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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是全国高校普遍开设的语言类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教学为人才

的培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

进的,相应的大学英语教学也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调整与提高.因此,

探讨现代大学英语全新的教学理论与策略,全面推行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成为

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课题.

本书是在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全面

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了英语教学的理论和策略.全书共７章:第１章为大学英

语教学基本理论,主要介绍了现代英语教学的主要流派、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

问题与改革的必要性、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第２章为大学英语听

力教学理论研究,主要从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理论、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特点和

目标、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现状分析、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策略研究以及大学

英语四六级听力与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第３章为大学英语口语教学

理论研究,主要从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理论、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特点和目标、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现状分析、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策略研究以及大学英语

四六级口语与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第４章为大学阅读教学理论研究,

主要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理论、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特点和目标、大学英语阅

读教学的现状分析、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策略研究以及大学英语四六级阅读

理解与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第５章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理论研究,主

要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理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特点和目标、大学英语写作

教学的现状分析、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策略研究以及大学英语四六级写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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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第６章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理论研究,主要从大

学英语翻译教学理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特点和目标、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

现状分析、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策略研究以及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与教学策

略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第７章为多媒体环境下的英语教学研究,对大学英语的

听、说、读、写、译在多媒体环境下的教学优势以及教学策略进行了探讨.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引用了诸多专家和学者的研

究成果,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由于水平有

限,加上许多教学问题也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书中难免存有疏漏和不妥之

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１　　　　

第１章　大学英语教学基本理论 １

１．１　现代英语教学的主要流派 ２
１．２　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的必要性 １７
１．３　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２１

第２章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理论研究 ２５

２．１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理论 ２６
２．２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特点和目标 ３２
２．３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现状分析 ３３
２．４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策略研究 ３５
２．５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与教学策略 ４５

第３章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理论研究 ７７

３．１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理论 ７８
３．２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特点和目标 ８６
３．３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现状分析 ８９
３．４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策略研究 ９１
３．５　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与教学策略 ９５

第４章　大学阅读教学理论研究 １０７

４．１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理论 １０８
４．２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特点和目标 １１４
４．３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现状分析 １１６



２　　　　

４．４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１１７
４．５　大学英语四六级阅读理解与教学策略 １２２

第５章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理论研究 １４５

５．１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理论 １４６
５．２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特点和目标 １５３
５．３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现状分析 １５６
５．４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策略研究 １５７
５．５　大学英语四六级写作与教学策略 １６２

第６章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理论研究 １６７

６．１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理论 １６８
６．２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特点和目标 １７６
６．３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分析 １７８
６．４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策略研究 １８０
６．５　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与教学策略 １８３

第７章　多媒体环境下的英语教学研究 １８９

７．１　英语听力在多媒体环境下的教学 １９０
７．２　英语口语在多媒体环境下的教学 １９３
７．３　英语阅读在多媒体环境下的教学 １９６
７．４　英语写作在多媒体环境下的教学 １９９
７．５　英语翻译在多媒体环境下的教学 ２０２

参考文献 ２０７





２　　　　

１．１　现代英语教学的主要流派

１．１．１　情景法(TheSituationalApproach)

１．定义

情景法又称视听法,是在直接法和听说法的基础上,利用视听手段形成的教学

法. 这种教学法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引入和创设具有一定情感色彩的,以

形象为主体的主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知

识和技能,并使学生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方法. 在传统英语教学中,教师精心教读

和讲解,学生拿着课本记、读和机械训练,慢慢地学生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 语

言脱离了语言环境就难以恰当地表述意义,难以发挥其表情达意的本质功能. 因

此,“情景需要语言,语言应当从情景教起.”英语教学的根本是通过各种情景,掌握

语言所含的意义,从而达到在交际中运用语言的目的.

２．起源

情景法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首创于法国,其代表人物有古根汉(G．Gouhrnhein)

和古布里纳(P．Guberina). 他们认为,在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具体真实的情

景决定着说话时所选择的方式、节奏和语调. 人的听觉和视觉受到刺激后,作用于

大脑,诱发人脑迅速作出反应和加速记忆,从而达到记忆痕迹的长期储存. 情景法

强调耳、眼等器官以及大脑整体地去感知和认识外语材料,而外语材料的音、形、义

和词、句、话也是作为整体让人感知的,因此,视听法又称为“视听整体结构法”.

３．教学特点

(１)消除学生的紧张心理. 教学艺术的魅力在于情感. 情景教学法重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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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情感生活,集直观性、启发性、形象性、情感性于一体. 情景教学的创设切合

学生实际、切合教材内容、切合语言交际的实际,新颖而富于启发性. 教师在课堂

上应调整对学生的情感,在举止、眼神、语言上使学生感到教师和蔼可亲、可信,学

生就会消除紧张恐惧心理,踊跃发言,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为学好英语奠定可

靠的心理基础.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如果一个教师关心、爱护、尊重学生,学

生也会爱老师、尊敬老师,还会把对老师的热爱转移到他所教的科目上,他们也会

对自己充满信心.

(２)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注意”是学生认知客观世界,获

取知识,发展智力和培养能力的基础. 因此,教师应该采取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

法,努力把课教得形象生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排除分散他们注意力的各种干扰因

素. 而情景教学法就是设法创设各种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生活的情景、画面,集中

学生的注意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寓乐于学,寓学于乐;学有所乐,学有

所得.

(３)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 情景中创设的语境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也是语言交际所依赖的环境. 语言意义地理解,以及语言功能的实现皆需通过语

境. 情景教学法正是利用各种手段为学生创设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 在相应的语

言环境中完成教学内容,降低学生理解语言的难度.

(４)强调语言与真实情景或设计的情景相结合. 以情景为中心,充分利用视听

手段,让学生做出模仿反应,形成自动化习惯,创造出类似语言习得的学习过程,主

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 教学时,学生一边看图像一边听声音,避免使用母语,这

样可以使情景的意义与所学外语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１．１．２　直接法(TheDirectMethod)

１．定义

直接法又称自然法,是指直接用外语本身进行教学的方法,不用学生的母语,

不用翻译,也不注重形式语法. 它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直接学习、直接理解和直

接应用. 其主要特点是不允许使用母语,用动作和图画等直观手段解释词义和句

义. 它的教学目标不是规范的书面语,而是外语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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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起源

１９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不仅在西欧各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世界范围

内有很大进展. 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在更大范围的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

益. 此时,语言成为在国际交往中的巨大障碍. 培养一批能与外国人在政治、经

济、科学、文化等方面进行洽谈、交流的外语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种情况下,外

语学习中口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１９世纪,外语学习的标准方法就是之前在拉丁语学习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方

法,即为人熟知的语法翻译法. 尽管它在培养阅读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实际成效,但

其偏重阅读能力,忽视口语能力的培养方法,明显地不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需

要. 到 了 １９ 世 纪 后 期, 对 语 法 翻 译 法 的 指 责 和 批 评 越 来 越 强 烈, 改 革 运 动

(Reform Movement)的兴起和国际语音协会(InternationalPhoneticAssociation)

的建立为新教学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同时,１９世纪末,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

等相关学科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为新的教学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条件. 因此,直接

法作为语法翻译法的对立物应运而生. 直接法作为一种新的语言教学方法更准确

地反映了当时外语教学规律,它重视口语教学,能够满足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要求,

因而被迅速应用到学校外语教学中.

３．教学特点

直接法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１)把学习外语和学习母语的过程等同起来,认为外语要在自然的环境或情境

中习得.

(２)要求在外语和客观事物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直接运用外语思维;广泛利用

实物、图画、动作、上下文、同义词、反义词、游戏等直观手段,或者用外语讲解词义

来学习外语,完全不用母语,或大部分时间不用母语,以避免母语的干扰.

(３)模仿和感知是直接法教学的基础,外语学习主要靠机械模仿和记忆语言材

料,熟练技巧是不自觉地经常重复,达到自动化的结果.

(４)语音和口语是直接法教学的另一个基础,是语言活动的中心. 外语教学从口

语入手,设置一个不接触文字的听说阶段. 在这个阶段,学生只见音标,不见文字,在

听说基础上再学读写,最后达到听说读写的全面发展.

使用直接法进行教学的过程应体现如下几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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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直接联系原则. 每教一个新词语,应把该词语所代表的事物、意义及客观

表象直接联系起来.

(２)模仿为主原则. 不是先学习语言规则,而是先听周围的人说话,模仿着说.

以模仿多练为主,语言理论为辅.

(３)归纳途径教语法原则. 让学生先实际掌握语言材料,再从他们积累的感性

语言材料中总结出语法规则,用以指导以后的学习.

(４)以口语为基础原则. 先口头实际掌握语言,然后再学习文字符号的识记和

书写.

１．１．３　听说法(TheAudiolingualMethod)

１．定义

听说法又称口语法、句型法,是一种强调通过反复句型结构操练培养口语听说

能力的教学法. 它和直接法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强调口语的第一性,强调口头能力

的培养. 但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可以说是听说法特点的

一种表述.

教师希望通过听说法教学,培养学生使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他们认为语

言是一套习惯(Languageisasetofhabits),学习外语就得养成一套新的习惯. 而

要这样做,就得超量地学习(overlearn)语言(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的结构),在运

用各种语言结构进行交际时能做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程度或称为自动化的程

度. 为能自动化地使用外语,学生必须克服母语的旧习惯对外语新习惯的干扰.

２．起源

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结构语言学、数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控制论、行为

主义心理学等相互渗透的学科得到发展;外语教学日益依赖现代技术;各国教学法

家竞相实验新的教学法体系. 这给听说教学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美国国防

部邀请了一批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学法专家,研究新的外语教学法. 其中为首的学

者是布龙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１８８７~１９４９). 布氏系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

究语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者,又与直接法大师帕默有过学术交往,他制订

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操练性条件反射为基础的陆军口语法,又称布龙菲尔德教



６　　　　

学法. 实验取得成功;逐渐完善为听说教学法并传及全世界.

在听说法的发展过程中,布龙菲尔德教学法的教学过程得到了完善,成为规范

的五个阶段:

(１)认知(Recognition) 认知即对所学句型耳听会意. 主要采用外语本身相同

或不同的对比,使学生从对比中了解新句型或话语.

(２)模仿(Imitation) 跟读、齐读、抽读、纠错、改正,同时记忆.

(３)重复,检查(Repetition) 学生重复模仿材料,做各种记忆性练习;同时教师

要进行检查. 当确信学生已能正确理解、朗诵所学句型之后,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

变换活动.

(４)变换(Variation) 变换即替换操练,应按替换、转换、扩展三步逐渐加大难

度. 同时要注意学生的理解情况.

(５)选择(Selection) 活用所学语言材料于交际实际或模拟情景之中,即综合

运用.

３．教学特点

由于听说法重视口语教学,教材中每课内容均由对话开始. 因此,教授对话是

听说法课堂的主要活动. 听说法课堂的教学活动和特点可以总结为:教授对话,听

说领先;跟读模仿,句句复述;强化操练,掌握句型;巩固口头,读写跟上.

为把对话教得生动活泼,教师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表演. 例如,在一个听

说法的课堂中,教师正在教授一个真空吸尘器推销员和一个顾客之间的对话. 为

了表演得逼真生动,男教师一会把一个蝴蝶结放在头上表演女顾客,一会儿又把蝴

蝶结放在脖子前面表演男推销员.

一般说来,教师会把对话表演两次,以使学生听懂对话的内容. 然后教师会要

求学生 一 句 一 句 地 模 仿 跟 读. 如 果 碰 到 长 的 句 子, 教 师 会 用 逆 向 组 句 法 (a

backwardbuildingＧupdrill)来训练学生掌握难句. 比如,教师发现学生在跟读Im

goingtothepostoffice碰到困难时,他会用如下方式 教授此句:

T:Imgoingtothepostoffice．

Ss: 

T: Postoffice．

Ss: Post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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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othepostoffice．

Ss: Tothepostoffice．

T: Goingtothepostoffice．

Ss: Goingtothepostoffice．

T:Imgoingtothepostoffice．

Ss:Imgoingtothepostoffice．

这样一来,一步跟着一步,学生便能把一些较长或较难的句子掌握.

多次的模仿和跟读后,教师、学生之间会表演对话. 表演的形式可以是多样

的,既可以由教师扮演对话的一方,全体学生扮演对话的另一方,也可以由一半学

生扮演对话的一方,另一半学生扮演对话的另一方,来进行对话. 无论跟读或对

话,其目的都是为了使学生能背诵对话.

接着,教师会抽出对话中的一些句子作句型操练. 句型操练可以说是听说法

中一个很有特色的训练项目. 它可以是替换词型的(asingleＧslotsubstitution)操

练,也可以是句型转换型的(transformation)操练. 作替换词型的操练时,教师先

提供一个句子:Imgoingtothepostoffice. 然后,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一间银行

的图画,接着说Imgoingtothebank. 跟着他们向学生展示不同的图画:药店、公

园、餐馆,训练学生说出Imgoingtothedrugstore/park/restaurant,至于

句型转换型的操练则更加灵活了,教师可以说出肯定句,训练学生说出否定句或疑

问句,教师也可以说出两个句子,训练学生把它们合成一个复合句(定语从句、状语

从句等). 教师也可以说出一个句子和提供一个情景,训练学生说出一个某种句型

的句子(如倒装句、虚拟语气的句子、感叹句等). 句型操练是训练学生掌握各种句

型、句子结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 只要我们运用得当,它会是一种很好的

训练项目.

不管是在模仿跟读或在句型操练的阶段,教师对读得好、做得对的学生都会给

予鼓励:“Good!” “Verygood!”,以此促使学生形成好习惯.

一般来说,听说法训练完成后,教师可以布置阅读和书写的练习,以巩固听、说

的效果. 也就是在听、说训练完成后,教师才让学生拿到或看到所学对话的书面形

式,这大概就是很多人把听说法的具体操作总结成“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原因.



８　　　　

１．１．４　交际法(TheCommunicativeApproach)

１．定义

交际法又称功能法,功能意念法,是以语言功能项目为纲,培养在特定的社会

语境中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能力的一种教学法体系.

交际法教师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外语的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是美国社会

语言学家海姆斯(D．Hymes)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 海姆斯认为,一个学习语言的

人不但应该有识别句子是否合乎语法规则的能力,还必须懂得怎样恰当地使用语

言,即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语言.

因此,外语教学应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即要培养他们懂得在一定的社会环境

中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 要达到此目标,学生需要懂得语言的形式、意义和功

能. 他们应该懂得不同形式的语言结构可以表示同一种功能. 比如:一个人向另

一个人提议做某事时,在非正式场合可说:“LetsWhatabout? Howabout?

Whydontwe?”在正式的场合则可说:“May/MightIsuggest? Wouldyou

careto?IfImay/mightmakeasuggestion”同时他们也应该懂得同一结构也

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功能. 比如用祈使句可以表示:

请求———Passthesalt．

建议———Trythesmokedsalmon．

邀请———ComearoundonSunday．

指引———Turnrightatthecorner．

因此,学生要通过学习,达到使用正确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思想的目标.

２．起源

交际法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晚期的英国传统教学方法的改革,７０年代中期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８０年代初期开始在我国的某些院校进行实验,交际法理论教

学逐步得到推广.

它根据美国语言学家海姆断(D．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的理论,即交际能力

不但应具有语言知识,而且还应具有运用语言的能力,尤其应注意语言运用的得体

性,克拉申(Krashen)的语言习得理论也强调语言学习必须通过运用语言交际,而

不是通过训练语言技能. 按照交际法理论,交际法强调学习的过程,强调语言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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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相互依存的关系.

３．教学特点

英国语言学家利特尔伍德(William Littlewood)在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交际法»

(CommunicativeLanguageTeaching)一书里描述了交际法教学活动的类型,即:

上述的四项教学活动是在交际法课堂出现的教学活动. 准交际性的活动是为

真实交际做准备而设计的教学活动. 他们可以是句型操练、对话等项目,目的是对

外语中的句型结构进行训练,为交际活动做好准备,没有外语结构和句型的掌握,

要进行交际是十分困难的. 功能性交际活动是利用语言功能获取有关信息. 社会

性交际活动是利用语言建立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可以是角色扮演、解决问题

等活动.

交际法教学有９个主要特征:

(１)以培养交际功能为宗旨,明确提出第二语言教学目标是培养创造性地运用

语言的交际能力,不仅要求语言运用的正确性,还要求得体性.

(２)以功能意念为纲. 根据学习者的实际需要,选取真实自然的语言材料,而

不是经过加工后的“教科书语言”.

(３)教学过程交际化,交际既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学习的手段,在教学中创造接

近真实的交际情景并多采用小组活动的形式,通过大量言语交际活动培养运用语

言交际的能力,并把课堂交际活动与课外生活中的交际结合起来.

(４)以话语为教学的基本单位. 认为语言不是存在于孤立的词语或句子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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