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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器和合：构建一个“平衡式”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①

章晓宇
（湖南女子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针对当前我国外语界存在的“费时低效”等问题，以及学界关于“通用英语”与“学术英语”的争论，提出构建
一个“平衡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以期达到具有层次性、针对性、丰富性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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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是大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它不是读写和视听课程的简单相加，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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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然而，纵观我国高校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状况，课程开设单一的局面却普遍存在。近年来，尽管学

界在改变一切以四、六级考试为指挥棒的应试教学倾向、加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等方面作了

很大的努力，但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仍存在一系列问题，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设计

与研究工作的滞后。因此，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为纲领，不断推进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改革，理应成为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重点和热点。

１　“通用英语”与“专用英语”之争
从“中国知网”搜索与“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相关的文献，共可查到３００余篇研究论文，研究主要集

中在如下四类：其一，将通识教育理论融入到大学英语课程的研究；其二，从“用”语言的功能性角度分

析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尤其集中在对ＥＳＰ课程设置的探讨；其三，将国外高校与我国高校的大学英语课
程设置进行比较研究；其四，对大学英语后续课程设置的研究。

四类研究，其侧重点完全不同。第一、二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争论之上，即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是应侧重“人文性”，还是应侧重“工具性”。而后两类研究，无论是将国外高校的 ＥＳＬ
课程体系与我国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比较，还是指出我国现阶段英语教学缺乏后续课程的尴尬局面，这

些研究一旦落实到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实践之处，则最终仍将面临“通用英语”与“学术英语”之争，即

“工具性”与“人文性”孰重孰轻的尴尬局面。

事实上，将通识教育理论融入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研究其依靠的理论主要有两点。其一，大学英语

在本质上属于文科类课程，其课程属性表明强调大学英语教育的人文性内涵是回归课程本质的一种表

现；其二，教育部２００７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我国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全面
提升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使学生能够使用英语进行有效交流与沟通，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文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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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１］。因此，强调通识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其主要目的是想对当前大部分高校过于强调

语言教学的工具性功用进行纠偏，从语言人文性的角度重新构建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这一研究的热度

主要是集中在２１世纪的头一个１０年。
而从需求理论角度分析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尤其对ＥＳＰ即“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设置的探讨则主要

集中在近两年。如，张雪红２０１４年的博士论文《基于中国情境的大学 ＥＳＰ课程模式与建构》便是从专
门用途英语的性质研究入手，提出我国的大学英语课程应是一个大学 ＥＳＰ课程体系；蔡基刚教授２０１４
年１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了《从通用英语到学术英语———回归大学英语教学本位》、３月在《外
语教学》发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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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文

认为通用英语基本上在中学已经完成，目前已是回归到“大学英语教学本位”［２］即“学术英语”时候了。

可以说，ＥＳＰ的教学理念近年来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刘润清教授也直
言：“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将是２１世纪英语教学的主流。”

面对这两派之争，著名学者文秋芳试图从理论构架、主要误区中发现问题，最终提出建立一个“通

用英语与专用英语两大模块并存的新大学英语教学体系”，以达到“工具性目标与人文性目标同时兼

顾”［３］。著名学者王守仁教授也认为，“坚持科学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观，要认识大学英语课程兼有工

具性和人文性的性质。”［４］笔者非常赞成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大学英语的本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兼备，

绝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片面地否定或排斥任何一个方面。所谓的“通用英语”和“专用英语”之

争，实际上就是语言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博弈，亦即“道”“器”之争。

２　道器和合：构建一个“平衡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基于上述博弈背景，笔者提出在道器和合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平衡式”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即语

言与文化平衡、必修课和选修课平衡、语言输入与输出平衡。

２．１　语言与文化的平衡
将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分为通用英语课程和专用英语课程两大模块，通用英语课程模块下设综合英

语课程体系和语言文化类课程体系两大板块，专用英语课程模块下设通用学术英语课程体系和专门学

术英语课程体系两大板块（如表１所示）。通过两大模块、四大体系的课程设置，笔者力图构建一个“体
系完善，课型多样”、语言与文化互相平衡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表１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通用英语课程模块 专用英语课程模块

　综合英语课程体系　 　语言文化类课程体系　 　通用学术英语课程体系　 　专门学术英语课程体系　

大学英语Ｉ 英美文化概论课程 口语系列课程 学术英语阅读与评价

大学英语ＩＩ 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 视听系列课程 学术论文撰写

大学英语ＩＩＩ 美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 阅读系列课程 学术英语笔译

大学英语ＩＶ 英美影视文化课程 写作系列课程 学术文献综述

口笔译系列课程

各学校可根据各自的培养目标、师资力量、学生的英语水平，提供模块当中不同类型的课程供学生

选择。如，大一以通用英语课程训练为主，教学内容可涉及人文艺术、科技发展等方面，即将语言的文化

性内涵渗入到教学之中。同时，通过通用学术英语的课程，也不忽视对阅读、口语等方面的语言训练。

大二的课程则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培养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通用英语课程，一类是用英文学习专

业知识内容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将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的通用英语课程与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学

术英语课程相结合，尽可能平衡语言的工具性与文化性。

２．２　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平衡
将通用英语课程模块中的综合英语课程体系设置为必修课程，而其他三个课程体系设置为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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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主要承载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要求，选修课承载的则是适应个性发展的分类教学。学生可根据

自身的英语水平和学习能力，选择申请免修某些自己英语水平已达到教学要求的必修课程；也可根据自

身的专业需求以及未来发展，选择相应的语言文化类课程、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如此，不但体现了“分

类指导，因材施教”的要求，而且完全符合学生要求个性化教学、分级教学的教学目标。高校应该根据

实际情况，抓住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相平衡、通用英语课程与专用英语课程相平衡的契合点，以确保个

性化教学的真正开展。

２．３　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的平衡
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率仍是现阶段每个高校非常关注的指标，大学英语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强调的

是语言输入能力的培养，这导致很多大学生虽在四、六级考试中能获得较高分数，但在阅读专业英语文

献、撰写专业英语论文等方面仍存在很大障碍。这就要求在设置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时，应更进一步强调

如何培养学生语言输出的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口语系列课程、写作系列课程、口笔译系列课程等基础型

通用学术英语课程的开设，使大一学生能具备一定的英语阅读、翻译、听说能力；另一方面，在大学二年

级开设学术英语阅读与评价、学术论文撰写、学术英语笔译等课程，更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

大二阶段的课程不但实行全英文授课，内容紧贴学生专业，而且采取实境模拟的教学方式三管齐下，学

生不但可以提高英语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而且在研读专业英文书籍、专业检索、专业英文写作等学

术能力方面的训练会得到加强。

构建“平衡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笔者认为可达到如下效果：其一，层次性。大学各个年级的英语

教学具有层次性，大一以通用英语教材为主，大二及以后以专门用途英语教材为主，层层递进，一步一个

台阶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其二，针对性。针对不同的专业，开展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中相关课程的英

语教学，将缩短大学英语和专业的距离，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学习大学英语对于获取专业知识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其三，丰富性。课程体系内容丰富，不但涵盖了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深度人文话

题，还包含了不同专业学术性、职业性内容。

３　结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明确提出，“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

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５］

显然，要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单靠通用英语或单靠学术英语都无法实现。因此，未来的大学英语课程

设计一方面要重视大学通用英语课程对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其育人的价值，同

时也要重视学术英语课程的开设，即重视学生的语言需求、重视学生语言输出能力的培养。还应根据学

生的不同水平与差异，确立多元教学目标，提供个性化学习以满足学生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道

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只要“道”“器”兼备，“道”“器”和合，大学英语教学必将开启新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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