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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英语专业教学应走出“双语”的误区，“双文化”是必由之路。从“双语”到“双文化”，是治疗学生的“思
辨缺席症”、促进文化交流、真正掌握语言以及提高人文素养的客观要求。实现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可以从增

强双文化意识、优化课程设置体系、选聘优秀师资以及开展人文通识知识讲座等途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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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２０１３年，全国的英语专业高校 ９９４所（不包括民办院校与独立学院），占高校总数的８７％。由
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英语专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所有的外语

专业中独占鳌头。但是，英语专业在高等院校出现遍地开花的局面后也涌现出不少问题。特别是２０００
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的实施，引发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改

革浪潮。许多高校打着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旗帜，几乎彻底颠覆了以前的英语专业培养模式，引发了许多

令人堪忧的问题。其直接后果是，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差、人文知识欠缺、知识面狭窄、专业认同感丧

失。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当前英语专业应该走出“双语”的误区，“双文化”是必由之路。

１　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是当前英语专业教学的客观要求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外语院系都主要侧重外国语言（英语语言）的教授，致力于培养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通晓两种语言的人）。在这个培养目标视域下，开课单位往往过分注重学生语言知识的灌输以及听说

读写等技能训练，轻视文化、文学等专业知识课程，最终造成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差、人文知识欠缺等不

良后果。语言与文化、文学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因此，英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

也必须重视双语文化的学习，从双语到双文化（ｂ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的转变是当前英语专业建设的客观要求。
１．１　治疗学生的“思辨缺席症”，必须实现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

外语专业学生缺乏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辨析能力已经是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这也引起教

育界和学术界一定程度上的关注。早在１９９８年，就有人指出外语专业学生患有 “思辨缺席症”，并进一
步指出，“思辨缺席”的痼疾不除，外语学生难有出头之日；英语专业不该办成“语言中心”；教学应该转

型，课程必须彻底改革等论断。针对学生的“思辨缺席症”，西南大学文旭教授建议将现有的“双基”教

学模式转变为以“全人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提出“教单科（外语）、育全人”的教育理念。

关于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不强的问题，文秋芳教授认为，英语专业所学内容、学习过程中的模仿、

记忆、重述等学习行为以及专业课课时量等严重影响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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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缺席症”不仅体现在英语专业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上，更集中体现在其毕业论文中。郑秀

恋、吴俊等人的问卷调查结果均表明，学生选英美文学的人数最多，分别占３０％、３９．７５％［２］。这表明，

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大类，英美文学研究因容易获取研究资料和研究切入点而备受学生亲睐。但是，学生

的英美文学论文又往往因为言之无物、内容空洞、老生常谈而广受批评。

因此，当前的英语教学不能再以“双语”模式进行，英语专业也不能按照“语言中心”继续办下去。

解决学生的“思辨缺席症”是当务之急。要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是关键。

１．２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必须实现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
根据《介绍》，英语专业的主干学科是外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但是，在“双语”培养目标视

域下，结果往往只重视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学习与训练，师生的教学仅停留在“语言”范畴，文学、文

化等课程被严重边缘化。研究表明，英语专业学生“去中国文化”的趋势也日益凸显［３］。因此，教师必

须在课堂教学中合理穿插一些必要的中国文学文化常识，帮助学生实现中西文学、文化的融会贯通。厦

门大学早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就给外文系的学生“开设了一些中文课程，如典语言学引论、文艺学概论、
中国文学史等。”［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外语热”浪潮的扑面而来，我国在与外国相互渗透和融

合进一步加强的同时，民族文化主体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当代中国更加开放的大形势

下，英语专业学生不仅要学好英语语言文学，也应熟知汉语语言文学常识。

１．３　真正掌握语言，必须实现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
学习一门语言，熟练掌握听说读写技能固然重要，但这绝非学习语言的全部。英语作为一种语言，

属于文学学科，其本体是文学、语言学、文化等核心课程群。英语专业是在文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上

构成的，离开了文学学科知识体系，专业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文化、文学以及语言学等课

程，有助于夯实语言基础，有利于开阔视野、丰富知识结构。

因此，当前“双语”模式下的课程设置不利于学生真正掌握语言。这是因为，许多外语院系都把绝

大多数课时分配在训练听说读写上。据统计，在《大纲》中，体现英语工具理念的“英语专业技能课”和

“相关专业知识课”占到了英语专业本科阶段课程的８２％。这表明，《大纲》制定者在三大模块中“重两
头轻中间”，专业知识课程既没有足够的学时保障（１５％），也没有足够的课程保证（１８％）。对此，黄源
深提出了相关课程改革建议。笔者认为，这一课时分配比例是较为合理的。一旦付诸实践，必对学生真

正掌握语言大有裨益。

１．４　提高人文素养，必须实现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
英语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本专业培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熟练地英语语言技能、厚实的英语语言文

学知识和其他相关专业知识。外语教学归根到底是以人文精神培育为目的的外语教育，应走出“语言

是工具”的误区。外语教学的本质是由语言的诸功能所决定、以文化传授为目标、以仁德教育为潜在目

的的活动。因此、要实现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必须坚持夯实基础与提高人文素质双管齐下，两者兼顾，

不能厚此薄彼。对于如何实现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问题，首先要严格按照《大纲》要求悉数开好英语专

业的专业知识课程。其次，在此基础上应着力打造文化、文学类核心课程群，培养一支素质良好的师资

队伍，建立一套完整的核心课程群网络学习考评体系。最后，以英语专业核心课程群为基础，尝试建立

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思想经典等课程核心课程群。

２　英语专业教学从双语到双文化转变的实现途径
实现英语专业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可以从增强双文化意识、优化课程设置体系、选聘优秀师资

以及开展跨人文通识知识讲座等途径进行。

２．１　增强双文化意识
要实现英语专业教学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首当其冲的是要增强文化意识。长期以来，许多人错

误地认为学外语就是学习语言知识和训练基本技能，更有人认为文化和语言学习无关，导致在实践中语

言和文化的关系被人为地剥离，最终厚此薄彼。因此，作为专事外语教学的师生而言，不能对语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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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麻木不仁，必须增强文化意识。只有这样，教师才可能用长远战略眼光制定出优良的人才培养方

案；学生也才会从中受益，达到语言娴熟、视野开阔的境界，最终学有所成。

２．２　优化课程设置体系
英语专业课程分为专业技能、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种类型，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必须紧紧围

绕这个纲，既注重夯实学生语言基本功，又注重其全面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将学生的基础训练、能力提

升与全面发展渗透到整个教学活动中去，做到４年不断线。
首先，专业技能课方面，将学时调至４０％左右（《大纲》建议６５％）。在课程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开课形式、学时可做适当调整。对于听力、阅读课程，学时太多是一种浪费，可分别在一至三、二至四

学期开设或者各安排两个学期开设。翻译、写作等课程，也可结合课堂内外做适当压缩、调整。

其次，专业知识课程方面，《大纲》建议给专业知识课程分配１５％ 左右的学时明显不够，这势必造
成开课走形式、走过场。可将学时增至３５％左右。这是因为，英语专业与其他专业的本质区别体现在
专业知识课程上。《大纲》列出的专业知识课程，绝大多数具有一定理论性、综合性、人文性，在英语专

业课程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相关专业课程方面，将学时控制在２５％左右（《大纲》建议１８％）。此模块“肩负培养复合型
人才的使命”，要在英语专业的基础上学一些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一定的学时保证成为必须。

最后，还应在选修课设置上狠下功夫。《大纲》列出的选修课以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

居多，思维、思辨能力的课程偏少。因此，在选修课的设置上应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着眼于培养学生的

思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

２．３　选聘优秀师资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导演，也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关键角色。要实现从双语到双文化转变这一目标，优

秀的师资队伍是重要保障。教师首先要目光长远，具有培养双语文化人的意识；其次要善于学习，随时

给自己充电，具备培养双语文化人的能力。再者，想方设法给教师提供外出进修学习的机会，使其开阔

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综合素质。最后，在人才招聘上，可优先考虑具有交叉学科专业背景的求职者。

２．４　定期开展人文学科通识讲座
要实现从英语专业从双语到双文化的教学目标，还必须着力开辟第二课堂。由于课堂教学存在课

时较少、教学内容偏窄、听众较为固定等不足，可以通过定期组织开展人文通识性的知识讲座培养学生

的双文化意识。讲座能和课堂教学实现优势互补，对弥补课时不足、丰富教学内容具有积极意义，是实

现英语专业从双语到双文化的建设目标的有效途径。

３　结语
英语专业教学从“双语”到“双文化”，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里的“双文化”，

不是仅指狭义的中英两种文化，而是指基于中英两种语言的两种文化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融、融

会贯通。英语专业从“双语”到“双文化”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必须以培养“双语（汉语、英语）文化（中英

两国文化）人”为目标。就必要性而论，这个培养过程也是治疗学生“思辨缺席症”、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真正学习语言以及提高人文素养的客观要求。方法上，可以从增强双文化意识、优化课程设置体系、选

聘优秀师资以及开展人文通识知识讲座等途径进行。

参考文献：

［１］文秋芳．我国英语专业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对比研究［Ｊ］．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０（５）：３５０－３５５．
［２］吴俊．关于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若干思考［Ｊ］．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６）：５６－５８．
［３］覃承华．将中国文化概论列为英语专业必修课发微［Ｊ］．钦州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
［４］杨仁敬．老冉冉修名不立［Ｊ］．当代外语研究，２０１１（１１）：１－７．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２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