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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英语公共外语课教学常用的教学模 

式为语言的教学。对此教学模式，不少专家和教师 

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公共外语课应“加强语篇教学 
⋯ ⋯

。 语篇教学势在必行。”⋯笔者以为，大学英语 

课堂教学中一味重视语言点不足取 ，而抛开语言点 

单纯地强调语篇教学也是不正确的。公共外语课堂 

中的语言点教学与语篇教学这两种教学模式并不矛 

盾，应该在对立中求统一，使二者可产生良性互动。 
一

、语言点教学——常见的教学模式 

从概念上看，所谓公共外语课堂课文教学中单 

纯的语言点的教学模式是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对课 

文中的英语单词及短语的学习上，注重句子甚至仅 

仅是词语的理解，“说明一个个基本概念的含义，通 

过运用比较，说明不同概念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 ⋯ ”【2 在此种教学模式中，教师常常在课堂中唱主 

角，学生则处于静态。在我国目前的普通高校为了 

让学生顺利通过等级考试 ，教学中以教词教句为 

主。笔者对重庆非重点普通高校中的5所共 l0班 

的大学英语学生进行了抽查。发现近五成学生成绩 

较好(他们的英语基础知识掌握牢固，也有一定的词 

汇量)；但也有近五成的学生成绩较差(词汇量不够， 

英语语法知识欠佳)。笔者发现 ，后一类学生在中学 

时英语学习就不好 ，而中学时的英语学习恰恰是基 

础。因此，对于那些基础差、底子薄、成绩不理想的 

学生，有关教师首先还是应该让他们学好词、旬等语 

言点。所以，公共外语教师的教学一方面应根据“学 

生学习专业知识的需要”，设计课程，“另一方面又要 

照顾到学生原有基础知识水平⋯⋯。-(23教师教学模 

式的确定要看对象，要因材施教。因此，语言点教学 

迄今仍是诸多普通高校公共外语课堂中课文学习的 
一 种常见教学模式。 

二、语篇教学——值得推广的一种教学模式 

根据新大纲，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 

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 

使他们能用英语交流思想。”【3 怎样才能让他们用英 

语交流思想呢?语篇教学就是一种能够提高学生的 

阅读理解能力的教学模式 ，也是一种有利于学生交流 

思想的模式。教师应让学生了解一些和课文有关的 

英美文学知识及有关英语语言国家的背景知识，这有 

助于学生领会、理解课文，激发他们学习课文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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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语篇教学的课堂中只起一个指导与总结的作 

用，按照该种教学模式，教师应使学生掌握一些阅读 

技巧，督促其预习课文，借助工具书了解课文主题内 

容及相关语言点，试着总结文章的段落大意等。教师 

在课堂中则多以听力与阅读为主，展开各种语言交际 

活动，用不同形式检查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这样的课文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中处于动态中，便 

于培养学生自身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语言能力，提 

高学生对英语的应用能力。所以，语篇教学是目前高 

校值得推广的一种较新的教学模式。 

三、语言点教学与语篇教学的有机结合 

笔者以为，公共外语课教学不妨试一试语言点 

教学 +语篇教学的教学模式。实践证明，该模式确 

实值得探索。 

语言点教学+语篇教学这一模式在实际运用中可 

以分解为不同的子模式，如：1．侧重于知识传授的教学 

模式；2．侧重于发展思维能力的教学模式；3．侧重于适 

应学生个体差异的教学模式。将这三种模式引入公外 

课堂课文学习的语言点教学与语篇教学中，通过语篇 

学习点，又通过语言点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 

为了让读者对语言点教学 +语篇教学这一教学 

模式有一粗浅的了解，特以《实用英语》教材第一册 

中的一篇课文(Text B The First American Music)为例， 

谈谈 自己是如何用这一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的。 

因为本课涉及的是美国的音乐，课前利用多媒 

体设施制作了部分相关课件，遴选出几首具有代表 

性的美国乐曲，其中融进有关歌伦布及其它有关美 

国历史的情景。同时，自己将课文中的相关语言点 

也一并输入电脑并以红色标示。下面以课文的第一 

和第二自然段为例谈谈教学方法及步骤： 

1．学习课文前的提 问，把学生的思路引入课文 

内容，以提高他们对课文学习的兴趣。a)Do you like 

music? at music do you personally prefr? b)Are you 

interested in American music?C)Can you tell the differ． 

el'ice between folk music and pop music?d)WImt does 

the first Am erican music mean?e)Is music very impor． 

rant in OUr lives?教师在学生回答完问题以后 ，把话 

题引入课文主题 ，介绍课文背景知识，即美国历史与 

音乐的联系，及音乐给美国带来的其它利益。 

2．学生听课文的录音，听音时注意 自己的语音 

语调及所听内容的大意。 

3．请学生口头给出这两段的段落大意。此时，教 

师可鼓励学生们踊跃发言，必要时给予指点，如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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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些怎样找topic sentence的技巧。(这种教学手段对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也有所帮助)教师待学生们发言 

完后，司不失时机地表扬发言的同学，并指出他们发言 

还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教师可顺势总结这两 

段的大意：Information about An~rican music(美国音乐的 

起源)，人和音乐的交融产生了美国音乐。 

4．鼓励学生提问，即提 出语篇中学过的和不懂 

的语言点，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他们在课堂 

上勤思考，能提出问题。教师课前要吃透课文。为 

学生讲解语言点时，举出的实例必须紧扣课文内容。 

这就产生了我们所谈及的语篇中的语言点与语言点 

中的语篇教学。 

教师对学生提出的语言点及不懂的句子进行解 

释。以remind⋯0f为例。教师在解答学生的问题时 

可运用发散思维法 ，如让学生观察动词 remind的构 

成，然后将其书于黑板上，即“re+z曲ld vt．”，并让学生 

想一想以前所学过的和它相类似的单词，用新语言点 

复习旧知识。学生或许会举出以下例句：学生 A：(re． 

make)Do you want to remake the model plane?学生 B： 

(remember)I can remember the first American music after 

teading the text．学生 C：(reUve)Wiu you please relive the 

school days?教师讲解该语言点时可先用简单的英语 

解释此语言点，如：remind sb．of／that：cause sb．to thjnk 

(of)／remember s山(可把此版书在黑板上)然后给出其 

中文含义：“使某人／提醒)想起某人／某事”之后，教师 

不妨可用相关的英语解释替换课文中的语言点：如： 

(原句)Some songs remind US of OI21"childhood or y伽山_ 

Some songs Catlse us to remember or childhood or youth在 

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启发学生利用此语言点造句， 

要求其所造例句须与课文内容有关。如： e song I 

heard last night reminded ITle of the first American music 

等等。以上实例表明，课堂教学中既可重词、句等语 

言点的教学，同时也有语篇方面的考虑。这样二合 
一

，当能兼顾不同基础学习的需求，课堂教学方式也 

更丰富，应该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当然，笔者所探索 

可能还比较肤浅，就权作抛砖引玉吧。 

[参 考 文 献] 

[1] 范新明 ．大学英语教学中英语能力的培养[J]．高等建筑教育． 

2001，(3)：32—35． 

[2] 汪馥郁 ，教学方法论旱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20—21． 

(3] 汪刘生．教学论(M]．安徽：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84—185 

[责任编辑 ：周虹冰]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