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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２０１１年是《外语教育》创刊的第１１个年头。在第二个１０年来临之际，《外语
教育》站在了新的起点。

２０１１年６月，《外语教育》获得了湖北省版权局颁发的湖北省内部刊物准印
证。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外语教育》季刊诞生了！

我们要感谢《外语教育》作者的厚爱，感谢《外语教育》读者的陪伴，感谢各级
领导对《外语教育》的关心和鼓励！

《外语教育》（２０１１年年刊）设置了“外语教育研究”、“语言学研究”、“翻译研
究”、“文化与文学研究”、“书评”五个栏目，共收录稿件２７篇。“外语教育研究”栏
目共编发了１０篇论文，内容涉及外语教育传统、教学体系构建、课堂话语分析、写
作和听力研究等。“语言学研究”共编发了６篇论文，内容涉及衔接语、隐喻、语义
韵等内容。“翻译研究”也编发了６篇论文，内容涉及口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等。
“文化与文学研究”和“书评”两个栏目共编发了５篇论文和书评。

今后我们还将根据稿件主题，设置其他专栏。同时，我们也欢迎学界同仁与
《外语教育》编辑部联系，根据您的研究兴趣和研究主题，与我们共同组织优秀稿
件和专栏。

站在新的起点，《外语教育》编辑部陆续推出了一些举措，以进一步提高《外语
教育》的质量。编辑部同仁深知办好一份学术性刊物的不易，也深知作为编辑所
肩负的学术责任。我们坚信，通过我们与作者、读者的共同努力，《外语教育》也将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外语教育》编辑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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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高校外语教育传统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　唐洁仪　何安平

摘要：本文通过口头和笔头两种访谈方式调查了华南地区高校９位退休外语资深教授的
求学和教学经历，从中梳理出华南地区外语教学的优秀传统，并对现今中国的高校外语教育进
行反思。

关键词：语言技能；人文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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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教育发端于外语教育。自１９世纪末开始，外语这门学科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
育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且相当特殊的地位（李良佑，刘犁，１９８８）。尽管中国的外语教学迄今
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但“当下，中国出现了一个‘全民学外语’，却又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学的
热烈而又迷茫的时代”（黄源深，２００８）。因此，研究外语教育的优秀传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然而，纵观海内外关于教育史料的著作和文献，国内外对外语教育的研究多着眼于全国范围内
的宏观研究，专门论及大学外语专业发展的屈指可数，结合地域文化背景，从大学外语专业教
师的求学和从教的经历来研究外语教育发展的更是少之又少。本文研究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
南地区的高校外语专业教学的传统，期待能在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框架中寻找共性的内容，又
能在区域特点方面形成对我国华南地区外语教育传统的总结，为我国外语专业新一轮的教育
改革提供契机。

１．研究华南地区高等学校的外语教育传统的意义

华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外语教育发源地之一，其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下简称“广
外”）、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和华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师”）在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都起着深刻的社会作用，为我国的外交、外贸、国际新
闻、外语师范教育等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外语人才和外语教师，并在外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
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回顾历史，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广东的中大成为全国剩下的８个
英语教学点之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我国开始注重外语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广外、中大外语
学院和华师的外文学院分别成为全国２２所可以招收研究生的外语院系之一；其中，中山大学

＊ 基金项目：２００９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课题）“华南地区外语教育传统与人
才培养实证研究”（编号２００９ＪＪＤ７４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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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成为了全国首批有权授予外语专业博士学位的１３所学校之一（付克，１９８６）；该校的戴镏龄
和王宗炎两位教授成为近代华南地区外语教育界的开山力士而名扬全国。与此同时，广外在
我国外语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首先在１９７８年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应用语言学的硕士点，接着
在１９８６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应用语言学的博士点；并于１９８０年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应用语言
学与英语教学学术会议，以及在１９８５年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国际性的英语教学学术研讨会；于

１９８５年和四川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三校联合发起筹建，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正式成立
我国高等外语院校教育研究协作组。促进了多校区大学内部的文化互动，成为推动大学外语
教育全面发展的成功路径之一。华南地区的外语教学在我国外语教学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认真梳理华南地区的外语教育前辈们在多年的求学和教学实践中摸索得出的行之有
效的教学方法和理念，理解和发扬华南地区的优秀的外语教育传统，或许能为提高我国的外语
教学水平提供一点参考。

１．１　研究的对象

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华南地区外语教学的发展过程，从中挖掘和总结华
南地区的外语教育前辈在外语学习和教学中的信念和真知灼见。因此，本研究确定了９位分
别来自中大、广外和华师的退休外语教授作为研究对象。他们都出生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新
中国成立以后上大学、而且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但仍旧坚持在高校一线从事外语教学
长达数１０年，退休前都是华南地区外语教学的骨干教师。９位受访教师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　名 年　龄 退休前任教的大学及职称 曾就读的大学及专业

桂教授 ８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授、博导 中山大学；英语

李教授 ８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授、博导 北京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英语

陈教授 ７８ 中山大学；英语教授 中山大学；英语

龚教授 ７８ 中山大学；英语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英语

黎教授 ７７ 华南师范大学；英语教授 中山大学；英语

曾教授 ７６ 华南师范大学；英语教授 中山大学；英语

肖教授 ７５ 中山大学；英语教授 北京外交学院；英语

徐教授 ７４ 华南师范大学；俄语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俄语

何教授 ７３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授、博导
西安外语学院；俄语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

１．２　研究的方法和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我国华南地区具有丰富外语教学经历和教学思想的９
位资深老教师进行录音访谈，征集他们对本区外语教育传统的回忆和反思，研究这些教师从外
语学习和外语教学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和亮点。本研究旨在发扬华南地区的宝贵的外语教育传
统和教学经验，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ａ．华南地区的外语教育传统有什么特色？

ｂ．对现今中国的高校外语教育有什么启示？

·２· 外语教育（２０１１年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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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华南地区外语教育传统的特色

我国著名学者吴一安指出，“构成外语教育的基本要素是外语教师、学生、外语和教育（教
学）环境”（吴一安，２００７）。可以说，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华南地区高校外语教育的成功正是由
于这几个教育基本要素的相互融合和不断发展才构成了一种和谐的师生乐教乐学的校园氛
围。通过分析９位受访教授５０年代在大学求学和９０年代大学扩招前在大学任教的共性内
容，本文总结出华南地区外语教育传统的特色如下。

２．１　敢为人先，强调外语教学的科学性和发展性

广东历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内地联系海外的桥梁。华南地区的外语院系充分发
挥了中国南大门的优势，与时俱进，一直保持着与国际外语教育的发展接轨。相比其他区域的
外语院系，华南地区总是较快地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材。早在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的全国院系调整时期，广东就有从外省调入的以及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一批英语教授，
打破了外国文学一枝独秀的教学课程设置局面而开设了语音学、语法学和词汇学等多门语言
学科的课程，突出了外语教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到“文革”后的７０年代
末，以桂诗春为代表的华南地区一批英语教授又率先把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列入高校的学科
目录中，他们不但引进了多种外国教材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还率先推出了６部自编的语言
学系列教材（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８年，桂诗春教授倡导按科学标准建立了ＥＰＴ考试，接着
在１９８４年指导和促成了全国统一高考英语考试标准化改革，建立了 ＭＥＴ，创建了我国有史以
来第一个全国规模的标准化考试。另外，华南地区在推广交际教学法上居于国内领先地位，李
筱菊教授主编出版了国内第一套结合中国国情和教学语境的《交际英语入门教程核心课程》，
将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大学英语教学，作为当年屈指可数的几位在国际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的中国学者，她还发表了很有影响力的论文Ｉ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这一切使华南地区成为了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发源地，从此开创了华南地区外语教学界百家争
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促使广大的外语教师不断探索和研究语言与其他相关科目，如哲学、
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联系，以及学习和发扬各种外语教学流派的优点，集百家之长来促
使华南地区的外语教学蒸蒸日上。华南地区在外语教学上开放、发展和科学的定向标极大地
促进了我国外语教育的迅猛发展。

２．２　开放包容，保持文学、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相互融合

以广州为核心城市的华南地区毗邻港澳台地区，通讯便利、海陆空交通方便等得天独厚的
地域环境的优势以及广东人敢为人先、勇于进取的拼搏精神铸就了华南地区外语教育的开放
包容、求实创新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海外留学人员回归祖国，服务于高校的外语教
学事业。中大作为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全国８个英语教学点之一，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众多
海外归来为祖国服务的各类人文学科名家和学者，他们大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比较全面
的人文学科知识。他们以人文学科为纲的教学活动深深影响了几代莘莘学子的人文思想。７０
年代初广东高校开始派遣教师和学生出国进修学习，受到了外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研究气氛
的熏陶，回国投身到外语师范教育领域后，为华南地区的外语教育事业注入了博采众长、百家
争鸣的新鲜血液，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出色语言能力和工作能力的优秀毕业生。正如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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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教授们说的：
“中南地区搞一个院系调整，中大集中了中南地区很多高水平的英语老师……一

些心理学的精英、教育学的精英、人类学的精英，都来到了中大。”
“调整之后就有了语言学。也就是说慢慢开始强调基本功。其他那些大学呢，是

文学就是文学，语言学归语言学，你有没有语言基本功都是无所谓的……华南地区
呢，就是比较重视语言的基本功，这可能就跟广州等城市比较注重语言的实用性有关
系。学文学是一种修养。”

２．３　学用结合，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接受采访的９位华南地区外语教育界老前辈的外语教学经验带有普遍性，它们都凸显了
外语教学必须要遵循二语习得的规律，要注重教学理论与语言实践的紧密结合的基本理念。
他们说：

“我感到我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始终要把交际放在第一位。把培养语言的交
际能力放在第一位。离开了这个交际，学习语言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它是随着时代变迁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要素，那么文化
变了，它也会变。所以，学语言，更要天天学。”

“我们最重视两个问题：①扎实的全面基础与灵活的实际运用；②口头与笔头的
结合。”

“在外面实习都是专业实习，我们是二年级暑假就去做翻译，可以做导游了……
所有的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语言实践能力，反正一有机会就去做。生活中学到很多
东西……提起来就知道他们有今天的成绩其中刻苦努力是最重要的，机遇加努力，其
中刻苦努力更重要。”

３．对现今中国的高校外语教育的启示

华南地区高校外语教育的传统有着华南地区独有的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全国各区的外语
教育的传统的共性。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笔者有以下几点反思。

３．１　坚持外语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政策

外语教育由于自身的特性，注定它必须与国际教育接轨。华南地区外语教育的成功，在于
华南地区能够充分发挥华南毗邻港澳地区的地理优势，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在国内率先
引进外国的先进教材及教学理念，后来更是借改革开放之风，不断派遣外语教师出国访学深
造，持久不断地为华南地区的外语教育输入新思维和新理念。可以说，华南地区外语教育的成
功经验印证了外语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优越性，值得外语教育领域借鉴。

“……我认为华南地区的外语教学特色是，由于地域的优势，能较早引进国外的
先进理论和教学方法、理论。”

“我很早就使用了 Ｑｕｉｒｋ的那一套，那是１９７７年的，搞出来之后我马上就用
了……”

“……１９７８年后向世界开放，大概有几个贡献是了不起的，第一是引进外国的教
材和教师；第二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因此我们有机会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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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语言是要毕生去学习的，因为形势在不断地发展，如
果你不学这些新的东西是不行的。”

３．２　语言基本技能训练不容忽视

９位受访的外语教育界前辈一致认为“听说读写译”等外语技能的训练不容忽视，是掌握
外语的必由之路。１９８８年由李良佑教授等整理出版的《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

中的３０位外语界大师级教授以及《外国语》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３年采访的１３位全国外语资深教
授们也提出同样的观点。可见，我国的外语教育界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都是非常
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基本技能的，而且历史的发展也已经验证了培养学生的语言基本技能的
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孙有中教授指出：“英语专业的任何改革不得以牺牲学生的英语技能为
代价。”（孙有中，２００８）深厚的语言功底是人们获取各种知识的必要前提，外语教学在任何时代
都不能忽略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钟美荪教授在总结我国著名的外语院校———北京外国语大
学的外语教学传统时也指出 “强调基本功训练”是外语教学的优良传统之一（钟美荪，２００６）。

这是我国外语教学多年来慢慢沉淀积累起来的传统，绝对不可丢失。
“以精读课为例，抓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和技能的培养是很全面的，在一课书中，

听、说、读、写、译，词汇、语法、语音，知识与技能、口头与书面，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注
意兼顾机械训练与全面理解及灵活运用相结合。”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里面我就感觉到模仿、背诵是很重要
的。”

“现在的学生对于技术性的操练嘛，也不像以前。那时候可能比较强调重复，以
前在教学方面就常常强调反复重复。所以反复重复其实还是很重要的。现在他们也
不练这个，也不仔细听，拼写到了四年级了还会有错误，就让电脑来检查，让电脑来帮
他改。语法到四年级写论文还糟得很。”

３．３　外语专业院系要进行人文通识教育

语言基本技能训练是掌握一门外语的必由之路，但是语言基本技能不是语言学习的内容。
“语言是载体，文化知识是内涵，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刘
润清，２００３）本研究受访的９位教授在年轻时期都受过世界文学名著的熏陶，他们都认为文学
和文化是外语学习必不可少的环节。

“但是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看文学著作。一部著作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什么
方面都会涉及……就是说，学语言，要力求对文化的学习，而文化的学习必须要通过
文学，必须通过外语的阅读。”

“基本功是最重要的。起码，发音要比较正确，另外要有文化、文学什么的，文学
其实是包含在文化里面的。”

“系统的着重听说和写这方面的训练。基本上围绕听说写读我们都采取了一些
办法，阅读量很大，几乎那些简写版我全看完了，图书馆里面有的都看完了。”

我国教育部于１９９８年就出台了一份正式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
见》，阐明了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外语界一直以来都有著名的
专家和学者倡导外语教育要与人文通识教育相结合。戴炜栋教授（２００８）肯定了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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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的办学效果，认为“注重基础阶段的人文知识教育”是华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人才培

养的特色之一。加强外语学生的语言基本技能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功

底，以便更好地掌握人文学科知识，认识世界和培养心智。换言之，深厚的语言功底是获取人

文知识的前提，获取人文知识才是语言技能训练的最终目的。

３．４　加强外语教师的德、才、能建设

自２０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外语教学界进行着一轮接一轮的改革，各种新理念、新方法层出

不穷。如何在发扬我国外语教学的传统特色的同时充分吸取国际外语教学的精华从而构建适

合中国外语教学环境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是我们新世纪外语教学面对的新课题。教师作为教学

活动的主体责无旁贷要承担起这个任务。著名课程学学者Ｓｔｅｎｈｏｕｓｅ有句名言：“把握改革关

键的是教师，而不是别人。”（转引自吴一安，２００７）桂诗春教授也认为：“实现中国的英语教育

的主体只能是中国的英语教师。”（桂诗春，２００７）华南地区９位知名退休教授的求学和教学

经历表明他们在教育生涯中的成就都离不开他们从老一辈教师身上汲取的做人和治学的

品德。

“过去华南地区外语教育的传统，主要就在于教师队伍的良好素质、敬业精神、业

务素养以及对教学规律和方法的认知和探求，而学生的学习动力、刻苦精神和尊师守

纪则是另一重要方面。”

“如果说我们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作为老师首先一定要有师

德，一定要在学生面前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这样对学生有很大的帮助，不在于你有

多大的能力，有什么样的方法，而在于你是不是在学生面前树立了一个老师的形象，

也就是说你是用心教的。有良心、有爱心。”

张中载认为，“大学教师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文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的人文素质的

高低。他们是育人和授业的直接负责人”（转引自孙有中，２００８）。因此，加强外语师资队伍建

设是外语教学成功的保障。综合华南地区９位知名退休教授的求学和教学经历，本文认为，外

语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从德、才、能三方面进行：①教师首先要有高尚的情操，以德服人；②外语

教师必须要在语言的形式与内涵两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要博学多才、知识渊博；③外语教师

必须要有能力处理好语言的形式和内涵的关系，既要把语言技能训练融入专业课程和其他的

人文课程中，也要加强语言技能训练的文化导入，同时必须要具备教学和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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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堂互动话语模式及话语策略分析＊

聊城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梁国杰

摘要：通过对一段真实的英语课堂师生互动话语的模式和策略进行分析，揭示隐含其中的
话语连贯性及其对师生间意义协商的重要作用，指出英语教师应灵活运用多种话语策略，以提
升课堂话语的交际性，改善师生课堂互动的效果。

关键词：课堂互动；话语模式；话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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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课堂互动话语是话语分析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１９７５）指出，对课
堂语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迄今已有约７０年的历史。对第二语言或外语课堂
互动话语的研究为探索互动交流和语言学习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语言教学产生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Ｗａｌｓｈ，２００６）。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课堂话语分析渐成热点，在语言
学、应用语言学、民族志学、教育学等领域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Ｃｈｒｉｓｔｉｅ，２００２）。早期的二语
课堂互动研究主要关注教师和学习者所使用的语言、师生间的交流活动及其对二语学习的影
响。几十年来，无论是普通话语分析，还是具体到课堂话语分析，研究的关注点已逐渐发生转
变。例如，Ｇｅｅ（１９９９）对话语分析的阐释就主要将话语视为经验的社会建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的工具。几乎贯穿所有课堂话语分析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是承认
语言行为是一种“结构性经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ｅ，２００２）。尽管如此，近年来发
展起来的另一个总体研究取向是将语言视为“社会现象”（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主要涉及对意
义的协商和建构（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Ｃｈｒｉｓｔｉｅ，２００２）。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真实的英语课堂师生互动片断的话语模式进行分析，探讨课堂
互动话语中的发起（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回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跟进／反馈（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ｆｅｅｄｂａｃｋ）模式
（ＩＲＦ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揭示隐含其中的话语连贯性及其对师生间意义协商的重要作用，并进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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