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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自盛式裸 堂教学模 式中教师角色探微
’

口龚 嵘

提要
:
教学模式的 变革意味着教师角色的转型

。

本文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理论依据
,

提 出自主式课堂教学是学

习者
、

教师
、

任务与材料等多因素的动态协调过程
,

确立 了教师在该自主学习体系中的学习中介者角色
。

根据

Fe ue rs tei n 、

W illi
a m s 、

Bu 记 en 等学者关 于中介理论的研究
,

本文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教师如何 以 学生为核心 中介

协调课堂情景中的 多重交互关 系
:

学习者。学习任务
、

学习者。学习材料
、

学习者“同伴
。

该教学反思针时自

主学习模式中实际问题
,

是相关教师行动研究的重要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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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教师角色问题的提出

近年国内外语自主学习的研究十分活跃
,

主要集中于两方面
: ( l) 介绍国外相关研究成

果
,

包括自主性概念
、

理论依据
、

实践情况及其对中国教学的启示 ( 华维芬 200 1; 魏玉燕 200 2;

何莲珍 200 3 ;邓鹏鸣 2创又 ;戚宏波 2 0( M ) ; ( 2 )对中国大学生外语学习 自主能力的现状调查与

开发培养的实证报告 (王笃勤 2 (X] 2; 徐锦芬等 2 0( 只 ;高鹏
,

张学忠 200 5; 张殿玉 20() 5 )
。

上述

论文证明了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但主要 以学习者为研究重心
,

探讨学习者必

备的自主学习策略
、

能力及其培养过程
,

而对教师角色缺乏细化探究
。

事实上
,

强调学生 自主

并不意味着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弱化
。

尤其当前自主学习尚处于
“

后摄自主

学习
”

( re ac t iv e a u to n o m y ) ( U t t l e w o o d 19 9 9 )这一初级阶段
,

学生更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性与促进

性参与
。

随着课堂主客体式权力关系发生变化
,

教师走出多年熟悉的
“

知识传授者
”

角色后将

承担什么新职责 ? 许多教师对此不无困惑
。

正如全国大学英语研究会关于
“

大学英语教师素

质问题
”

的调查表明
,

多数受试 ( 教师 )对
“

学生为中心
” 、 “

外语教学关键是学
”

等理论持认同

感
,

但实践中不知如何体现 ( 夏纪梅 200 2 )
。

因此
,

教师角色转型是推广外语 自主学习的挑战

之一
。

本文拟对大学英语自主式课堂教学中的教师角色行为进行理性思考与微观探析
。

,
本项研究成果受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基金项 目资助

,

项 目基金号 Y印12 71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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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自主式课堂教学模式的运作理论

庞维国 ( 200 1) 将 自主学习定义为一种学习方式 :
建立在 自我意识发展基础上的

“

能学
” ;

建立在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基础上的
“

想学
” ; 建立在学生掌握了一定学习策略基础上的

“

会

学
” ;建立在一直努力基础上的

“

坚持学
” 。

New m an n( 19 9 1
,

参阅钟启泉等 2 0 01 )认为学习方式

是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方式
。

因此可将自主学习看作教与学的组合概念
:
对学生而言

,

自

主学习是以发展为本的高品质学习方式 ;对教师而言
,

它又是一种
“

学生为中心
”

的现代教学

模式
,

涵盖所有倡导并有效促进学习者自主的教学策略
、

实践与环境
。

自主学习方式灵活
,

课

堂内外均可开展
。

课外自主学习常见形式包括主动预习复习
、

独立制定并实施学习任务
、

独立

选择学习资料
、

自我监控与评估等
。

课堂自主学习包括无声自主学习与有声自主学习 ( H ol ec

19 8 5
,

参阅张彦君 20 0 4 ) :
前者指在教师控制下的个性化学习行为

—
全班接受同样的讲座

,

不同的学生依据各 自的需要
、

经验与学习方式获取不同的知识 ;后者指学生主动提问或表达
,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活动
。

本文所提出的就是这种以有声
、

无声自主学习为主的 自主式大学英

语课堂教学模式
。

广义的自主学习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心理学
、

社会文化认知观
、

社会建构主义
、

信息加工论

等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的学习方式
。

本文论及的自主式教学模式则是自主学习方式的课堂

体现
,

其运作机制属于典型的社会建构主义模式 ( Soc ial Con s
tru ct ivi st Med el )

。

社会建构主义

( 吴庆麟
,

胡谊 200 3) 强调
,

知识是客观事实的主观内在表现 ;知识不仅通过个体与物理环境的

相互作用
,

还通过社会性的相互作用得以构建
。

对学生而言
,

这种构建并非真空中的个体认知

发展行为
,

而是发生在课堂内外的特定环境中
,

是学生与教师或同学社会互动的结果
。

在自主

式课堂环境中
,

学生 以教学主体身份全人 ( w h ol e p e r s o n) 参与整个学习过程
,

借助必要的语言

输人与学习任务
,

调用自身认知经验与学习能力主动理解
、

诊释与构建知识
。

可见
,

有效的外语课堂自主学习是学习者
、

教师
、

任务与环境等多因素的动态协调过程
,

是

师生 / 生生互动中产生的语言知识构建过程与 自主性发展过程
。

它既突破了注人式教学重语

言点传输与被动积累的唯知主义狭隘
,

也超越了经典交际法偏重语言意义与交际功能
、

忽略系

统学习形式与结构的弊端
。

自主式教学模式中的课堂活动是认知与情感的融合
、

形式与意义

的统一
、

知识获取与学习能力培养的并重
。

3
.

自主式教学模式中教师角色定位

3
.

1 教师课堂角色制约因素

教师课堂角色行为取决于教学机构管理运作
、

社会文化背景
、

教师教学观与个性特征
、

所

用教学法等多种教学环境因素 ( Ri ch ard
s & 助ck ha rt 20() 0 )

。

其中
,

教师教学观的形成与教师

自己作为学习者的经历以及作为教师的在职经验不无关联
。

同时
,

四
、

六级等重大考试的考题

形式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仍有一定反拨作用 ; 而在以生为本的现代教学中
,

学 习者因素 ( 班级

大小
、

认知风格
、

动机
、

情感
、

现有语言水平
、

学习观念等 )对教学法与教师角色的影响也很明

显
。

各种教学环境因素交错作用
,

直接或间接制约着教师的课堂角色 (见图一 )
。

3
.

2 教师角色转换
:
从知识传递者到学习中介者

3
.

2
.

1 促成教师角色转换的内
、

外部环境因素

目前我们处于 自主式教学模式推广初期
,

诸多内外部环境因素使教师角色转换成为必然
:

其一
,

教师已做好角色转换的心理准备
。

注入式外语教学模式中
,

采用
“

讲解一练习
”

单一教

学法
,

课本是知识载体
,

教师充当知识的传递者 ( t ra n s m itt e r )
,

学生的学习过程则成为被动接
·

17
·



图一
:
教师课堂角色制约因素

受
、

机械记忆语言事实的过程
。

众多教师已对这种
“

教师辛苦
、

学生郁闷
”

的低效教学方式产

生质疑
,

并随着自主学习理念的推广开始理性反思个人教学观
。

其二
,

随着
“

立体化
、

网络化
、

个性化
”

教改的深化
,

教师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教学决策空间
,

教师在尝试多元化教学手段的同

时
,

也开始体验自身角色的变化
。

其三
,

我国尊师重教的传统教育观十分深厚
,

任何高度的学

生自主性都不会改变教学中的教师主导地位
。

师生双方都期望
,

教师在摈弃
“

知识传授者
”

角

色后
,

以某种新的指导角色出现
。

3
.

2
.

2 教师作为学习中介者的理论依据

Kr as he n
的输人假说将二语习得看作可理解性输人环境中的自然习得过程

,

教师的作用仅

限于提供优质的语言输人
。

该假说忽视了语言学习的认知发展性与语言应用的互动性
。

事实

上
,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
,

有了学生 自主性
,

有了丰富的语言材料
,

教师就可高枕无忧了
。

从社

会建构主义视角看
,

课堂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在互动式教学环境中积极构建知识的过程
,

教师作

为主要互动对象对学生个体的知识构建过程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者( me di ato
r )作用

。

中介理论 ( t h e o ry o f m e d i a t io n )最早由 Fe u e rs t e i n ( 一9 80
,
19 9 1

,

参阅 W il l i a m s & B u rd e n

2 0 0 0 )提出
,

认为儿童的学习离不开父母
、

老师的干预
,

需要这些有重要意义的学习中介者提

供合适的刺激并干预儿童对刺激的反应
。

F eu e rs te in 的中介理论强调教育者在学生认知
、

情感

与社会化发展中的单向主宰作用
,

却忽视了中介过程本身的双向互动性以及学 习者本人的参

与贡献
。

W ill ia m s & B u rd en (2 0 (X) )在充分考虑中介对象 (学生 )能动作用的基础上
,

进一步诊

释了教师作为中介者的职责
:
在于赋予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 ( e m pow eri ng ) ;在于协助学生获取

并有效处理语言材料 ;在于师生互动 ;在于学生对教师中介意图的理解与反馈 ( re ci p ro ca ti ng )
。

可见
,

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的职责单一
,

而学习中介者则是多元整合的角色
。

上述这些教

师的中介作用是自主式课堂教学模式成功运行的保障
,

在培养学生语言水平的同时
,

不断提高

学生 自主学习意识与能力
,

为终身教育打下基础
。

4
.

自主式课堂教学中教师中介行为微观剖析

自主式课堂教学中教师中介行为是个宽泛
、

复杂的行为综合体
,

包括引起
、

维持并促进学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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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自主学习的所有教学行为与管理行为
。

Fe u ers tei n
归纳了 12 项教师中介特征 ( 参阅 W ll

-

h am
s & Bur de n 2 00() )

,

主要包括
:
帮助学生认识学习任务的意义与超越当前 目的

,

帮助学生产

生胜任感
、

确立 目的
、

控制自身学习行为
、

寻求挑战
、

认识变化
,

使学生懂得共享合作
,

并积极培

养个性与团体归属感等等
。

笔者认为
,

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可从教学内容
、

教学法
、

任务设置与

实施
、

课堂微环境因素等多方面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中介
。

也就是说
,

教师应以学生为核心中

介协调课堂情景中的多重交互关系
:
学习者。学 习任务

、

学 习者。学习材料
、

学习者。同伴

( 见图二 )
,

最大限度提高自主式课堂教学的效率
。

4
.

1 对学习者。学习材

学学习任务务

材材料料料 }司伴伴

图二
:
自主式课堂交互关系

料的中介

教材作为 自主式课堂

环境中的核心学习资料
,

不

仅是教师授课的
“

教本
” ,

更

是学生选择学 习和 自主处

理的
“

学本
” ,

学生与教材之

间存在直接互动关系
,

而教

师则 是该互 动过 程的重要

促进者
。

若使用得当
,

教材

对学生有多层意义
:
教材可

作为一种威权性
、

可及性学

习工具
,

推进学习进程并使

其趣味化 ;教材也为学生提供了明晰的学习框架
、

内容与顺序 ;教材还可增添学生的自主性与

控制感 ( Ri ch a rd s 200 1 )
。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
,

我们发现英语教材在不少学生眼里只是词汇与

语法的载体
,

他们从中获取的知识仅限于孤立
、

静态的生词与结构
。

为帮助学生与教材之间形

成更深层次的互动
,

培养学生 自主挖掘教材学习价值的能力
,

教师有必要从课文的教学目标设

定
、

知识呈现方式
、

练习设置实施等方面介人学生对课本素材的处理过程
。

这里笔者针对学生

与材料互动过程尝试提出三条中介原则
:

4
.

1
.

1 复合式学习 目标确立原则

为促进学生语言知识
、

人文素质与自主学习能力全面发展
,

教师应根据课文内容设立认

知
、

情感
、

能力
、

素质等以学生为行为主体的多重教学 目标
。

比如
,

针对(( 大学英语全新版综合

教程 ( 3 )》的 U nit s
,

Te xt A
“W r i t ing Th re e Th an k

一

yo u Le tte rs ” ,

设立复合教学目标
:

( A ) 文化认知目标
—

了解美国感恩节文化渊源及其对美国人价值观的影响
。

( B ) 外语知识训练目标
—

结合课文内容
,

观察
、

学习
、

运用相关核心词与表达法
。

( C ) 情感训练目标
—

学生围绕
“

感恩
”

话题展开讨论
,

培养合作参与意识
。

( D) 自主学习能力训练 目标
—

通过听讲
、

笔记
、

师生对话
,

培养对输入信息的接受
、

加

工与生成策略
。

( E ) 人文素质培养
—

深化尊敬师长
、

珍惜亲情等社会价值观
。

教师要向学生明述学 习目标
,

达成共识
,

使学生课堂行为具有明确的 目标导向
,

提高学习

动机
。

4
.

1
.

2 双向知识呈现原则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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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传统教学中的
“

一言堂
”

式知识呈现
,

自主式课堂中的知识呈现是师生双 向动态

的
,

可克服
“

知识移植
”

的机械与死板
,

指导学生从课本掘取相关新信息并不断完善自身语言

与文化的认知图示结构
。

双向式知识呈现行为可通过两种方式构建学生与学习材料之间的互

动桥梁
:

( A ) 输入加工式 :
教师在介绍课文文化背景或示范词汇用法时

,

有意识引导学生掌握有

效信息处理策略
:
仔细倾听

、

选择性注意
、

记笔记
、

推论揣摩
、

归纳总结
、

标记疑问等
。

这样
,

学

生在听课时
,

与教师呈现的知识形成无声的互动
,

积极处理输人信息
,

在个人原有知识结构基

础上不断构建
,

从而提高课堂无声自主学习的质量
。

( B ) 师生对话式 :
对话式知识呈现是一种有声自主学习形式

—
课文充当师生对话的文

本
,

教师围绕语言知识点
,

以提问形式设定交际语境
,

学生在回答问题中进行操练
,

教师及时纠

正语言错误
。

这样
,

教师寓讲解于提问一回答之中
,

学生也对 自己 自主获取的知识进行了检

验
、

巩固与运用
。

4
.

1
.

3 课本延伸原则

教材是预设的学习资料
,

对学习内容与步骤计划都有一定的控制
。

而 自主式课堂的开放

生长性鼓励学生广泛涉猎课本外的学习资料
。

而且
,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

外语教学不只是语言

技能训练
,

更是
“

某种教学内容的教学
”

( 肖礼全 20() 4 )
。

因此
,

教师需进一步介人学生对课外

学习资料的获取
、

处理过程
。

《全新版综合教程》的每个单元均设一 主题
,

学生通过课堂学习

初步建立与主题相关的文化认知结构后
,

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联想
、

比较并发现相关知识空

缺
,

利用网络
、

图书馆报刊
、

原版影碟等多媒体资源查询相关内容的语言素材
。

这些素材作为

开放性文本资料
,

学生在教师设问
、

作业指导下进行自主学习
,

丰富主题内容
。

4
.

2 对学习者。学习任务的中介

自主式课堂环境下的学习任务是师生/ 生生互动的界面
,

有双重 目的
: 通过练习巩固新知

识
,

在交际运用中进一步自我发现
,

提高语言能力 ;通过以学生为主的课堂学习活动调节学生

学习行为
,

逐步消除依赖性
,

培养自主能力
。

教师对
“

学习者。学习任务
”

的中介作用表现在

对任务设置
、

实施与评估方面
,

也体现于对任务主体 (学生 ) 的管理
。

4
.

2
.

1 设置切实有效的学习任务

为保证学生从课堂活动中获取最大的收益
,

教师选择或设计课堂学习任务时
,

要把握任务

素材
、

结构
、

步骤的难易度与适切性
,

突出任务的互动互惠性
、

多元灵活性
、

开放生长性
。

( A ) 互动互惠性 :
师生同为一个交际活动的两个主体

,

在课堂互动中形成
“

学习共同体
”

(钟启泉等 200 1 )
,

共同建构
,

教学相长
。

( B) 多元灵活性
:
教师充分考虑学生认知

、

情感方面的差异
,

合理利用书本
、

网络
、

视/ 音

频等多维学习资源
,

灵活设计学习者为主体的课堂任务
—

双向呈现型
、

策略发展型
、

情感激

励型
、

技能运用型
、

反馈评估型
、

协作型
、

独立探索型等
,

营造知识构建的最优化活动环境
。

( C ) 开放生长性 :
学习任务不仅围绕课堂教学内容

,

更具备课外延伸性
,

以便建立课内外

学习活动的链接
,

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

个性化发展所需语言技能提供充分生长空间
。

此外
,

教师还可引导学生适当参与任务的制定
,

对任务的 目的与内容进行协商
,

以此鼓励

自主性的发展
。

4
.

2
.

2 学习任务的成功实施

教师对任务的呈现方式
、

不同活动的安排顺序
、

学生的配合是学习任务成功实施的只大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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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要确保学生了解任务的目的
、

要求及其个人价值与长远意义
,

因为个体学习者越是

意识到某学习任务的重要意义
,

越能激发 自己努力坚持圆满完成任务的内动力
。

然而
,

习惯教

师灌输的学生难免对自主性活动产生困惑甚至抵触
,

导致师生意图失配
。

这时
,

一方面可通过

学生协商参与任务设置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失配 ;另一方面
,

教师在呈现任务时
,

须避免繁

琐的指令或空洞解释
,

可以借鉴 Willi
a m s & B u rd en ( 2 0( X〕)设计的任务表填写活动 ( 见表一 )

。

帮助学生思考任务的能力要求与目的
、

了解教师意图并做出反馈是一项重要的教师中介特征
。

表一

A e t iv i ty (活动内容 ) 1Wh y 1 D id l。 (活动意义 )

第二
,

在活动顺序安排上
,

遵循从简易

到繁难
、

先输人后输出
、

从控制性练习到有

意义的 自由交流的原则
:
学生首先在双向

呈现活动中获得静态表述性知识 ( d ec lar a -

tiv e kn ow 卜dge )
,

再通过针对性练习进行新旧知识链接从而转化为动态的过程性知识 ( p ro ce
-

du ra l kn ow le dge )
。

学生因此得到充分的机会逐步完成语言认知技能的习得过程
,

为将来进人

语言运用的自动化阶段打下基础
。

同时
,

不同活动对学生 自主性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

低 自主性

活动应先于高自主性活动
。

第三
,

教师可根据课堂气氛需要与时间允许情况
,

灵活穿插无特别语言学习目标的情感型

活动
,

提高学生的兴趣与自信
。

还应安排一定量的策略发展型活动
,

学生的配合态度与自主学

习策略的掌握都是任务完成的质量保障
。

4
.

3 对学习者。 同伴的中介

协作学习 ( 同桌或小组活动 )是课堂 自主学习的一个重要平台
,

便于学生共享资源
,

在同

伴交流中构建个体知识
,

培养自主性
。

教师中介职责在于创造有利的微环境
,

铺设语言输人 /

输出通道
,

保证学生在协作学习中有更充分的行为参与
、

情感参与
、

认知参与和社会化参与
,

提高有声自主学习效率
。

4
.

3
.

1 小组任务类型的设置

教师在设置合作任务时
,

不仅要考虑话题的趣味性
、

课文相关性
,

还要顾及任务的类型与

步骤是否有助于提高语言输人 / 输出量
。

R ca & Dou gh ty ( 19 85 b
,

参阅 El lis Z侧刃 )对任务类型

与学生参与模式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

发现规定性信息交流任务 ( re q ui re d
一

info rm at io n e x -

e h a
鳍

e ) 比选择性信息交流任务 (叩 t io n al
一

info rm
a t i o n e x e h a n g e )能导致更大量的意义协商

。

因

此
,

教师布置小组讨论任务时
,

对讨论结果要有明细的规定
,

要求每组对规定获取的信息作 口

头或书面汇报
。

明确的目标导向推动学生参与
,

增大了讨论中的信息交流量
,

学习者个体也因

此获得自主构建的更大空间与语言素材
。

4
.

3
.

2 小组成员组合

分配组员时
,

注意不 同语言水平的混合搭配 ( m i x e d 卿
u p i n g )

。

PO rt e : ( 19 8 6
,

参阅 E ll i s

2(拟〕)研究发现中等语言水平者能从高水平者那里获得更优质的语言输人
,

而高水平者同时

也可得到更多输出练习的机会
。

混合能力小组还能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带头作用
,

在互相感

染启发中
,

组员的集体归属感与荣誉感也得以加强
。

4
.

3
.

3 中继语输入质量控制

小组讨论中
,

当一位发言的学生利用输出机会促进自身中继语发展的同时
,

其余成员则面

对不完美的语言输人
。

为减少来自同伴中继语输入错误的负面影响
,

教师应对各小组流动观

察
,

随后纠正错误 ;或指派水平较高组员充当质量监控员
,

记录错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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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后续教师行动研究任务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中介协助下
,

进行知识构建
、

自主能力培养与情感体验

的过程
。

宏观的教师中介作用在于组织短期系统的学习者培训
,

或长期的策略嵌人式教学

( s tra te gy
一

ba se di ns tru cti on )
,

培养元认知知识
、

学习策略
、

自我管理等终身学习所需的自主能

力
。

有关策略培训的研究已十分丰富
,

本文不再赘述
。

本文根据理论启示与教学经验的反思
,

从课堂情景的微观角度
,

围绕教师在学习者与学习资料
、

任务
、

同伴的互动过程中的具体中介

行为
,

提出一些设想与可操作建议
。

这些理性思考的结果只是教师行动研究 ( Te ac h er Ac ti on

R es ea rc h) 中的第一环节
—

即所谓
“

行动反思化
”

( 阮全友等 200 5 )
,

下一步需合作组织 以教

师课堂行为为变量的对比性实证研究
,

经实践验证
、

确立 自主式课堂环境中真正有效的教师角

色行为
—

即所谓
“

研究行动化 ,’( 阮全友等 2 00 5 )
,

从而帮助学生逐步培养 自主型
、

探索型
、

协作型
、

研究型学习方式
,

通过学习方式的变革带来学习成果的飞跃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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