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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针对目前削弱英语教育的倾向，本文从语言哲学、人文教育和思想创新等方面详细论述我国英语教育的潜

在价值。本文指出，强调要“使英语回归工具属性”固然无可厚非，但是仅从这种实用主义的标准衡量我国英语教育的

得失具有片面性，因为英语不仅是交际工具，其中还蕴藏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人文内涵，英语教育在开拓学生心智能力、
丰富其精神内涵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指出，为了实现课程教学的创新，英语教师应该超越以讲授语言

点和语言技能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模式; 教师应该结合英语的人文和民族精神内涵组织教学内容，展示英语民族看待世界

的独特视角，培养学生多元化的文化视野，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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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Language-related Humanistic Content and Value of English Education
Guo Qing-min

(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trend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its potential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philosophy，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the fostering of creative mind． It points out that，while the
claim that“English should resume its due role as an instrument for communication”is reasonable，it is partial to assess the value
of its education merely with such utilitarian criteria． English is much more than a communicative tool． The English language em-
bodies the rich spiritual and humanistic content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and its educa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deve-
loping students' mental power and enriching their spiritual world． As such，teachers should innovate their teaching by going be-
yond a curriculum that focuses mainly on language points and skills． Teachers should integrate the language-related humanistic
and spiritual content into their teaching，and demonstrate the unique world-view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to foster in students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and inspire their intrinsic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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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近，英语教育政策的调整正在酝酿中，提出

“英语退出高考”，“降低英语中、高考分值”和“一

年多次英语考试”等替代方案，相关部门也强调

要“使英语回归工具属性”。英语教育界普遍担

心，这些举措可能削弱英语在我国教育中的地位

( 束定芳 2013: 94，程晓堂 2014: 58 ) 。这些方案

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国家对我国英语教

育现状的不满。其实，英语教育一直面临着很大

压力，备受“耗时低效”的指责 ( 张兢田 吕培明

2016: 14)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有人说，大学英

语教学“是一壶煮不开的温吞水”( 蒋妙瑞 2008:

19) 。也出现对英语教育提出尖锐的批评 ( 陈国

华 2010) ，甚至有人指出，学生在英语学习上的投

入和国家对英语教育的投入影响到其他学科的学

习和整体的教育质量。

显然，这类观点大多是从工具论的立场提出

的，认为英语教育最终没能为大部分学生提供一

个学术与社会交流的有效工具。笔者认为，英语

作为一门外语，其工具性对中国学生来说当然是

首要属性，但是，仅仅从“工具论”的角度来看待

英语教育显然不全面。本文通过综合探讨外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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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人文价值，建议创新英语课程教学模式，超越

以语言点为主要内容的授课模式，通过讲授语言

的人文内涵和开阔学生的人文视野达到开拓其心

智、丰富其精神世界、提高其学习兴趣的目的。

2 语言体现人类的精神遗产

语言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它是社会交际

手段，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语言代表其精

神文化的精髓: 在民族精神不断丰富和升华的过

程中，语言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文化的传承过

程中，语言是“个体把文化内在化的主要工具”
( Hamers，Blanc 2000: 199) 。

德国语言学家、教育家洪堡特指出，对语言的

研究和学习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精神和知

性状态，因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

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任何想象”( 洪堡特

1999: 52 － 53 ) 。语言不是社会文化活动产生的

“产品，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

是“各民族由于其内在的命运而获得的一份馈

赠”。因为在认识世界和表达思想的过程中，语

言对说话者的认知能力和精神境界起着巨大的塑

造作用。( 同上: 21)

洪堡特的语言观为当代社会推崇的多元文化

理论提供语言学依据。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也认

为，如果两个民族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那么他们

对时间、事件和空间的知觉和认知倾向就会不同。
这一结论被归结为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

说”( Sapir-Whorf Hypothesis) 。用萨丕尔的话来

说，语言不仅仅是解决交际问题的具体手段，也不

仅仅是一种反思手段，它塑造着我们思考社会问

题和社会进程的方式( Sapir 1988: 184 － 185) 。从

这样的角度看待英语教育，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是

不同民族之间在精神层面上碰撞和交流的过程，

是学习者丰富其自身的精神世界、开拓其心智能

力的过程。
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时态、冠

词、介词、动词和定语从句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对这些语言现象

存在认知误差。例如，作为功能词，介词并不表达

“实义”，它们表达物与物、物与过程之间的深层

语义逻辑关系，而英语民族在看待这些关系的方

式上与我们存在深层认知差别。因此，仅仅靠背

诵英语介词的汉语意思并不能帮助学生掌握它

们。正如萨丕尔所说，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

说，英语是“他们最深刻的思想和感情的形式外

衣”( 萨丕尔 1997: 187 ) 。这告诫我们，以讲授浅

层的语言规则和字典词义为基础的英语教学，注

定会挫伤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展示给学生的只

是语言的“外衣”，而不是语言外衣之下的思想和

精神内涵。
另外，既然科学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最佳体

现形式，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语言学家 Bauer 等总结出语言的多样性存在两个

重要意义: ( 1) 不同语言使用不同的句法结构，如

希卡利亚纳语( Hixkaryana) 是加勒比语系的一种

语言，是人类已知的自然语言中少数使用“宾谓

主”结构的语言，这一发现不仅让认知科学家重

新认识语言形式对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而且对

于计算机程序设计也非常重要。( 2 ) 不同语言的

语义区分代表不同民族对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

分类方式，这些区分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科学

价值。比如在美国，25% 的处方药与热带雨林植

物有关，而用来指称和准确区分这些植物的词汇

来自当地人的语言，而不是英语。( Bauer et al．
2006: 129 － 130)

同样，英语中存在着汉语中没有的概念、精细

分类、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语言学家 Grace 指

出，“对人类来说，世界之所以带上它目前的特

点，是 因 为 它 是 一 个 语 言 建 构 的 实 在”( Foley
2001: 25) 。通过英语学习，中国学生开始感受到

不同语言建构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这有助于打

破其思维定势，开拓其心智。Pavlenko 从颜色、物
质、空间、时间、运动和情感等 10 个方面，研究双

语学习对学习者的影响，“这些研究很有说服力

地证明，双语学习对丰富说话者的总体语言技能

极其有益，给他们提供可选择的概念化方式，而这

对灵活性思维和批评性思维至关重要”( Pavlenko
2010: 447) 。当教学内容体现英语承载的精神遗

产时，才能更有效地训练并开拓中国学生的视野，

让他们在对比、反思、换位思考中重新认识世界，并

领悟中国文化和华夏精神的独特性与内在价值。

3 外语学习能促进人文素质培养
外语学习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也有

助于提高其人文素质。它与人文教育之间至少存

在 3 方面的紧密联系: 一是语言结构对心智结构

的规训作用，二是各语言的深层语义分类影响学

习者对世界的认识，三是语言表达的独特人文内

容能陶冶学习者的心灵。
在西方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研修古希腊

文和拉丁文构成古典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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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社会曾经有一个名言: 虽然古希腊文和拉丁

文对于管理印度殖民地毫无实际用途，但只有精

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才能统治印度! ( 甘阳

2006: 45) 这虽然反映出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文化

的蔑视，但是也体现出他们对古典语言在人文素

质和社会能力培养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现代教育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要求已经局

限于部分学科领域，但以哈钦斯和科南特为代表

的教育家，仍然强调现代语言在大学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早在 1936 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发

布《高等教育在美国》曾提到，“虽然现在没有必

要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中

心，但必须以现代语言和现代教学方式重新阅读

和重新研究这些伟大著作，否则现代美国大学就

会没有共同精神基础，没有共同文化根基”( 同

上: 47)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于 1945 年发表

《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也指出，通识教育要以西

方文明和美国历史文化为核心，而语言是这种文

明和文化的主要载体。正如科南特在其个人传记

中所说，“研究历史和文学不可能不懂拉丁语，正

像研究化学不可能不懂德语一样”( Conant 1970:

189) 。
在谈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法国社会学家

列维·施特劳斯指出，语言是文化产生的结果，它

是某个民族文化总和的反映; 语言也是文化的一

部分，与制度、习俗和信念等共同构成文化的主要

内容; 语言还可以是一种文化状态，文化通过语言

得以传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语言为创造更复杂

的结构 奠 定 基 础，与 文 化 的 各 个 方 面 相 对 应

( Lévi-Strauss 2000: 402) 。可见，无论我们从哪个

层面上看待语言，外语学习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各

种文化的独特性，培养我们的综合人文素质。
笔者认为，英语课不应该仅仅作为一门工具

性课程，它应该像“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一

样，被看作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课程。因为，在学

习词汇和语法的同时，这门课程也在培养学生解

读英语经典的能力，汲取其中的人文思想内容，在

人文知识的层面与作者开展对话。这种层次的思

想交流仅靠译本交流无法达到，因为译本通过对

原文语法和词语的转述会弱化或改变原作者的思

想力度和人文视角。例如，英语中 individualism
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无论译为“个人

主义”还是“个人至上主义”，都不能传达它的真

正内涵，译成“利己主义”更是差之千里。只有听

过英语讲解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和梭罗之后，学生

才对 individualism 有准确的理解，并从中了解“自

立”( self-reliance) 的意义。不仅这类抽象词汇，

就连一些很普通的词汇也带有丰富的人文内涵。
把美国《独立宣言》中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译

成“人人生而平等”，显然忽视 create 蕴含的基督

教文化内涵，忽视它与下一个从句 ( they are en-
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中 Creator 之间在文化内容上的照应。

语言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英语学习是学习

者在内心中完成一个中西文化的对话过程。改革

开放初期，中国学生从英语课本上知道莎士比亚

和狄更斯，知道简爱和汤姆·索亚。通过英语教

师的课上讲解和课下指导，学生开始被简爱追求

人生尊严的故事激励，为罗密欧和朱丽叶至死不

渝的爱情感动。近年来，英语教材更注重选文的

时效性和题材的多样性。通过学习这些内容，学

生们开始意识到文化视角的多样性，也看到各国

人民为创造一个正义、平等、自由、和平的世界做

出的共同努力，并由此反思自己在这一进程中应

该担当的角色。
在这种思想氛围和对话中成长起来的学生，

人文视野更开阔，文化视角更多元，鉴别力更强，

内心更宽容。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的目的

是促使学生获得成长。教育家 Moore 解释说，“成

长”指个体能力的发展和他所面对的可能性的增

加，而成功的生活寓于个体持续的发展过程中

( Moore 2012: 44) 。笔者认为，英语课的重要作用

之一，就是让中国学生站在中西文化对话的前沿，

让他们在接触、理解、对话和反思的过程中，实现

总体人文素质的提升。

4 外语学习有助于推动思想创新
语言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研究语言与

心智的关系。正如莱布尼茨所言，“语言是人类

心灵最好的镜像”( Chomsky 2002: 1 ) 。乔姆斯基

多次提到这个命题，“人类语言是构成人类心智

的一个基本部分，因此研究语言的本质特征有助

于我们认识人类的心智状态和工作方式”( 郭庆

民 2011: 53) 。虽然乔姆斯基并不认为语言等于

思维，但是他坚持认为语言的结构是人类心智结

构的反映，语言主要是用于表达思想，而不仅仅是

用于交际。“在一些基本方面，人类语言不能被

归入对动物交际系统所做的标准分类，也几乎没

有理由去推测人类语言由这些系统进化而来，或

者认为应该把它看成具有交际的‘主要功能’”
( Chomsky 2000: F13 )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语言

比动物语言更抽象、更复杂: 人类可以不受时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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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谈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和想象中的

任何事情。笛卡尔说，我们用语言怀疑、理解、确

认、否认、表达意愿、感知世界( 笛卡尔 2009: 29) 。
英语学习给中国学生提供另一个思维框架和概念

框架，让他们用它同汉语赋予的一套概念相对比、
对照、碰撞，通过怀疑、理解、再认识实现思想创

新，创造出更丰富的心智和情感世界。
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

语言的日常使用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即人们使

用语言提供的有限语法手段，能生成无限个合乎

语法和情景的句子，用来表达个人语言经历中从

来没有表达过的新思想。在乔姆斯基看来，这种

创造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是构成“人

的本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同上 2005: 4 ) 。
第二是语言的创造性还涉及“意识的创造性表

达”。利科指出，“语言中意义的创造来自对新表

达方式的创造，它是专属于人的创造，用来表达语

言提供的客观范式和编码”( Ｒicoeur 2000: 341 ) 。
也就是说，创造受制于客观的语言编码或语法规

则，但是，为了创造新的思想内容，这种限制不断

被突破。这突出地表现在语言的各种叙事功能

上，包括各类比喻和修辞的运用。
洪堡特也曾指出，语言涉及“对有限手段的

无限使用”。与乔姆斯基不同，他强调的不是生

成无 限 个 句 子 的“语 法 手 段”( grammatical
means) ，而是“语言手段”( linguistic means) ，即语

言提供有限的手段，却让使用者能生成无限种自

由表达的思想。他认为，“语言的形成过程本身

就需要自由，因为正是通过用语言把事物自由地

联系在一起，我们心中的概念才得以表达”( Un-
derhill 2009: 85) 。密尔在《论自由》中直接引用

洪堡特，并充分论述“首创性”( originality) 对社会

发展的必要性。他指出，“人类并非是万无一失

的; 他们的真理大部分都只是半真理; 意见的一致

是不可取的，除非是在经过与反面意见最彻底、最
自由的比较之后而产生的一致; 人类现在还不具

备认识真理各个方面的能力，在他们获得这种能

力之前，意见的多样化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善”
( Mill 2003: 121 － 122) 。

以上分析可知，语言自身似乎是人类的一种

悖论。一方面，我们似乎身处一个语言陷阱，它把

思想的表达和理解限制在某种语言结构内; 另一

方面，语言又是突破这种限制的重要手段，它的内

在机制使人能创造出各种新的思想和文化内容

( Spender 2000: 146 ) 。语言通过创造新词、从其

他语言中借用新词、赋予旧词新的含义，通过各种

比喻和修辞手段，通过对概念的重组，通过创造新

的语境，产生或再生出新的意义。
从语言的这种二重性来看，学习外语更可能

成为突破母语对思想限制的重要手段。英语教师

应该改革授课方式，把英语课程视为培育“意见

的多样化”的有效途径，帮助中国学生突破母语

对其思想设定的限制，让他们在各自的学术和工

作领域里多角度地认识和检验真理，实现思想的

创新。

5 外语学习和汉语学习相互促进

现当代汉语研究一直在系统地借鉴西方语言

研究的成果。同样，从英语学习的角度来看，有关

英语语言的知识也对学生深入认识汉语的结构特

点起着巨大的反馈作用。而英、汉语水平的共同

提高可以大大地丰富学生的思想表现力。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告诉我们，在看似

差异很大的表面之下，所有语言中存在一些与生

俱来的普遍原则。例如，汉语和英语中都有定语，

它们只是在定语与被修饰名词的结构方式上存在

差别。英语的定语既可以放在名词前，也可以放

在其后; 而且，当多个定语同时作前置修饰语时，

它们要按照严格的逻辑关系排列，一般来说，最能

决定被修饰词性质的定语应该放在距离它最近的

位置。因为汉语没有关系代词和分词等形式上的

标识，定语一般要放在被修饰词的前面，而且它们

的排列顺序同英语也存在差别。这种对比学习可

以使学生增强对语言中的词序和深层语义逻辑的

意识。
具有英语学习经验的学生经常在汉语写作中

使用一些“英式汉语”句式。虽然这被认为是汉

语基本功“不够扎实”的表现，但是这种现象的存

在能够说明，学生们正在有意识地使用他们从英

语中学会的语言知识，来尝试“规范”自己的汉语

表达。另一方面，二语习得理论也证明，随着学习

者英语水平的提高，“汉式英语”和“英式汉语”现

象会逐渐消失，进而实现英、汉语言表达能力的双

重提高。
美国学者对双语教育的研究表明: ( 1 ) 在双

语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双语学习能促进认知能

力的发展; ( 2 ) 高水平的语言能力需要在两种语

言上培养交际技能和学术语言技能; ( 3 ) 某些技

能———特别是认知技能、学术技能和与知识素养

相关的技能( literacy-related skills) ，能从一种语言

迁移 到 另 一 种 语 言 ( Lindholm-Leary 2001: 56 －
57) 。韩礼德提到，literacy 一词现在一般不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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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统的纯粹语言学概念”———即指读与写的

能力，而是指在各种学科知识上的“素养”。但是

他同时强调，即使涉及更高的知识层次，我们也不

要忘记: 任何学科的知识和读写活动都离不开语

言，它们的意思和意义都借助语言这个媒介建构

( Halliday 2007: 98) 。
必须承认，学习外语究竟对母语学习起到促

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目前，支持两种结论的证据都存在。例如，认为有

负面影响的学者认为，句法的超负荷使说话者的

语流变得不流畅，因为他们不得不在更多语法结

构中做出选择。另外，双语使用者更频繁地使用

语码转换，这一方面影响他们在母语中努力寻找

更精确词语，另一方面会引起听话者的不快。叶

斯柏森也曾指出，双语者“几乎不可能完美掌握

其中任何一门语言，但如果他仅限于学习一种语

言这是可能的。表面上，他说话似乎像本族人一

样，但是 他 不 能 真 正 掌 握 那 种 语 言 的 细 微 处”
( Jespersen 1922: 148) 。

但是，这些研究有各自的局限性。新研究发

现，外语学习者起初在两种语言上的混淆，不会影

响其后的语言发展 ( Fromkin et al． 2007: 343 ) 。
事实上，双语使用者在心智和认知上具有更大的

灵活性，因为他们同时拥有两套符号系统; 他们更

善于发散性思维，因为他们有两个语义框架供其

驰骋。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更强的语言意识，这

包括更强的语音、语法和语义意识 ( Bauer et al．
2006: 210 － 211) 。由于存在上述 3 个优势，学习

第二语言可以大大地丰富学习者的心智表达能力

( Kroll，de Groot 2010: 414) 。第二语言学习对母

语的影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证明。但是，

把学生汉语水平不足的责任盲目地推给英语学习

既不公平也不科学。我们认为，英语和汉语的对

比学习最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意识和心智以

及表达能力。

6 结合人文内涵开展英语教学

我们认为，在培养学生交际技能的同时，英语

教育更应该开拓其心智能力、提高其人文素养、培
养其语言意识、开阔其世界观、丰富其精神内涵。
为此，英语教师须要尝试改变教学思想和革新教

学方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都明确提出知识教育与人

文素养教育并举的要求，但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

语法知识和语言技能仍然主宰着课堂教学和大大

小小的考试与作业。“《课标》中人文性提法空泛

而笼统，缺乏明确的评价指标。”( 龚亚夫 2012:

28) 各种教材也在追求“时效性”的同时，淡化经

典人文内容。
在网络等新媒体的催生下，英语教师也被鼓

励采用“新教学模式”: 转换教师角色，开展计算

机和网络辅助教学，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实施小班授课，开展听说为主的教学形式，建立多

样化的评估体系，但这些措施在具体实施中往往

遇到一些困难( 王守仁 2008: 81 － 85 ) ，没有带给

学生更高的满意度。部分学者把英语教育的“费

时低效”归咎于教学大纲的不科学、教学内容的陈

旧、应试教育的影响等因素 ( 井升华 2012: 64 －
70) 。但是，在笔者看来，好的英语教育不仅应该

能提高学生的交际技能，而且能全面体现英语教

育的人文价值，而且后者是提高学生学习动机的

重要手段。教师应该在以下各个层面真正实现教

学思想的转变和教学方法的革新。
从教育哲学上来看，英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

促进学生的心智发展，而不仅仅是产出大纲规定

的语言结果和技能。教育家 Moore 把教育哲学分

作两个传统，一是机械主义的传统，另一个是有机

理论( Moore 2010 ) 。前者包括英国哲学家霍布

斯、洛克和密尔、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最典型的

是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教育理论，他们把人看

成一台机器，一块“白板”，关心的是有效的输入

方式和输出预期的外在结果。后者如德国教育家

福禄培尔和法国哲学家卢梭，以美国教育家杜威

的教育理论为代表，他们把受教育者看作不断成

长的自然机体，其内部包含一种动态的心理机制，

促使他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时刻处于身心的发展

过程中。笔者认为，有效的英语教育必须是这两

个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既要培养语言能力和技能，

又能丰富学生的心智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学生

人文素质的综合发展。
从教育心理学来看，尤其对外语教学环境来

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至关重要。在谈

到动机与兴趣的关系时，Keller 指出，兴趣是影响

动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它能唤起并保持学习者的

好奇心( Ellis 1999: 515) 。笔者认为，只有激发内

在动机( intrinsic motivation) ，使学习内容和过程

变得有趣，才是长期保持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
这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参与“以内容为基础的、与

其兴趣相关的学习活动，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

意义和学习目的上，而不是动词、介词”等( Arnold
2000: 15) 。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证明，只有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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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育深化学生对语言的认识、启迪其思想、提高

其心智能力、开阔其人文视野时，其内在学习动机

才能被真正激发起来。
从教学内容上来看，课文本身的材料只是开

展教学的基础，激发学生兴趣的关键是教师如何

围绕这一材料组织课堂教学。乔姆斯基说，“教

学中 99% 的任务是让学生对学习材料发生兴趣”
( Chomsky 1988: 181) 。在谈到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的改革时，胡文仲和孙有中指出，英语专业学生应

该接受更广泛的人文教育内容，因为“用英文讲

授的知识性、人文性课程更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和求知欲，使他们有可能在运用英语作为

工具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英文水

平”( 胡文仲 孙有中 2006: 246) 。其实，不仅是英

语专业，非英语专业的教学也应该结合课文，涵盖

更丰富的人文知识内容，而且这种教育方式要从

中小学开始。英语教师在本科、研究生或博士生

学习阶段系统地掌握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知

识，并具备批评性思维能力。他们有能力使用课

文中的关键词语和重点语法结构，有效地表达和讲

解与相关的人文知识内容，从而使学生达到“在获

取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英语水平”。
从教学法层面来看，提倡教学中注入人文知

识内容，并不是说老师不用讲授语法知识，关键是

如何教。教师不能机械地讲解语法，通过例句来

演示其用法，而应该透析语言中蕴含的人文视角。
例如，在讲解 be similar to 和 be different from 时，

老师经常告诉学生说: 形容词与介词的搭配是

“惯用法”，是“约定俗成”的固定搭配。这种解释

对提高学生的语感几乎无用。教师应该引导学生

透析这些搭配蕴含的文化和人文视角，即在英文

中，表示“远离”或“分离”用介词 from，而表示“接

近”用介词 to． 同理，表示“类似”或“相同”属于

“接近”的范畴，而表示“不同”或“差异”属于“远

离”的范畴。因此，表示“远离”和“差异”的名词和

形容词倾向于与 from 搭配使用，比如 far，distant，
different，distinct，distance，deviation，divergence
等; 而表示“接近”和“类似”的名词和形容词则倾

向于与 to 搭 配 使 用，比 如 close，near，similar，
identical，akin，analogous，comparable，approach，

resemblance，proximity 等，甚 至 表 示“等 于”的

equal，equivalent 也是如此。
对语言做出更高层次的系统概括，揭示出语

言的深层语义关系，能大大地提升学生的英语语

感。它同时揭示出英语介词的使用反映的独特文

化视角，教给学生在词典和一般教科书上找不到

的知识，帮助学生领悟语言反映世界的方式，并真

正使学生做到举一反三，提高其学习兴趣。当然，

要掌握这样的教学方法，需要英语教师有良好的

语言知识和人文知识修养，因此课程教学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身的发展。

7 结束语
总之，英语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多掌

握一种交际手段，而且还使学生多一种思维方式，

多一种文化意识，多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多一种

语义和语法参照体系，多一种思想创新手段。国

家“十三五”规划要求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主

题，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英语课程教学的创新应该从英语教育的丰富人文

内涵入手，从更高层次上组织教学内容。用这种

教学理念和方法培养出的高素质人才，才能真正

体现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所提出的指导思想、主
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人们常说，语言是一门艺术，教学也是一门艺

术。这样，英语的教与学就是一个双重艺术创造

和艺术欣赏过程。如果我们把一门语言看作一个

“僵死的产品”，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不由自

主的流射”; 如果我们把英语的教学看作一个死

板的语言难点和技能的讲授过程，把英语的学习

看作一个死记硬背的机械学习过程，那么我们就

贬低了这一双重艺术的社会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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