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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需求观照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定位

龚 晓 斌

(江南人学外国语学院,无锡,江苏,2141”)

摘要:人学英语教学日标的定位足整个人学英语系统T程的皋础和根本。从l/J次《教学人纲》强训J阅渎的
核心地位到 《谋程要求》侣宁的听说领先的原则,皋本 卜都足从礻|∶会对十人学英语教学的主观需求出发的,
丨nj对于人学英语教学的客观需求即实际需求重视不够,由此导致

“
费时低效

”
的现象。人学英语教学的对

象和主体足学生,他们的专业 (职业取向)和兴趣要求我们史多地重视人学英语教学日标定位中的
“
个性

化
”
不Π
“
多兀化

”。归根到底,白下|nj|l的学习机制要比白卜lnj下史加有效。本文从需求分析出发尝试性
地提|丨丨J'“专业和/或兴趣主导

”
的教学日标定位,并对由此产生的人学英语谍程没罟和谋程考核、教帅队

伍的分T合作、教材血临的挑战以及V刂、六级考试等问题做r初步分析,希凵能对人学英语教学的进一步
改革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人学英语教学改革; 教学 凵标定位; 需求;个`H∶化

1、引言

从 2001年开始的中国人学英语教学改革无论在深度还是力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在

一
定意义上,与其说它是改革,还不如说它是对过去数十年人学英语教学的革命。它废除了

执行多年的全国统一的教学人纲,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但最为关键的是它对人学英语教

学口标进行了颠覆性的定位。人学英语教学日标的定位是
“
整个人学英语系统 匚稆的基础和

根本
”
(蔡基刚,⒛“:133),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重人调整臼然而然引起了多方面的大注

和争议。

2、大学英语教学需求分析

制定任何外语政策,制订任何教学人纲,定位任何教学日标,都不应离开需求分析。需

求分为社会的需求和个体的需求两个方面。

英语是全球通川语言,据DaⅥd cγstal(2OOl)统计,全世界有 57个国家以英语为第
一

语言,臼个国家以英语为第工语言,世界上超过 l/3的人不同程度地掌握了英语。英语在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信息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进入 21世纪,科学技术的

发展日新月异,庞人的地球变成了村庄,作为一门国际语言,英语成了
“
地球村

”
居L心的

“
身

份证
”
。中国要掌握i盱界先进的科学技术,迎头赶上内方发达国家,真止融入全球化体系,

米本文为江南人学汪苏省精品课程 “人学英语
”
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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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解决国11的英语语言能力问题。囚此,英语教学
“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教学问题,而

且已直接影响到我国科技、经济的发展,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质甘的提高
”
(岑建君,1998:

l⒉13)。在这个层面上,对于英语学习的需求是社会性的。作为个体,也就是广义上的英语

学生,对丁社会的英语需求必然会做出
“
潜意识

”
积极的反应,学习英语的

“
潜意识

”
欲望

也会增加,这就是个体的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T,̄社会需求义可分为主观需求和客观需求两个方面 (Brown,1995)。
“
前

者是社会用人单位对人学毕业生的英语能力的需要,后者是指人学生毕业后所要从事的I作

对英语能力的需要,一个足宏观需求,一个是微观需求
”
(蔡基刚,⒛“:6)。用另外一种

工分法,主观需求足理想需求,客观需求是实际需求。这里,我们不妨川
一个简单的图表来

表示英语学习的需求。

表⒈英语学习需求简表

3、主观需求观照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目标定位

迄今为丨卜,所有的人学英语教学目标的确立都是根据社会需求中的主观需求变化而变化

阅读为核心的教学目标

人学英语教学改革前的数十年,特别是工十世纪九十年代前,由T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苴

接交流较少,听说的需求很少,冈此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主要是培养非英语专业学生用丁理

解外文文献资料的阅读能力。

的确如此,注重阅读是人学英语教学改革之前历次教学人纲的主旋律。我国丁 l%2年

公布的第
一
份人学英语教学人纲提出的唯

一教学日标就是
“
为学生今后阅读本专业英语书刊

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
”
。1980年教学人纲仍然强调了唯

一的教学要求,即阅读:“基础英

语教学阶段:为学生阅读英语科技 |)刊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专业阅读教学阶段:使宁生

具备比较顺利地阅读有关专业的英语书刊的能力。
”
1985年和 1986年分别颁布了 《人学英

语教学人纲 (理△科用)》和 《人学英语教学人纲 (文理科用),两份人纲都确立了阅读在听、

的
°

 
3
·.

主观需求 (理想需求)

社会需求

客观需求 (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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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读、写、泽币项技能中的核心地位,例如前者提出
“
人学英语教学的日的是培养学生具

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和译的能力,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使学生能以英语为I具,

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并为进
一
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较好的基础

”
,后者规定

“
人学英语

的教学日的是使学生通过工年基础阶段的学习,从而具有较强的阅渎能力、基本的听的能力、

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
”19∞年修订的人纲延续了阅读领先的原则:“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

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渎能力和
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交流信息。

”

尽管这个人纲增加了
“
用英语交流信启、

”
这一条,但仍然把阅读能力放在首耍位置上。

3.2听说领先的教学目标

进入工十
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 WTO、中奥、中溥成功笱,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对

T英语听说能力的需求越来越多。具各英语听说能力的人才供不应求开始让社会关注人学英

语教学中的
“
费时低效

”
现象。教育部高教司司K张尧学指出:“在我国人学生的阅读能力

有所提高的同时,许多学生听力和口语能力提高不人,听不懂、说不出,即人们常说
‘
聋子

英语
’、
‘
哑巴英语

’
的现象随之产生

”
(2OO⒉4)。为此,教育部开始对原先的 《教学人纲》

进行改革,T⒛⒄ 年颁布了 《人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试行)》。经过二年的试行,教育部

细织有关专家,根据人学英语教学改革日标要求,结合人学英语教学改革实践,对《人学英

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丁⒛07年7月止式颁发 《人学英语课稆教学

要求》。尽管在细节表述方面与试行版有些变动,但是在人学英语教学日标的定位方面原则

一致: “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川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 卜作和社会

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白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

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
这一原则确立了培养人学生英语综合应川能力,特别是听

说能力的法律地位。

4、客观需求观照下大学英语教学 目标的定位

历次 《教学人纲》与 《课程要求》的制订与修订,基本上都是以社会需求或国家需求中

的主观需求 (理想需求)为价值取向的,而对T与主观需求成工元对立的客观需求似乎总是

夫注不够。我们迫求理想化的结呆无可厚非,但是理想化如呆走向片面,将成为空中楼阁,

理想最终会变成空想,毕竞我们是在中国的人环境下谈论大学英语教学。

4.1客观需求的不足

中国人学英语教学之所以出现
“
费时低效

”
的现象,原冈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

冈是社会的实际需求不人。茗名学者潘文国教授指出:“中国呢,丫个世纪来已有 4亿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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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英语,而据专家估计,学了能多少派上川处的人约只丨
l∫5%”(2008:89)。蔡基刚的判断

更加不容乐观:“中国社会对丁英语的需求,除了学校里、课堂上,以及涉外单位,需求是

很小的。也就足说,尽管中国有2亿左右的学生
⋯但是在他们今后的 l∶作和研究中,需要使

川英语的即使是⒛0万,也只有 1%”(2006:31-32)。中国对英语的社会实际需求比较小,

颜治强 (2002)认为主要有二个原囚:一,中国国内市场巨人,生产原料和产品市场主要在

国内。尽管对外贸易发展很快,但是直接从莩贸易活动的毕竞只足少数人。工、中国领十纵

深很人,人L1没有经常跨国采购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和可能性。二、中国人口太多,其它

国家不愿对我们敞开劳动力市场和居住地,至于出国留学、定居和就业只是
一小部分人的莩。

颜治强 (⒛02)还认为即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国家对丁英语的实际需求也是很小的。

前面讲过,社会对丁英语的需求,主要是主观需求,刺激和带动了人学生宁习英语的个

体需求。但这种需求仅仅是
“
潸意识

”
的 (可以川 卜面图表中主观需求和个体需求之间的迕

接虚线来表示)。

表⒉ 英语学习的社会主观需求与个体需求之间的潜意识特征

〓 〓 砷I

lIl

丨:I

l:l

lll

丨■I

l■I

l■I

当社会的实际需求很小时,学生学习英语的

率就会下降,甚至消失。

表⒊ 英语学习的社会客观需求对个体需求的影响

学习的动力和效

4.2阅读Vs听说:各取所需

针对客观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不断有呼声要求制丨卜
“
英语热

”
,“停丨卜强制全1心英语教

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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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对国L(教育经费的巨大浪费,停丨卜不重时效的英语教学对青年学子青舂和财力的空耗
”
(潘

文国,⒛o8:89)。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在中国对T英语客

观需求比较小的前提下,人宁英语教学如何处理阅渎领先和听说领先的原则,以避免更人程

度的浪费。

上述颜治强 (⒛∞)关于中国对T英语需求很小的第工、第二个原因冈为主要牵涉到个

人,与国家层面对T英语的需求没有太大关系,可以暂搁一旁。而第一个原冈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确需要具有综合应川能力的英语人才。如呆一个人的听、说、

读、写、译综合能力全面发展,那是白然最完关的结呆。但是再细分一下,到底是对阅渎能

力的人才需求多还是听说能力的人才需求多?恐怕这不能靠拍脑袋,凭感觉办事。
“
语言政

策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杏才能颁布,不能由少数人主观地说了算
”
(赵世开,⒛V:14)。

对T阅渎和听说能力的人才需求关键取决1·人学生的就业领域。根据颜治强 (⒛o2)的

研究,如呆员 Γ在涉外企业 「作,对丁英语的需求是不同的:“↑间依革英语最少。它们有

的不需要,有的只要求当班 |I程师能够看英文说明书。研究和计划部门需要一定数蚩的熟读

英语资料的员 匚,但是对听和说的需求有限。只有公司机关和销售部需要一些英语四会的

人。
”
涉外旅游、饭店、电信、银行等领域需要更多的听说人才,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在

π早级涉外饭店,前台接待、预订部、餐厅、酒吧等部门对丁听说的要求比较多,而在I程

部 匚作的员 Γ则有更多的阅渎需求。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对阅读能力要求和听说能力要求的

比例做一清晰界定,冈为需耍进行的调脊涉及的面太大太广,地Ⅸ 并异、行业并异叉很人。

但不管怎么说,阅渎和听说有着各白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在。3客观需求观照下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定位

以前的 《教学人纲》是人学英语教学的
“
宪法

”
,大学英语教学日标的定位以阅渎为主。

现颁布的 《人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要求
“
鉴T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学资源、学生入学水平以

及所面临的社会需求等不尽相同,各高等学校应参照 《课程要求》,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

制订科学、系统、个性化的人学英语教学人纲,指导本校的人学英语教学
”
,似乎灵活了好

多,但实际上仍然
“
人纲性

”
地指明了大学英语的教学日标

“
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川能力,

特别是听说能力
”
。这就给各地、各高校在具体实施 《课程要求》时设了一个先决条件:必

须以听说能力为主。这里的
“
个性化

”
是针对

“
各地区

”
、 “各高校

”
个体情况而言的:办

学定位、类型和人才培养日标,贝体建议是人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可以分为二个层次,即

一
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在二个层次的要求中,听说能力都是居上导地位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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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表表示了 《教学人纲》和|

表⒋ 《教学大纲》和 《课程要求》

《课程要求》对丁学生个体需求的强制性和排它性。

的强制性和排它性

不管是以培养阅渎能力为核心的 《教学人纲》还是注重听说能力的 《课程要求》,都只

关注到了社会的主观需求,而忽视了社会的实际需求,忽视了社会实际需求中的语言能力细

分要求。不管教学日标的中心足什么,人学英语教学基本丨丨l据了本科生总学分的 10%,而且

不论地区、高校、专业,大学英语课听、说、读、写、泽全部要上。我们前面说过,人学生

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是
一
个理想,但是止如张尧学所说: “英语的

‘
听、说、渎、写、译

’

五种能力,如呆全面铺开,要求在人学里全部都学得很精⋯除非他是大才、奇才,否则,是

难以达到的
”
(200⒏4)。此外,五种能力的全面提高,也需要充足的国家教育资源。而目前

我国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中国教育投入J∫GDP的比重一直在 3%左右,教育经费的缺口很

人。因此,对有限的教育资源要尽可能避免损耗和浪费。既要对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不同

需要不同对待,更要考虑经济成本代价,考虑人学生学以致用的经济原则。此外,社会对T

英语五项技能的需要越来越早专业化趋势,没有必要规定所有的宁生必须以阅渎或听说为

主。如地质专业或农学专业的学土 (如呆所学专业就是今后职业的话)将来主要是阅读外文

文献,冈此阅渎能力要强一些,而旅游、国贸专业的学生听说能力就要强一些。囚此既不能

对不同地区、不同高校进行
“
人纲性

”
的要求,也不能对同一地区、同一高校内的学生进行

“一
刀切

”
的要求。除了可以根据专业进行相对要求外,还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加以区别。

我们知道, “兴趣是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
”
(龚晓斌,2Oo⒎48)。宁生要学,而不是要学生

学。例如,有的学生就足不愿意开口讲英语,但他对阅读很感兴趣,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他

多上点阅渎课?也有些学生对口语情有独钟,那为什么不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口语练习的机

会?充分考虑到专业和兴趣的结合,才是真止的囚材施教,才是真止彻底的
“
人性化

”
教学。

听说+其它

阅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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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⒌ 专业和/或兴趣主导的教学目标定位

注:为了表述方便,这里我们只以听说和阅读区分为例,并不是排除写和译的参与。

5、客观需求观照下大学英语教学 目标定位后的问题和对策

按照上面的
“
专业和/或兴趣

”
主导的人学英语教学日标定位 (卜面简称为

“
新定位

”
),

必然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内部操作问题和外部体系问题。

5.1内部操作问题

“
新定位

”
后的人学英语教学模式要想得到实施并达到理想的效呆,必须在学校内部进

行多方面的改革尝试,需要得到教务部门、外国语学院/人外教学部及广人人学英语教师的

支持和配合。

5.1,l课稆设置及课程考核

现有的课程设置要求学生必须同时参加听、说、渎、写、泽各门课程学习,而
“
新定位

”

下的课稆设置将分 l∶具体化,将听、说、渎、写、译相对独立开来,学生根据白己专业的需

要和臼己的兴趣,或者缺什么补什么,或者进行营养性学习,也就是在某些英语技能上追求

卓越。当然,学生的专业和兴趣不总是一致,这时我们在积极的引导之外,要充分尊重学生

的学习兴趣,强拗的瓜不甜。学生学习的动机明确,动力增强,学习的效呆白然而然会提高。

学生该课程的学分与原来一样,只不过将学分相对集中到某些技能课程上。只要达到规定的

学分,并通过所参加课程的考试,就可视作完成大学英语的学习。

5.l。2教师队伍的分 匚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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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定位

”
卜的人学英语教学组织将放弃原先的以年级为单位的系部或教研室编制,代

之以听、说、读、写、泽分开的
“
俱乐部制

”
教学单位。教师将根据臼己的特K,寻找归位。

如A教师特别擅K口语教学,那他可以加入口语教学
“
俱乐部

”
。如 B教师既擅K写作叉擅

K翻译,那他也可以加入两个教学
“
俱乐部

”
。止如张尧学所说的那样,学生不可能英语五

项技能全部学得很精通,“除非是他是大才、奇才
”
(200⒏4)。这同样适川T我们的人学英

语教师。
“
新定位

”
卜
·
的人学英语教学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长处,扬K避短,将臼己最擅K

的一面展示给学生。同时,教师可以避免战线过κ,在听、说、渎、写、译之间疲T奔命,

而可以集中精力在某些模块教学上。这种安排还有一个好处,以教学促科研,教师在一、两

个模块领域精雕细琢,必然会有深入的思考,而这止是科研的前提和基础。教学带动科研,

科研反哺教学,是人学英语教师最为理想的职业规划路径。

5.2外部体系问题

学校内部的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囚为它只是学校内部的微观操作。但是人学英语教学是

一
个庞人的体系,在现有的机制下教学日标定位的改革必然涉及到某些利益和思维定势问

题。

5.2。l教材问题

日前的人学英语教材,不管足哪家出版社,一套至少有四到币本教材,如综合教程、听

说、泛读、快速阅读,学生通通吃进。如呆实行分技能模块教学的话,学生使用教材的数蚩

必然会急剧 卜降,出版社的码洋会人幅缩水。实际上,在很多高校实行分级教学以及部分高

校取消人学英语基础教学的环境下,大学英语教材的出版商已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那么,它们是否愿意经受来白人学英语教学日标
“
新定位

”
后带来的义一轮冲击呢?!

5.2.2四、六级考试

这里我们不讨论人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作川及负面影响,我们关注的是考试内容的改

革和考试方法的改革。新的人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内容的改革方向足
“
以《要求》提出的

‘
听

说为主、全面提高
”
(张尧学,⒛08:5)。听力足

“
纲
”
,说、渎、写、译足

“
日
”
。刀阝么人

学英语教学日标的
“
新定位

”
显然是与四、六级考试的内容不相吻合的。那么是考试优先还

是教学日标优先?在没有计算机等技术手段支撑的前提下,这无疑是双方的决斗,是要考验

人学英语教学行政主管部门的智慧的。但足,如呆技术到位而且计算机机考可以杵及,那么

就会出现
“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义一村

”
的局面。听为

“
纲
”
、纲举日张可以是一种

形式,但不应足唯一的形式,我们应该还有说、读、写、译分别为
“
纲
“
的形式,毕竞机 (网)

考模仿托福考试,有人型题库,分模块考试的技术问题已迎刃而解,唯一需要的就是人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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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
“
人破人立

”
的勇气和决断力。

6、结束语

人学英语教学改革不仅代表了国家的利益,代表了教师的利益,更是从根本上代表了广

人学生的利益。止如张尧学指出的那样:“改革是一种责任!改革是对国家和1咕族的贡任,

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
(2oo⒏7)。人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难题,但是

“
我

们的教务管理部门和主管公共外语教学的领导、教师
”
要
“
为了学生的利益,舍得眼前的蝇

头小利,多思考,多lJ,c调,多想问题,寻找解诀方法
”
(,Κ尧学,⒛08:7),进一步推进人

学英语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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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需求观照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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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c problcms rclatcd including coursc rcstructuring and appraisal。
 coursc distribution among tcach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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