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学教学  2007 年第 2 期 

 80 

影响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教学法综述 

胡俊杰 

摘  要：本文研究了近 20 年来发表在我国外语类主要期刊中有关大学英语教学法的文章，分析、总
结了国内教学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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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法是一门研究外语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

外语教学过程和教学规律的学科。长期以来，外语教学

界最为重视的就是外语教学法，因为“在其他条件等同

的情况下，不同的教学方法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教学效果”

（束定芳等，200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大学英语
教学受到了许多教学法流派的影响。本文以近二十年来

发表在国内主要期刊中有关大学英语教学法流派研究的

重要文章为依据，分析、概括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法研究

现状并指出存在的问题。 

一、影响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流派 

1．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始于 18~19世纪，是外语教学中历史最
悠久、使用范围最广的方法之一，中国早期的大学英语

教学也主要采用此方法。我国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前的
大学英语教材基本上以语法为纲（李荫华，2001）。不过，
自 80年代起，由于交际法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得到日
益广泛的推广和运用，语法翻译法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

批评。但调查表明，语法翻译法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仍

占主导地位（郑树棠等，1996；戴炜栋等，2001）。国内
外语类核心期刊中有关此法的文章不多，但其中的多数

文章分析了此法的长处，如罗立胜等（2004）总结了语
法翻译法对外语教学的重要作用。鉴于语法翻译法在外

语教学中有许多优势及其在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广泛存

在的事实，不少学者认为不可完全抛弃此方法，而应当

对其进行适当的改进，以使其更能适应并促进中国的大

学英语教学。温厚一（1998）、罗立胜（2004）、郝兴跃
（2004）、 张香存（2005）等都认为应把语法教学和交
际法结合在起亚，在交际中教语法。即将语言的意义与

形式结合在一起，语言教学以交际为中心，但又不忽视

语言形式的学习。 

2. 认知法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

语法理论在语言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以皮亚

杰等为代表的认知学派取代了行为主义并在心理学领域

占据了主导地位。认知法主要是受到了上述两种理论的

影响而产生于 20世纪 60年代。认知法在某种程度上克
服了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听说法等方法的片面性、机械

性，克服了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方法的种种弊端，使外语

教学方法更加科学。不过，此法对大学英语教学影响不

大，国内英语界有关认知法的研究很少。聂清浦等（2002）
提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运用认知法。而且，他们总结出

了自己的教学模式，即提问—讨论式语篇教学模式。通

过此模式，教师充分激活学生头脑中原有的相关知识，

激发他们的兴趣，同时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使

他们真正地成为教学活动的中心，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听、

说、读、写、译的能力。 

3．交际法 

交际法产生于 20世纪 70年代，此法主张以交际活动
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自从 80年代以来，交际法对中
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

研究文章也大量出现。其中李予军的《交际法研究在中国：

问题与思考》（2001）对交际法在中国的研究进行了全面、
深刻的概述，文章将交际法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1）70年代末到 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主要是交
际法理论介绍引进时期。 

（2）80 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交际法的研究的特
点正如李观仪所说“最初新奇、茫然、疑虑，经过学习、

思考、研究、讨论，再结合我们的实际经验，基本肯定

了交际法英语教学的原则⋯⋯。” 
（3）90年代：进入 9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交际法

的研究规模更大，研究范围更广，水平也更高。 
自本世纪以来，有关交际法研究的文章不多。其中

孔燕平（2004）、王丽萍（2004）等的文章具有代表性，
这些文章更注重交际法在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分析国内交际法方面的文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交际法在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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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际法研究的文章出现频率最高。第三代及第四代

大学英语教材都重视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李荫华，

2001；夏纪梅，2002）。 
第二，多数研究文章在肯定交际法的同时也指出了交

际法在中国大学英语实际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董晓红

（1994），高圣兵（1994），辛斌（1995），李瑛等（1998），
韩彩英（1999），李祥坤等（1999），武和平（1999）等的
文章具有代表性。上述文章所分析的具体问题可归纳如

下：（1）学生的需求分析。交际法要求外语教学首先要分
析学习者的兴趣和需求，并尽可能满足学习者的需要。但

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的需求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及模糊性

等特征。而且，随着这几年大学的扩招，班级人数越来越

多，学生的水平更加参差不齐，这就使得教学很难满足众

多学生的兴趣需要。（2）如何处理准确与流利的关系。交
际法对教师在交际活动中如何处理学生的错误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这使教师在实际操作中感到很棘手。（3）如何
处理语法。只重视交际而轻视甚至忽视语法不利于学生创

造性地学习、运用语言，也有碍交际能力的培养。交际中

杂乱无章地接触语法的方式会严重影响学习效果，挫伤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4）传统因素及测试。中国长期的灌输
式教学模式对交际法有效地实施带来了很多困难。而且，

中国传统的重语言知识轻语言运用能力的测试也阻碍了

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5）师资。交际法对教师提出了很
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体现在教师的语言能力方面，而

且体现在教师的观念、组织能力等方面。与高要求相反的

是中国的许多英语教师水平有限，尤其是广大偏远地区的

英语教师。（6）交际法没有有效地解决输入和语言输出的
关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片面强调输出，在课堂教学中用

大量时间进行会话便是证明。然而，输出并不一定比输入

更有效（秦洪武等，1998）。 
第三，关于交际法的实验很少，如何在教学中结合

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特殊环境运用交际法的研究亦不

够，尚未形成有效的教学模式。只有顾桂菁等（1992），
李瑛等（1998）在这方面做了较长时间的实验。而大多
数文章仅限于理论介绍，或关于交际法得失方面的分析。 

4. 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是在 20世纪 80年代交际法被广泛采用
的历史背景下，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为基础的一个具有

重要影响的新型教学法。任务教学法对中国的大学英语

教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内多种大学英语新教材的

编写都借鉴了任务教学法，国内有关任务型教学法的相

关文章也日渐增多。覃桂修等（2004），岳守国（2002），
袁昌寰（2002），夏纪梅（2001），丰玉芳等（2004）等
文章主要涉及到任务的界定、任务的类型、任务教学法

的定义及优势、任务的设计原则等方面。 
有关任务型教学法的文章多对任务方法持肯定态

度，只有覃桂修等（2004）指出了实施任务法所面临的

一些困境，尤其是对教师的语言能力和精力的投入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班普遍人数偏

多，具体实施过程中则可能难度更大。 
国内有关任务型教学法的文章目前尚处于引进、介绍

阶段，大多数文章未能结合中国外语教学的具体情况来探

索如何在教学中运用任务型教学法，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

性研究。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5．整体语言教学 

整体语言教学自 80年代在美国出现以来，引起了语
言教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整体语言教学的研究文章多

对其持肯定态度(唐力行等，1998)。但是，有关整体语
言教学，语言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普遍认可的观点，

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戴炜华，2001）。尽管如此，国
内的许多文章就整体语言教学的规则进行了探讨（唐力

行等，1998；戴炜华，2001；卢凌，2002；周红，2005）。
但国内对整体语言教学的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还不够

全面、深入，尤其是缺乏实证性研究。  

6．折中法 

    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国外外语教学法频繁更迭的
影响，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也出现过不少方法。然而，“过

去二、三十年对外语/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表明，无论是
定性还是定量研究，都未能提供一种普遍认为是‘最佳

的’外语教学方法，于是人们开始支持一种折中主义的

观点”（樊长荣，1999）。 
  折中法即博采各家之长，根据每一阶段的具体目标及

学习者具体情况灵活采用各种方法，融合各教学法的长处。

国内主张在教学中运用折中法的呼声也很高。《大学英语课

程教学要求》（试行）要求“应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

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改进原来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

教学模式”，但“也要充分考虑和合理继承现有教学模式中

的优秀部分”。国内最新的几套大学英语新教材的编写也都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折中的。例如，夏纪梅（2002）以《“五
性”与“五法”的综合体现》为题来评价《大学英语》（全

新版）。国内主要外语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折中法的文

章，这些文章大都对折中法持肯定态度。 
  国内有些学者在文章中探讨了折中法产生的原因

（戴炜栋等，2001；饶振辉 2000；郝兴跃，2001）；有
些学者强调折中法并不是各种教学方法无原则的拼凑，

而是各种方法的优化融合。如何做到优化融合，樊长荣

（1999），咸修斌（1999），张治英（2000），罗立胜等（2001）
都在文章中探讨了一些总的原则，他们都指出在不同的

教学阶段，结构与功能、传统法与交际法的侧重应有所

不同；教学对象不同，教学方法也应不同。 
  有关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运用折中法的实证研

究极少，也缺乏对折中法在运用中所存在问题的研究。

这些都制约了折中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更好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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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写长法  

“写长法”是王初明教授（2000）首先提出来的一种
教学方法。几年来，王初明（2000，2001，2005）多次撰
文阐述了“写长法”的教学理念、具体实施步骤及实施意

义等。“写长法”是以写的方式促进外语学习的方法。“写

长法”不同于传统的外语写作教学，因为前者是针对学外

语多年而不会运用的困境，以设计激发写作冲动的任务为

教学重点，给学生提供一个操练外语的平台，让学生有内

容可写，愿意写，能够写，写得长，  

“写长法”是一种新颖的外语教学方法，几年来小

范围的实验（方玲玲，2004；郑超，2005）结果证明它
为改变我国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局面提供了一种值

得借鉴的外语教学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实验范围的

逐步扩大，“写长法”将会进一步推广和完善。 

8．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始于 80年代初，到了 90年代末，西方语
言学界及语言教学界对自主学习的研究与实践在广度与

深度等方面几乎可以与 80 年代流行的交际法不相上下
（彭金定，2002）。《大学英语课程要求》(试行)也提出 

“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

教学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学习、自主式

学习方向发展。”国内有关自主学习的文章也越来越多。

高吉利（2005）检索了 1991至 2003年国内主要外语期
刊，有关自主学习的文章共二十篇，多发表在后几年。

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自主学习的界定（华维芬 2001；惠
亚玲 2003；王笃勤 2002；魏玉燕 2002；彭金定 2002；
外语自主学习的必要性（王笃勤，2002；惠亚玲，2003）；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途径（黄月圆等，1996；魏玉燕，
2002；王笃勤，2002；惠亚玲，2003；华维芬，2003）
等方面。还有些文章探讨了自主学习在实施中所存在的

一些困难和问题（高鹏等，2005）。 
尽管在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自主学习遇到了种

种困难，但从一些教师的实证性研究来看，学生赞同自

主学习，而且他们的实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笃勤，

2002；彭金定 2002；华维芬，2003；高鹏等，2005）。
随着有关自主学习研究的深入，自主学习外部环境的进

一步改善，自主学习将会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更广泛地开

展，取得理想的效果。 

二、评  述 

通过对国内主要期刊有关大学英语教学法文章的

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以语法翻译法为代表的传统教学法影响力依旧
巨大。几十年来，各种教学法流派对传统教学法确实产

生了很大的冲击，但传统法仍广泛地应用于大学英语教

学中。传统教学法有其很大的优势，此外，传统教学法

对教师的语言水平要求相对较低。而且，无论是教师还

是学生均已习惯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理念及学

生的学习习惯的转变尚需时日。简而言之，传统教学法

将继续在大学英语教学方面发挥作用。 
    2．博采众长，各种教学法的优化融合可能会成为未
来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趋势。过去几十年，各种新的教学

法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现实使教师认识到外语教

学是没有灵丹妙药的, 每种方法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缺
陷。重要的是教师应根据教学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

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种教学方法的优势。 
    3．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已由研究教转向研究学，
即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这一变化既是

为了提高学生的外语综合运用能力，也是为了适应信息

时代的要求和挑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已不再是完全照搬国外的
教学法。越来越多的大学英语教师开始在教学中把国外

的教学法和自己的教学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对国外

的教学法加以改进。还有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创造出自己

独特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王初明教授所首倡的“写

长法”已被一些教师运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实践中，并

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英语教师正

在对多媒体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进行广泛、深入

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总之，大学英语教学在方法上越来越趋于多样化、
折中化、本土化、学生中心化和学习自主化，这些变化促

进了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但是，大学英语教学及相关的

教学法研究尚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一定程度

上盲目地崇拜、照搬国外的方法，脱离中国外语教学的实

际；对国外的教学流派引进得多，但实证性研究少；对国

外的方法盲目赞扬者多，而客观的分析、批评者少。结果

造成了大学英语教学法方面的研究比较空洞，缺乏说服

力，未能给大学英语教学提供应有的支持，做出应有的贡

献。大学英语界的广大教师应在今后的教学与研究中克服

上述问题。在充分吸取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第二语

言习得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外语学习的

特殊性、师资水平等，针对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特点、目

标和环境，探讨和设计出符合不同水平层次、不同年龄层

次学习者需求的教学方法。敢于直面现实，敢于创新，敢

于打破“唯上”主义，敢于突破教条主义，敢于突破现有

教学体制所造成的诸多限制（束定芳，2005 ），努力探索
出符合中国大学英语教学实际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从

而推动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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