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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学英语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师身份问题探析

王 进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作为基础英语的大学英语前后经历过三次大规模教学改革，作为专业英语的大学英语正

在经历不少知名高校的教学实践，它的效用和转型问题饱受外语教育界的批判和论争。大学英

语的各种危机论和消亡论，不断催生所谓“后大学英语时代”。大学英语教育的转型问题，存在

于教学内容和教学艺术的两个层面，牵涉到政策、市场、课程、教学和评价等多个方面，最终归结

到大学英语教师身份从“启蒙”到“协同”的视域转向，从“认知”到“思维”的范式转型，以及从

批判到创新的观念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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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的教学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先后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在历经30多年

的诸多质疑、批判和论争过程之后，逐渐呈现出

“温和改良”和“激进改革”的不同导向。前者延

续基础英语或通用英语的教改立场，肯定大学英

语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英语语言知识

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

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

系”，提倡从“教学要求”、“课程设置”、“教学模

式”、“教学评估”和“教学管理”等方面推进教学

改革【11；后者力挺专业英语和学术英语的教改导

向，强调“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将成为21世纪的英

语教学的主流”旧J，倡导从通用英语到专门英语

的全面转向，近年来不断发出大学英语危机论和

消亡说的激烈论争。相关学者疾呼“后大学英

语”的划时代意义：“我们大学英语已经搞了30

年的基础英语，难道还要再搞30年吗?蚍3I。然

而，大学英语转型始终要落实到教学内容和教学

艺术这两个具体层面：作为器物层面的教学内容

涉及到教育政策、市场导向、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和学习策略等方面，作为精神层面的教学艺术关

系到教育理念、教师素质、教学模式和教育思想等

环节。本文在分析“后大学英语时代”诸多论断

的同时，关注大学英语教师在器物和精神两个层

面的身份转型问题，探讨其从“启蒙”到“协同”的

视域转向，从“认知”到“思维”的范式转型，以及

从批判到创新的观念重构。

一、启蒙传统与教师身份危机

从基础英语的教学传统来看，近30年的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始终围绕的是“教材设计”和“教法

创新”这两个方向。就“教材设计”方面来说，在

不同时期曾经先后流行过“浙大版”、“上外版”、

“交大版”、“高教版”、“外研版”和“外教版”的统

编主流教材，以及无法计数的各个地区和高校各

自版本的自编教材；就“教法创新”方面而言，大

学英语相继实践过“词汇法”、“阅读法”、“听说

法”、“翻译法”、“交际法”、“写作法”、“浸入法”、

“自然法”和“体验法”等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时

髦教学技法。然而，在教材创意和教法创新方面，

大学英语的教学改革迄今未能改变启蒙教学传

统。近年来大学英语的危机论和消亡说不绝于

耳，但是令人费解的却是：每一次“狼来了”的预

警往往被化解为新一轮教材工程和教法项目的利

益契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者在教材和教

法当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回到新一轮的教材和教

法问题当中，只能回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英语

教师的预先设定的问题范式。如果不从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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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大学英语的启蒙模式和权威形象，则难以维

系基础英语的课程地位；如果不能解决教材教法

的思维创新问题，则不可避免大学英语教师的各

种身份危机。

针对基础英语的教改怪圈，多有论者寄希望

于“后大学英语时代”的教改思路“引发整个大学

英语课程设置、教师队伍，乃至目前的考试体系和

教材编写的改革，引发的是根深蒂固的整个教学

理念的改革”【3 J。与提倡通用基础英语的“通识

论”完全不同，“后大学英语时代”与之针锋相对

的主张专门用途英语的“工具说”，它倡导的并非

是基础英语的专业化思维，而是专业化的英语思

维。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习者来说，大学英语的

课程体系并不能复制英语专业的课程要求，更不

能任由教师自身的教育背景排斥学习者的专业差

异，而是应该关注在教师专业背景和学习者需求

之间的中间地带和协调空间。如果我们意识到外

语学习的迁移过程“既是一个结果(product)，也

是一个过程(Process)[415。那么将无法忽视大学

英语教学活动的人本主义维度。正如外语教学法

专家王才仁提倡“英语教学的二主体论”，认为外

语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当学生

作为学的主体，学生要学会英语，而当教师作为主

体，则要教会学生学好英语的规律”bJ。启蒙传

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忽视学生主体的语言基础

和个体需求：学生只能作为“学的主体”，遵循教

师本人设定的教学模式；教师只能作为“教的主

体”，在教学大纲的框架范围之内设计教学过程。

“后大学英语”教改观念关注到学生作为主体的

人文主义维度，但是并未论及大学英语教师作为

“教的主体”的身份危机。

首先，大学英语只是作为公共外语课程，并无

英语专业的学科地位，大学英语教师普遍缺乏学

科认同感和科研源动力；其次，大学英语教师几乎

全部出身英语专业，并无其它非英语专业的学科

训练，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和学科思维；再者，大学

英语与通识教育之间边界模糊，教师大多缺乏

“文史哲”的跨学科视野和创新意识。启蒙传统

的大学英语教师，遵循的是英语专业的教学思路，

却不能获得后者的学科地位和专业认同；“后大

学英语时代”的他们，导向的是专业英语的教学

思路，却缺乏后者的专业水平和学科思维。在看

似尴尬的专业选择之间，在左右为难的职业定位

之后，大学英语教师实际上是在经历学科意识和

启蒙思维的身份危机。虽然如此，大学英语教师

的启蒙思维却根深蒂固，已经渗到课程教学体系

的方方面面：在教学要求层面，其要成为教育政策

和课程标准的忠实执行者；在课程设置层面，保持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现行体制和学分总数；在教

学模式方面，维持自身教学过程的知识价值和传

授规则；在教学管理和评估方面，维系其自身对学

生群体的公正形象和权威评价；在推陈出新的教

材设计方面，延续已成规范的叙述话语和文本体

例。针对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教育学家鲁洁强

调作为学习的过程意义，认为“环境及其影响是

外部客体世界，思想是内部主体世界，活动把两个

世界联系起来”【6 J。在某种程度上，大学英语的

教改困境就在于这“两个世界”的脱节现状，大学

英语教师的身份危机也孕育于此。

二、课程模式与教师身份嬗变

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环境”指的是通用英

语和专业英语的两种范式，“思想”则是指学生和

教师的两种主体意识，“活动”则可被视为教学和

学习主体对两种课程范式的不同建构行为。这种

学习的过程意义在于外部环境和主体世界的“联

系过程”，即学生和教师在教学过程对两个世界

的认知方式和建构过程。大学英语的“过程意

义”视角呼应了建构主义的外语教学理念，只不

过它的根本目的不是英语语言的认识范式和知识

建构，而在于各个学科专业的英语思维训练。建

构主义的教育观念重视教学过程的人本主义维

度，强调知识本身的社会价值和建构本质，将科学

知识建构过程分为三个方向：个人建构、个人间建

构和科学知识的大众建构一】。建构主义教育观

念颠覆的是杜威批判的“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即

认知者与认知对象分裂，以及“旁观者”和“局外

人”的二元论教学模式，其在某种意义上撼动的

乃是知识传授模式的启蒙传统。对于大学英语教

改来说，“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强调学生是认知

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所以是把学生对知识

的意义建构作为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8J。

建构主义模式带给大学英语教师不仅是观念和意

识上的视域转移和范式重构，而且是在“课程论”

模式基础上的身份嬗变和思维转型。从建构主义

的理论视角来看，“后大学英语时代”并不能够取

消大学英语的课程体系，它只是继续在“教材”和

“教法”层面改革启蒙传统的课程模式。“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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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器物变革，不能就此带动“教学艺术”的精

神变化；课程范式的变革，未必能够改造教学活动

的思维模式。关键环节，归根结底在于大学英语

教师本身的身份意识和创新思维。不少学者意识

到建构主义对英语教学的理论启发，提倡建构主

义视域中的教师角色主要体现在三点：其一，“教

师应使学生认识到某个特定人物的意义，让他们

理解该活动对学习者本人及社会的价值，并引导

学生超越当前的目的，了解长远意义”；其二，“帮

学生树立胜利感，自信心，让学生增强对自身行为

的控制能力，学会控制和规范自己的学习行为，自

我激励措施”；其三，“促进学生社会能力发展，解

决问题能力，在培养团队协作能力的同时加强个

性特征的培养”【9J。对此，美国教育家布卢姆提

出“掌握学习”的建构主义教学理念，具体步骤如

下：(1)介绍概念：教师向学生介绍课程内容、学

习方法、测验方式、评分制度等；(2)课堂教学：课

堂教学按单元或主题进行；(3)教学管理：将教育

评价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以及总结性评

价三类u引。然而，“掌握学习”教学模式的根本基

础却在于学生与教师两个主体之间的协作模式和

交往空间。

针对“以学生为本”的课程模式，教育学家朱

小蔓在《教育的问题与挑战》当中提倡智商与情

感教育的相互补充，强调“认识的‘目的不是停留

在知道客体是什么，更根本的就是要将这种知识

内化到主体自身的情感体系和个性之中；只有成

为了主体自身的价值、态度、信念的知识，才能达

安顿自身情感的目的，也才是主体的真正知

识”¨¨。对于大学英语的课程模式来说，其明显

缺乏任何学科性的专业思维，却又不能成为英语

学科的附庸课程。与其纠缠于专业教育的智商模

式继续被诟病，倒不如适当转向跨文化技能和英

语思维训练的情商教育。处于器物层面的英语技

能，只是教学过程的可控指标之一，但是实际上却

存在着更多无法控制和衡量的情商指标。一直以

来，不少国内学者提倡语言和跨文化教育的三个

维度：认知、情感和行为¨2|，但是遗憾的是教学实

践始终停驻在语言认知的技术层面，并未触及文

化情商和主体意识的精神层面。“后大学英语时

代”的课程模式，理应脱离学科和专业的观念束

缚，以课程体系的灵活形式，不拘泥英语技能和专

业知识的任何一端，建构和强化学科教育的英语

逻辑思维和跨文化情商。这种注重思维训练的课

程模式，给大学英语教师提出的不是新学科专业

的转向要求，也不是英语学科的强化目标，而是在

体验教学与思维创新基础上的身份转型。借用

“体验教学”理论家的观点来说，通过大学英语的

这种新型课程模式，“教学的意义不只在于知识

的积累、行为的改变、认知能力的发展，还在于情

感、态度、价值取向乃至信念的形成与演变，在于

生命活动诸方面的整体发展和提升”【l3I。

三、人本主义与教师身份重构

以“思维训练”为目标的课程模式，目的是学

生和教师二元主体的相互协作和共同发展，呈现

出教学活动本身的人文主义维度。在这种课程模

式当中，教学过程不再简单分化为“教师教”和

“学生学”的不同部分，而是成为整合认知、情感

和行为等不同教学维度的体验性训练和研究型教

育。这种教学过程的人本主义意识，恰恰是当下

大学英语教改所缺少的。脱离人本主义的课程模

式，大学英语教师只能是被动的作为教育政令的

执行者、教育市场的探路者，以及教学过程的主导

者。“后大学英语时代”重视大学英语教师在专

业化英语教学过程的这三种身份，却没有意识到

教师群体在这些角色之间的职业困惑和身份问

题。在“学习英语”到“用英语学习”的范式转型

当中，大学英语教师面对全新的学科和专业领域，

无法维系启蒙者的传统形象，必然通过“英语思

维”的教学范式与学生协同创新，其教学过程必

然彰显研究型教育的人本主义内涵。

通常认为，人本主义教育思想起源于欧洲的

启蒙主义思潮，其颠覆宗教教义束缚，张扬以人为

本的教育理念，被视为西方教育文化的现代性滥

觞。然而，高宣扬先生在《论2l世纪新人文》当

中却批判启蒙运动和启蒙主义，认为其日益严重

的功利性导向造成西方文化不可避免的文化危

机。他指出，“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发展之

所以遇到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就是因为它在功利

主义的推动下，过分强调了向外的超越性”，因此

需要“重新评价现代科学技术同现代化的关系”，

以及“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思想

文化”¨引。对于大学英语教师来说，首先需要反

思启蒙传统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良影响，

从通识教育视角重新建构教学模式，探索在外部

客观知识之外的人文精神世界，在功利主义教育

思维之外的“人文学”观念，积极实践“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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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体意识”的教学模式。近年来，比较视角和

批判意识已经成为教学思想主流，但是“后大学

英语时代”需要往前推进一步的应该是“向内的

超越性”的“思维转向”。

从哲学视角论及教育的根本目的，邓晓芒强

调教育应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意识到自

己的自由和创造力，揭示出人的个体潜能之所在，

并为这种潜能的发挥和飞跃凝聚起巨大的情感力

量和意志力量”¨5|。然而，对于现在的语言教学、

甚至整个人文学科教育来说，仍然受制于启蒙主

义的教育传统，无法摆脱知识的工具主义和教学

的功利主义。强调认识的智商教育有利于学生主

体掌握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实现“向外的超越性”，

却不应该以牺牲“向内的超越性”的情商教育为

代价。大学英语的教学活动不应该偏离英语教育

的课程范式，更不能越俎代庖的成为其它学科专

业的导论性质的全英教学形式，而是应该以英语

语言文化为基础，以英语思维训练为导向，以情商

思维教育为范式，推进学生和教师的协同创新学

习模式。我们无法恢复苏格拉底时代的修辞学教

育和论辩术训练，却可以从中参悟语言逻辑和思

维训练的教学模式。

四、结论

“后大学英语时代”不仅是对课程模式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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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Issue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Confronting the

“Post—College English Test Era’’

WANG Jin

(Sch00l of Foreign Ltumguages。Jinan University，Guan8dong Guangzhou 5 10632，China)

Abstract：ColhgeEnglish education has．been undergone three large—sealed reformations from E．G．P to E．S．P．Its problems of

vaHd畸and etRciencyl have always been criticized in and out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society．The withering and crisis of College

English has been devel叩iIIg the prophe6y of the coming“Post—College English Era”．The transformation of CET exists at the

two level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education arts，and relates tO many aspects of education such as policies。market，curricular，

teaching，and learning．It finally leads to the turn of count衅sh teachers from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to cooperative leam—

ing，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gnition to intellection，and the reconstruction from critical thinking to creativ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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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th Conveyed by the Implied Author in After Twen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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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at’S 0．Henry’S real attitude towards the main characters in After Twenty Years It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academia．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Mem．a thorough analysis based on close reading is made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lied author．As a result，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lied author narrates the story with a gentle writing style superficially but

actually castigates the darknet_$of society．The real author is not州to the implied author，which is∞u8ed by 0．Henry’S

own experience and the reality of society．

Keywords：0．Henry；After Twenty Years；the real author；the implied author；social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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