味地注重形式，

认为课堂上热热闹闹就是教学好，根本就不知道本次课

自己应该带学生“去何方”，在课堂教学中似乎有些“迷失

方向”。而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要求首先确定教学目标，

让师生都知道“今天要去哪儿”。系统化教学设计强调要

根据教学目标设计课堂教学策略，以便有效组织和管理

好课堂教学。最后，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在课堂教学结

束后，也不关注学生是否已经顺利“到达目的地”。而系

统化教学设计则要求在课堂教学结束后，对课堂教学做

出评估，以便检验课堂教学效果，及时调整课堂教学策

略，即检验教学目标达到的程度。系统化教学设计对整

个课堂教学过程都精心设计，每一步都环环相扣，并且非

常注重最终结果，即关注学生最后的学习效果。当前的

大学英语教学对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明显不够重

视，只是一味地关注当堂课课堂气氛好不好，而没有考虑

学习者是否能真正理解并掌握新知识。系统化教学设计

是一种意义学习教学设计理论，它非常重视学习者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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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原有知识———学习者学习新知识的关键因素。只

有当学习者把原有知识与新知识有效结合，才会实现意

义学习。所以，系统化教学设计有助于实现大学英语教

学有效化，使学习者实现意义学习。
3． 2 有助于实现系统化大学英语教学设计并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

要熟悉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就必须先了解信息加

工原理。在上世纪 70 年代，加涅基于以往的信息加工理

论提出信息加工模型。该模型几十年来便成为学习的信

息加工模式的一个典范，后续的一些研究对此模型没有

实质性的改变。( 盛群力 2005: 114) 后来的一些教学设

计理论研究基本都是基于加涅的信息加工理论而提出。
教学系统化设计通常包括 5 个阶段，即分析阶段、设计阶

段、开发阶段、实施阶段和评价阶段。首先要确定特定问题

或目标，然后分析( analysis) 解决问题的一些要求或条件，

设计( design) 解决方法，接下去就是开发( deve-lopment) 、
实施( implementation) 与评价( evaluation) 解决方法( Gagne
et al． 2005: 21)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ADDIE 模型( 见

图1 ) 。可以对分析评价，也可以对开发与实施评价，然后做

出调整，使整个教学设计尽可能趋向完美。

图1 教学设计的 ADDIE 模型( Gagne et al． 2005: 21)

当代一些著名的教学设计专家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提

出自己的教学设计理论，如梅耶的“意义学习理论”、斯维

勒( Sweller 1999 ) 的“认知减负”教学设计理论、麦卡锡

( 2012) 的“自然学习设计”、范梅里恩伯尔( Van Meerrin-
boer，Kirshner 2013) 的“综合学习设计”、马扎诺( Mazano
2007) 的以 10 个问题形式体现的“有效教学框架”，以及

梅里尔( Merrill 2013) 的“五星教学模式”等教学设计理论

都遵循“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策略———进行教学

评价”3 步走策略，都回答“要到哪里去、怎样到那里去和

结果到那里了吗”3 个问题。其中我们最为熟悉，并且最

为实用的是梅里尔的“五星教学原理”，又称“首要教学原

理”( five star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or first principles of in-
struction) 。

梅里尔借鉴众多教学原理中共通部分，在认知主义

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五星教学原理”。该

模式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由激活旧知识、呈现新知识、尝

试应用和融合贯通 4 个循环往复的阶段构成( 见图2 ) 。

图2 五星教学原理( Merrill 2013: 22)

“五星教学原理”的主旨是要在循序渐进的问题情境

中向学生讲授知识，包括一些事实、概念、程序或者原理

性知识的传授。其中，聚焦问题也就是向学生交代教学

目标，让学习者知道在完成本课学习后能解决什么问题，

接下去的教学设计都是围绕第一步的问题而展开，可以

说确定教学目标是整个教学设计的灵魂。迪克和凯瑞

( 2007: 15 － 60) 在《系统化教学设计》一书中用两章来阐

述如何分析并确定教学目标，可见教学目标的重要性。
因此，大学英语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就要认真分

析本单元要求学生接受教学后应该展示一些什么行为，

做到上课时“心中有数”，而不是“无的放矢”; 第二步是要

激活原有知识。根据加涅的信息加工理论，只有将新知

与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的旧知结合，才能进行信息编码，最

终形成长时记忆，也就是学生才能真正掌握知识。由于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要掌握好一门语言就必须了解该语

言所承载的文化。因此，在讲授大学英语时，教师除激活

学生已有语言知识，像句式结构、词汇短语的用法等外，

还要激活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只有将相关背景知识与

新的语言知识相结合，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语言本身; 第

三步是呈现新知识，也就是教师向学生讲授一些事实、概
念、程序性知识。根据加涅等( Gagne et al． 2005: 60) 的 5

种学习结果的分类，教师向学生呈现的英语新知识也应

该包括智慧技能、认知策略、言语信息、动作技能和态度;

第四步是尝试应用。只有学习者尝试应用或练习刚学到

的知识，教学才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学生在应用或练习

过程的开始阶段，教师可以提供一些指导，在教学的最后

阶段就应该完全放手让学生去做，体现“从扶到放”的过

程。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与他人进行书面或口头形式的交

际，重在学以致用。所以，教师在呈现新知识后要让学生

尝试着应用，如仿照新课文的写作特点写一篇作文，采用

一些新习得的词汇、短语或模仿一些新的句式结构做一

些翻译练习等。最后一个步骤是知识的融会贯通。如果

学生能将新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一个变式环境中，即与

日常生活相关的环境中去，那么学习就得到迁移，是一种

意义学习。大学生英语应用技能差，不会说、译，听不懂，

遇到老外就“哑口”，听到 VOA、BBC 最新消息就“耳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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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没有做好知识的融

会贯通。学习的英语语言知识不能“搬家”，无法在新环

境中灵活应用，学习“费时低效”也就不足为奇。课程开

发就必须基于我们周围的社会与生活，也就是说任何一

门课程所呈现的知识必须具有实用性。大学英语课堂教

学呈现的知识当然也必须具有其社会价值和生活价值，

如果学生课堂习得的语言知识不能在生活中应用，自然

就违背大学英语课程开发的初衷。所以，大学英语教师

有必要为学生创设一些变式环境，让其灵活运用所学语

言知识，真正做到“高效”学习。
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是基于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

技术学等学科提出，它从确定教学目标、实施教学策略，

一直到进行教学评价都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具有相当

的科学性。因此，掌握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并把该理论

应用于课堂教学，对于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促进

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结束语
长期以来，教学设计都是一些专家型教学设计人员

所关注，教学设计理论离广大的一线教师很遥远，他们根

本就不知道如何应用。梅里尔教授在《首要教学原理》一

书中提 出“专 项 任 务 教 学 设 计 者”( designer-by-assign-
ment) ( Merrill 2013: 437 ) 。各学科领域的普通专业教师

拥有专业知识，但是没有经过教学设计训练，他们该如何

利用教学设计的研究成果来提升教学效能呢? 所以，梅

里尔说，《首要教学原理》写得这么洋洋洒洒，这样有处方

性，是为了给千千万万普通教师用的，要使各学科的普通

教师都成为专项任务教学设计者，都能将教学设计理论

有效应用于自己的学科教学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因

此，大学英语教师有必要成为大学英语教学设计者，将一

些权威教学设计理论恰当地用于大学英语听、说、读、写、
译 5 项基本语言技能的课堂教学，使大学英语效果更好

( more effective) ，效率更高( more efficient) ，学生参与度更

强( more engaging) ，即实现 3E 的大学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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