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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先后提出大学英语课程兼有"工具性#与"人文性#!俨然两者

旗鼓相当$ 究其实!前者着眼于语言的功能!后者才指示语言的性质!彰显大学英语教育的价值理性$ 充分认识两者的

内涵及其关系有助广大从业者清醒面对全球化时代不断加剧的工具理性!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实现"人文性#与"工

具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大学英语'课程性质'语言性质'人文教育'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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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要求,"#$$2#以下简称为+要求,$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征求意见稿##$%3#以下

简称为+指南,$先后提出大学英语课程兼具)人文性*与)工具性*#但避而不谈两者的内涵及其关系&

有关学术争议多围绕孰轻孰重而展开#将问题演变为大学英语教学究竟应该加强)人文性*还是)工具

性*#还是两者并重之争& 有人取样分析发现#这些争议中)人文说*占多数#)工具说*次之#极少数主张

)并重说*#而且如此分歧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源自彼此误解和以偏概全'%(

& 为此#有必要再认识大学英

语课程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内涵及其关系#让广大从业者清醒认识到自身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目

的#在+指南,启动的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下看准自身努力的方向#全力应对全球化给中国高等教

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5$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提出

+要求,与+指南,虽然都指出大学英语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但提出的语境不尽相同&

前者在)大学英语教学的性质与目标*板块对此并无涉及#只在)课程设置*板块中提出#)大学英语课程

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要求

教师在课程设计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

'#(

& 从这里的描

述来看#)工具性*落实于)语言基础*#而)人文性*落实于)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

两者兼顾的课程统一于)素质教育*& 这一表述无疑直接导致将)工具性*等同于听%说%读%写%译技能#

将)人文性*等同于开设人文类课程的狭隘认识&

+要求,出台 2 年以后#教育部启动新一轮大学英语改革#+指南,的征求意见稿进入公众视线& 它

增设)课程定位与性质*板块#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

文性双重性质*#并将)工具性*的内涵落实于语言技能和专业用途英语的培养#将)人文性*的部分内涵

落实于跨文化教育'+(

& 这一表述固然有效扩充了)工具性*的内涵#但对于充分认识)人文性*的内涵并

无裨益&

此后#究竟该如何认识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成为学界热议话题& 张绍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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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它们首先是语言性质'3(

& 的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也都提出各自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的释义#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 当作用于人与人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

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

体*

转引自',(

& 据此看来#语言的)工具性*可谓一目了然#但)人文性*的内涵却显得扑朔迷离& 可以肯定

的是#它不可能仅指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因为那样将架空了)人际交往*与)认知事物*的内容#

让它们无处安身& 此时#海德格尔"=BEH)0 JI)'IXXIE$关于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认识呼之欲出& 在他看

来#语言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没有它#人将不能)在寂静中进入这个世界#心灵封闭#错过与宇宙一

切伟大%健全事物相遇的机会*

'&(

& 在此维度下认识语言的)人文性*#看到人在)人际交往*与)认知事

物*上的主体地位#未尝不是一种出路&

由此看来#的确是语言性质直接导致语言类课程的性质#而这一性质又直接决定了语言教学的方向

与目标& 张绍杰提出应淡化)工具性理念*指导下的教学---以语言的)工具性*为侧重点和导向的教

学#而强化)人文性理念*指导下的教学---以语言的)人文性*为侧重点和导向的教学'3(

& 随着上海市

以)学术英语*为导向的+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试行$,"#$%+$出台#上述观点可谓受到前所

未有的挑战#其引发的热议持续至今& 业内人士高度关注)学术英语*这一凸显)工具性*的专门用途英

语课程是否该成为今后大学英语改革的方向& 文秋芳"#$%3$清醒指出#大学通用英语课程与专门用途

英语课程两者均具有不同的)工具性目标*与)人文性目标*#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才是大学英语教

学的挑战'2(

& 为此#广大从业者需深入挖掘两者内涵及其对教学的指导意义&

#5$人文性%的内涵及其对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理性的规约

如前所述#+指南,是在大学人文教育框架下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称)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

育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而此前的+要求,只提)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指

南,将大学英语课程纳入高校人文教育框架#不仅明确了其学科属性#还喻示它应该是人文教育理念指

导下的教学& +指南,称#大学英语课程)人文性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综合

素质和全面发展*

'+(

& 这一描述与学界对于人文教育的认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在张楚廷"#$$"$看

来#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人的教育*

'!(

& 吕晓芹"#$%,$指出#人文教育就是)人之为人的教育*

'"(

&

应当承认#大学人文教育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被边缘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并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重

视& %""! 年 %$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

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

'%$(

& 杨叔子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称#)这是十分

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富有远见的*#并提出以)文化素质*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是)现代大学之本*

'%$(

&

有专家提出#要落实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就是要实现大学本科教育制度上的转型#从以往那种)只注

重专业教育而缺乏通识教育*的本科培养模式转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的本科教育模式#

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一定比例的通识课程'%%(

& 在此视角下#大学英语课程的开设无疑是落实人文教

育的举措之一&

诚然#如何在人文教育框架下落实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应

该看到)人文性*对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理性的规约& 如果说#相对于)工具性*而言#语言的)人文性*并

非存在共识#不妨大刀阔斧地从人文学科教育所具有的无可争辩的)人文性*这一视角予以理解#挖掘#

探索中国外语教育中被疏离已久的价值理性取向& 一个不容忽视%也不容被黑白颠倒的事实是#无论国

家如何号召实施素质教育#包括大学英语教育在内的中国外语教育在实践上贯彻的多还是)工具论*#

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4#$#$ 年$,都承认真正推进素质教育非常困难& 在此

意义上#素质教育还真成了有人跃跃欲试想要揭下的)遮羞布*& 只是#如果连)羞*都不遮了#大家都在

)工具论*的旗帜下跳舞#我们还是人吗0

应当刻不容缓地指出#以人文教育为内核的这种价值理性是应对全球化时代种种工具理性急速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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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人的异化持续增强的希望所在& 法兰克福学派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工具理性牢笼的批判在资

本主义进入全球化发展的当下同样具有警示意义& 在此前提下观照大学英语课程)人文性*的丰富内

涵#既是对教育这种社会行为价值理性的坚守#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切实说来#坚持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就是要坚持在人文教育理念下确立教学目标和教学要

求#在人文教育理念下进行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在人文教育理念下组织教学和进行教学评价

与反思& 在教学理论层面#+要求,和+指南,都提出的个性化教学也是人文性教学的体现& 王守仁

"#$%,$指出#+指南,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课程设置%教学评价等中观层面#还是在课堂教学这一微观层

面都体现了个性化教学'%#(

& 遗憾的是#+指南,目前对)人文性*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人文性*的

主要表现就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指南,称#)就人文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

文化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除了学

习%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或专业之外#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对中外文化

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其实#这里既提到了语言的)人文性*中最显著的一面---语言

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提到语言教学的奥妙所在#指出语言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换而言之#在培养

听%说%读%写%译这些工具性目标的同时何尝不需学习文化0 反过来说#跨文化教育何须必得通过)跨

文化交际*类课程0 要求中国学生学习职业英语或学业用途英语难道不需进行跨文化教育0

总而言之#在人文教育视野下审视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实质上是切实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4#$#$ 年$,中素质教育目标的起点#一旦将)工具性*与之有机结合#素质

教育之路就在脚下& 如果说)素质教育*在此之前或多或少是)遮羞布*#甚至)皇帝的新衣*#不妨从现

在开始%从自身开始%从每一堂课开始与)工具论*决裂#彻底消解长期以来大学英语四%六级水平考试

对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实际操控#敢于面对各级领导对四%六级通过率的过分关心#敢于甩开各大出版

社提供的教学课件#潜心钻研教材#积极主动地加入以研助教的团队#改变大学英语老师上课多%科研少

的现状#全力以赴帮助广大学子走出虽然有心学好英语#但苦于信心不足的困境#把被动应付型的大学

英语课堂变成具有生命力的课堂#给 #% 世纪中国的接班人提供)优质外语教育*&

+5$工具性%的内涵及其误区

+指南,虽对)人文性的核心*有所描述#但对)工具性的核心*却缄口不言& 对)工具性*内涵的认

识只能从以下表述中略见端倪#)就工具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是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提升和拓

展#主要目的是在高中英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大学英语的工具性也体

现在专门用途英语上#学生可以通过学习与专业或未来工作有关的学术英语或职业英语#获得在学术或

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能力&*

'#(

据此看来#如果一定要描述所谓大学英语课程)工具性的核心*#并套用)人文性的核心*所采用的

句式#就可能是类似这样的表达#)工具性的核心是以语言应用能力为本#弘扬语言的实用价值#注重语

言的综合应用能力和服务于专业发展%职业发展的需要&*显而易见#这样的描述将会是可笑的#因为人

的主体性在此缺席了& 无论多么强调语言可以并应当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都无法改变人是语言

活动主体的根本事实& 如果说国家的需要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的需要是经济意义上的#人的需要才是

教育意义上的& 张楚廷指出#)教育既不是经济本位的#也不是政治本位的#而应是人本位的&*

'!(

如此#+指南,之所以无意说明)工具性的核心*#是因为)工具性*实乃可谓实现广义上)人文性*的

工具#无)本*可言#其满足的种种实际需要都必将指向)弘扬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

这一真正的核心& 只有认识到)工具性*存在的理性服务于)人文性*存在的价值理性#大学英语课程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逻辑关系才得以明了#大学英语教学才不会迷失指南针&

假设)西药治标#中药治本*这一命题成立#)工具性*就是大学英语课程的)标*#)人文性*才是大

学英语课程的)本*& 有效的大学英语教学作为)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应该是)标*)本*兼治

的教学#是)工具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的教学& 余下的问题只该是#如何)标*)本*兼治& 学校平台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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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生来源不同%学生入学水平不同%教师综合素质水平不同等等诸多因素都直接影响大学英语教学

)费时低效*问题的)标*)本*兼治& 当前改革对)学术英语*的重视可谓治)标*意义上的新举措#在上

海这种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试行#或可会有喜人成绩#但治)标*同时不能忘记治)本*& 有学者

提出#全球化的挑战要求大学英语改革的方向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工具论*#并以许国璋先生的文

章作为强有力证据'%+(

& 说起来#许先生当年"%"2!$提出外语教学方针关系到国家利益#将新时期外语

教学的任务概括为)以外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的时候#语气是谦恭#或不太

肯定的#因为他接着补充了一句#)如果这一概括是正确的话*

'%3(

& 与此同时#他旁征博引了各国人士

在政治学%语言学%教育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建树并进行了论述#对国门被迫打开以来的外语教育历

史如数家珍#并以鲁迅为榜样作结& 换而言之#许先生之)以外语为工具*远非旨在工具#而是在广阔的

人文视域下谋求这一工具所能成就的一切#与当前落实于)学术英语*的)工具论*不可同日而语& 声称

要以许先生方针为当下方针的专家屡屡连许先生文章的标题都来不及看清楚!

!

#很难说全面细致地把

握了许先生的深意& 于学问#于社会#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若缺乏了价值理性的约束和导向#后果都不

堪想象&

应该强调#+指南,在人文教育视野下提出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绝不等于支持)外语工具论*&

罗益民"#$$#$指出#)工具论*---)把外语仅仅看成一种工具并作为外语教学的指导思想的论

调*---严重危害我国外语教育#直接造成了高校外语教育的)费时低效*

'%,(

& 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外

语工具论*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上的)外语工具论*---把外语仅仅看成

一种有利可图的工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这种庸俗)外语工具论*极速膨胀#并与教育体制内

盛行的)外语工具论*达成某种共谋#最终造就出一条畸形发展%让人欲哭无泪的外语教育产业链& 以

大学英语四%六级水平考试为例##$ 世纪 !$ 年代出台时可谓波澜不惊#影响仅限于高校内部& 随着市

场经济的兴起#它被嗅出无限商机#终于在某日造就出一个硕大无朋的产业链#即使在考试合格证书与

大学毕业证书脱钩以后#依旧强劲地操控着产业链上每一个螺丝钉的生命#甚至挫伤了很多人学好英语

的自信心#更不用提它还滋生了)代考*%电子作弊工具等非法业务& 若非外语的)工具性*被相关部门

的工具理性思维无限放大#一场原本旨在促进学生努力提高自身英语水平的标准化考试不至于成为从

学生%教师到校长都无一能幸免的枷锁& 时至今日#专门用途英语系列考试已粉墨登场#而国家英语能

力等级考试也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且拭目以待#并祈祷两者未来发展之路不会重复毁誉参半的大学

英语四%六级水平考试之路&

必须承认#工具理性左右下的高等教育是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现象& #$$! 年)第三届世界比较教育

论坛*上#时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的索迪安"MEB)0 ?(N')I0$教授称#世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让绝大多数国家大力推进)工具性教育*的发展#只强调特定技能#而忽视其他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的内容'%&(

&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工具性教育*尤其显得迫切#因为全球化发展首先是经济全球化

发展#需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方可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 就中国而言#随着近年来综合国力的

提升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曾经压倒一切的工具理性似乎正逐步让位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理性& 党

和国家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和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规约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中的

中国有意以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增强国家软实力& 与此同

时#拒绝)工具性教育*的人文教育思想传统重新得到重视#在此理念下的大学外语教育也明确回到大

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与)工具性*有机统一的格局#提倡将)工具性*统一于)人文性*的大学英语教

学& 认清大学英语教学的服务对象始终是人而不是物#广大从业者在应对新挑战的时候就不必担心英

&#%

!

!

5蔡基刚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学工具与素质之争的意义,"#$%$$一文的第 %! 条参考文献中将许先生文章的原标题+论外

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误写为+论外语教学任务的方针,#还将原本是)& 4%,*的起止页码误标为)& 4%3*& 他在+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我

国外语教育政策调整---大学英语教学!向右还是向左0,"#$%3$一文中援引同一文献时#依旧沿袭了此前错误的标题#还将起止页码标

注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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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成为各专业的侍从#不必害怕自己沦为侍从的侍从#就能以新的热情投入到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

展为目标的大学英语教育&

35结语

世界全球化发展对于国家%社会%学校%个人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大学英语教师在此新形势

下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借机提高自身综合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成为当务之急& +指南,在)教师发展*板

块对高校和教师也都分别提出了要求#特别提出要确立)终身学习%做学习型老师的理念*#将不断学习

和主动参与教学研究%教学改革作为教师自身发展的主要途径#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 如果不

能正确认识自身从事工作的性质#教师自身发展则无从谈起#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 相反#充分意识到

在大学人文教育视野下审视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认识到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受

制于语言性质本身#认识到大学英语课程性质只能是两者的有机统一#方可切实思考%挖掘)工具性*与

)人文性*的内涵及其对教学的指导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英语教育对国家%社会%学校%个人都至关

重要#广大从业者不妨大力学习屈原夫子的精神#共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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