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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科互动的观点定位 《阅读与写作 》课程

梁 晓 晖

(国际关系学院 英文系 , 北京 100091)

　　[摘要 ] 英文系大一新设课程 《阅读与写作 》需要进行内容 、难度及培养方向定位 ,从分析它

与各门课程的关系入手可对此课进行较为科学的定位 。首先 ,在横向上 ,一年级同期开设的精读 、

阅读 、写作各门课程之间存在着牢固的互惠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 《阅读与写作 》课程的基

本框架 。同时 ,在纵向上 , 《阅读与写作 》与高年级的相关课程如高年级写作课 、二年级文化课 、高

年文学课存在着衔接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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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英文系于 1999年首次将大一的泛读课改

建为阅读与写作课 ,使得泛读课更面向于语言的笔

头应用 ,而写作也形成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一条

龙课程 。那么 ,从泛读课转型而来的阅读课在课程

要求上与以前相比有何不同? 阅读与写作为何能够

也必须结合? 新设立的 《阅读与写作 》课程应怎样

进行内容定位 、难度定位及培养方向定位 ,从而建立

一个科学有效的课程模式以适应我院人才培养的需

求 ?本文即从其与各门课程的关系入手从理论上阐

述 《阅读与写作》课程的定位问题 。

一 、以横向联系定位

在一年级同期开设的精读 、阅读 、写作课程之间

存在着牢固的横向联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

《阅读与写作 》课程的基本框架。

1.阅读与精读的对立统一

首先 ,阅读课的前身泛读课与精读课的发展阶

段不同。长期以来有两种现象非常值得思考。第

一 ,经常有人提到这位精读教师教课什么风格 ,那位

精读教师教课什么风格 ,而我院众多优秀的精读教

师确实各有所长 ,其授课也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受到

学生的欢迎。相反 ,大家对泛读教师的授课褒奖甚

少 ,一旦提及 ,也只是谈到 “这位老师上泛读课有一

套方法。”这些反应其实都说明了一个事实 ,即精读

课在长期实践中已形成了一套相当固定的授课模

式 ,而教师们都在这个模式下尽力发挥各自所长以

有所突破 。而泛读恰恰相反 。泛读课还缺乏一个广

为接受的授课模式 ,没有一个标准 ,各位教师的授课

风格也就无从谈起 ———大家在五花八门的泛读授课

实践中正在摸索一个科学而有效的体系 。

另一种现象更需加以注意。泛读教师们一向没

有相对固定的教材 ,各系给学生加印材料最多的可

能当数泛读教师。一些依据个人喜好 、方便选取的

材料几乎占据了课堂教学的主流 。而这些材料很难

保证经过精心取舍 、专家论证 ,从而缺乏统一的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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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也就很难确保一个明晰的教学思想 。所以精

读与泛读在教学模式及教材选定上都处在一高一低

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而泛读教学也急需一个规范

体系来指导 。

其次 ,阅读与精读的模拟对象相反 。随着语言

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心理语言学的发展 ,外语

教育工作者不仅加深了对语言学本身的研究 ,也更

加关注学习者的心理因素 。这对各门课程教学的影

响都很重要 。认知心理学认为 ,青春期以后的外语

学习者(大学生)与习得母语的儿童相比是有差异

的 。儿童进入青春期后 ,控制分析和智力功能的大

脑左侧开始起主导作用 ,强于控制情感功能的大脑

右侧。由于大脑的这种变化 ,成年人倾向于过于依

赖分析能力和过于注意外语学习。这与儿童那种无

意识和自发地习得母语形成对照 。同时 ,儿童接触

语言的机会远远多于成人 。儿童只要不处于睡眠状

态便是在学习语言 ,他听父母谈话 ,与小朋友交流 ,

读随处可见的儿童书籍 ,都是在学习语言 。儿童是

在语言的海洋里泡大的 ,而外语学习者是在课堂上

有限地接触外语 。实际上精读课就是把学生当作成

人来教授的 。它针对学生已进入青春期 、开始注重

分析能力的特点 ,以语法翻译法为核心方法进行教

授 。也正是因为学生确已形成成人思维 ,无论精读

课的教学方法怎样变革 ,以注重语言分析为主的语

法翻译法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

另一方面 ,教师们都鼓励学生课下进行大量阅

读 ,这就是让学生尽量模仿儿童习得母语 ,心情放松

地大量接触外语 。也就是说这种广泛阅读模拟的对

象是幼儿。事实上我们一直所称的泛读课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泛读 ———只有课下那种大量阅读才称得

上是泛读———泛读课课上并不进行泛读 ,而是应该

指导课下大量阅读 ,所以从泛读课转称阅读课在名

称上更为贴切 ,也更利于课程定位。由泛读转型而

来的阅读课是帮助业已成年的大学生在精读授课的

基础之上转而适应模拟幼儿习得语言 。阅读课应教

授学生方法去克服在课下泛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

难 ,进入较为轻松的阅读状态。

再次 ,阅读与精读的授课重点相反 。同样是针

对文章的词 、句 、文分析 ,阅读与精读强调的重心是

相反的。在精读课上 ,词汇学习主要依赖于词汇的

语义关系 ,从词汇的上义词 、下义词 、同义词 、反义

词 、同源词的角度深刻理解词汇 。下面是北京大学

主编的精读教材《大学英语 》教师用书的两个条目 ,

是典型的精读词汇讲解模式 。

——— veryfewpesetas(1.17)

Compare:

1)(very)few:notmany(negative)

2)afew:asmallnumber(positive)

3)(very)little:notmuch(negative)

4)alittle:asmallamount(positive)

“(Very)few”and“afew”areusedwithcountable

nouns, while“(very)little”and“alittle”areusedwith

uncountablenouns.Notethat“onlyafew”and“onlya

little”arenegative, expressingtheideaoftoosmalla

numberoramount.

———Arab-memberofaraceinhabitingArabia

andNorthAfrica.

Anumberofwordsrelatedto“Arab”:

1)Arabia:n.peninsulainsouthwesternAsia, be-

tweentheRedSeaandthePersianGulf, homelandof

theArabs

2)Arabian:adj.ofArabiaortheArabs

n.anotherwordsforanArab

3)Arabic:adj.ofArabia, theArabs, ortheirlan-

guage

n.languageoftheArabs

当然 ,词汇的使用语境 、应用搭配也不容忽视 ,

这会更有益于词汇在语义关系中的把握 。

与精读课相比 ,阅读课则更强调词汇的语境关

系 ,从某一词汇形成情景词汇串的词汇关系入手来

把握词汇 ,以便复用 。在下面一段阅读课课文中 ,学

生应掌握单身及婚姻生活词汇串(画线词汇):Aska

bachelorwhyheresistsmarriageeventhoughhefinds

datingtobelessandlesssatisfying.Ifhe' shonest, he

willtellyouthatheisafraidofmakingacommit-

ment.Forcommitmentisinfactquitepainful.Th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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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 life is filled with fun, adventure, excite-

ment.Marriagehassuchmoments, buttheyarenotits

mostdistinguishingfeatures.

Similarly, coupleswhochoosenottohavechildren

aredecidinginfavorofpainlessfunoverpainfulhappi-

ness.Theycandineoutwhenevertheywant, travel

whereverthey wantand sleep as late asthey

want.Coupleswithinfantchildrenareluckytogeta

wholenight' ssleeporathree-dayvacation.Idon' t

knowanyparentwhowouldchoosetheword“fun”to

describeraisingchildren.

Butcoupleswhodecidenottohavechildrennever

experiencethepleasureofhuggingthemortucking

themintobedatnight.Theyneverknowthejoysof

watchingachildgrowuporofplayingwithagrand-

child.

对于句型 ,两种课型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精读

更注重对句型结构本身的掌握 ,而阅读则强调句型

所反映的功能。例如 Nothinginmylifehasmeantas

muchtomeasvonSauer' spraise。精读需操练句型

“Nothing(orno+noun)more”。如 “Nothingismore

valuablethanhealth.”从句型角度讲这是一个比较

级 。 “Ihaveneverreadanovelbetterthanthis.”而阅

读课则需提醒学生此句型在功能上反映的是最高

级 ,而与普通型最高级 “best” 相比它更具强调

作用。

同样 ,两种课型对文章的分析也各有重心 。精

读课主要分析个体文章结构特点 ,以深入理解此文

内容。而阅读课则要从多个各体文章结构推演到整

类文章结构规律 ,以指导课下大量阅读。例如 ,记叙

父母之爱的故事大多有一种结构模式 ,讲述人与人

交往的故事也有一个结构模式 ,而他们一起又都符

合记叙文的整体结构模式 。

纵然阅读与精读存在着种种区别 ———相对的而

非绝对的———但它们却具备至关重要的相同点:终

极目的 。它们都服务于学生的课下泛读。因为学生

课下的大量阅读是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阅读英

语的真正方式。

总之 ,与平行设立的精读课相比 ,阅读课更强调

培养学生从语境组合中记忆生词 ,从功能角度掌握

句型 ,从篇章结构规律出发阅读理解文章。

2.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

阅读与写作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决定了二者应

在授课时融为一体 。

首先 ,写作能够调动阅读的心理准备。阅读前

先布置一篇内容相关的写作任务会使学生产生关于

信息储备 、思想表达 、文章组织等多方面的困惑 ,这

时候再让学生阅读文章学生会有一种求知若渴的感

觉 ,会对原文中的信息内容 、表达方式 、文章结构极

为敏感 ,从而阅读速度及理解力也大大上升 。同时 ,

学生利用阅读中所汲取的词 、文知识再反过来修改

自己在阅读前所完成的作文会大大提高自己的写作

水平 。所以从泛读转型来的阅读课应与写作课相结

合 ,从而互相促进。

阅读与写作课最重要的结合点在于结构归纳

法 ,对于同一类型的文章进行文章结构归纳 ,会大大

促进学生在阅读中遇到同类文章的预测本领 、猜测

技能及理解能力 ,结构归纳法对学生阅读能力的提

高远胜于其他单项技能———如猜词能力 、预测下文

能力 、以意群为单位阅读的习惯———的作用 ,可以说

它是其它技能训练的基础。而这种结构归纳法对写

作课也是至关重要的。学生在初期不知道怎样下笔

写作文 ,除了在英语语言掌握运用能力上的欠缺 ,很

重要的一点是不知道英文文章的行文脉络 ,于是很

多中文写作水平很高的学生也是一到英文作文就头

疼。文章结构仿佛盛咖啡的壶 ,学生的具体思想及

表达思想的语句都是咖啡 ,没有容器再好的咖啡也

煮不出来 。而有了能够容纳表达思想的那些语句的

结构容器 ,再反过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要容易得

多。因此 ,以结构归纳法为统领可以把阅读与写作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

二 、以纵向联系定位

《阅读与写作 》作为一年级的新设课程还与高

年级的相关课程存在衔接问题 ,在这个纵向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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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阅读与写作》定位 ,可以使学生在未来的学习中

有一个良好的英语语言基础及丰富的知识储备 ,可

以使它更好地为高年级相关课程服务 。

1.与高年级写作课相配合

在二年级进行系统的作文理论传授及按部就班

的写作技能训练之前 ,应在一年级让学生有一定的

写作实践 ,从而在二年级有的放矢。

首先要对一年级学生及早进行文章结构意识的

培养 ,否则学生写出来的东西顺序零乱 ,很难进一步

提高语言的地道性。如果学生总是延用中文式构建

文章的思路或干脆没有任何文章结构思路可言 ,便

谈不上英语语言的合理使用。正如一个穿着长裤马

褂或赤身裸体的人是很难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 。可

以说 ,越早培养文章结构意识 ,学生越勤于下笔 ,语

言也越易提高。下面是一篇在讲授对比结构后学生

限时完成的作文 ,抛开个别处语言应用的不当(括

号中为改正部分),作文结构对称而明晰 ,从而思想

表达甚是清楚。例文:

IleftShanghaitoenterauniversityinBeijingthis

year.Soon, Ifoundthedifferencebetweentheroadsin

BeijingandthoseinShanghai.RoadsinBeijingare

mostlywide, straightandorderly.Theyrunparallelor

crossperpendicular.Thus, (去掉)you(首字母大写)

finditjustlikeachessboard.People(Thuspeople,但

此句最好用被动句)caneasilyfindtheirwayonthis

chessboard.RoadsinShanghai, however, areonthe

contrary(notstraight).Allofthem(They)aretortuous

exceptafewmainroads.They' renotstraight.So(去

掉)the(首字母大写)roadsarejustlikeacompli-

catedspidernet.Peoplefromothercitiesmayalways

losetheirwayinthisspiderynet, aswellasShang-

hainesethemselves.

在一年级写作训练的初期 ,还应训练学生对衔

接和连贯的认识 。连贯即文章意义上的流畅与贯

通 ,它体现句与句之间意义相互关联 ,既不无理重

叠 ,也不无理跳跃 。而衔接是作者为协助理解 、表达

连贯而使用的各种手段。学生如在这方面没有很好

的训练 ,即使到了三 、四年级写出的东西还会前言不

搭后语 ,很难清晰地展现主题思想 。

另外 ,还应训练学生在功能思想的统领下掌握词

句。以功能为核心记忆的词汇容易复用 ,而所掌握的

句子更是能够正确使用。下面是一个毕业生论文的

开头。例句:“Itisatruthuniversallyacknowledged,

thatasinglemaninpossessionofagoodfortune, must

beinwantofawife.”Thismarvelousironicsentence

cameoutattheverybeginningofPrideandPrejudice,

whichalsodefinethethemeofthenovelascourtship

andmarriage.句子虽无任何语法错误 ,但因忽略了主

要动词 define应用主句表达 ,把次要动词 cameout当

作了句子主句的谓语 ,结果本末倒置。应改为:This

ironicbeginningofPrideandPrejudiceindicatesthe

themeofthenovel-courtshipandmarriage.

总之 ,如果拿塑花瓶这个艺术过程来比喻学生

学习英语写作 ,那么一年级是教师把花瓶打碎了让

学生按原有的形状拼出来。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充分

意识并深刻记忆花瓶的细节构造 。而二年级是让学

生照着花瓶自己塑 ,是模仿的高级阶段 。到了三四

年级学生才能学习自己创造性地塑花瓶 ———在被参

照花瓶的基础上 ,加上自己创造性的思维。如果去

掉一年级写作训练这个环节 ,那么在二年级学生照

着样本花瓶自己塑时 ,就不能仔细观察并清晰记忆

花瓶的细节 ,自己塑的作品就会出现差错甚至面目

全非 。

2.为二年级文化课铺路

在二年级开设的文化课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提高

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 ,扩大知识面 ,掌握更多的背景

知识 ,特别侧重英美等主要英语国家比较深入的背

景知识。而一年级的 《阅读与写作 》课在学生阅读

习惯的养成 、文化知识的积累及文化思维方式的形

成上都为二年级文化课铺平了道路。

首先 ,二年级的文化知识需要在教师课上文化

体系教学的指导下课下大量阅读相关英美文化书

籍。而这种课下大量阅读的良好习惯来自于一年级

的阅读指导。良好的阅读习惯不是朝夕之功 ,也不

是单靠教师的严格要求逼出来的 。它的养成靠的是

一切与阅读有关的兴趣的激发 、心理素质的培养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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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技能的训练 ,而这正是以写作带动阅读的课程的

重要培养目的。

其次 ,一年级的《阅读与写作 》课程在授课中指

导学生非系统地大量涉猎各种文化知识 ,这种积累

会大大促进学生进入二年级后系统学习文化课的兴

趣 ,而这种由点及线的学习也使系统授课相对容易

接受。

再次 ,学生一进入大学课堂就具备一定文化思

维方式对以后的英文阅读是至关重要的。在 《实话

实说》的一期节目中 ,主持人崔永元与来访的剑桥

大学校长谈到了剑桥招生都要进行面试的问题 。这

时崔永元拿出一个精美的紫砂壶送给剑桥校长并幽

默地说到:“我想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参加面

试 。”在场观众哄堂大笑。同声传译译过之后校长

先生犹豫良久才意识到崔的意思。这句话实际蕴含

着一个极其中国味儿的 “关系 ”问题。中国观众因

没有文化障碍所以能立即明白 。而这位来访的英国

人尽管机智过人 ,也一时语塞 。相同的情况中国学

生在接触英文中会随时发生 ,而学生必备的从文化

角度进行阐释语言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3.为高年级文学课打基础

学生进入三四年级后课下任务量会大大增加 。

而文学课所布置的原文小说的阅读任务大多数学生

很难完成。如果在一年级的阅读课上教师有目的地

安排指导学生阅读高年级要学习的小说的简写本并

简单介绍相关知识 ,学生会在此基础上从二年级开

始就阅读这些名著的原文 ,这会为高年级的文学课

打下很好的基础 。

同时 ,一年级的阅读课与高年级的文学课实际

上形成了阅读的低高层次。阅读过程分为不同层

次 ,各个层次有机结合 ,互不分割。但随着英语水平

的提高 ,阅读者会更好地完成更高层次的阅读 。第

一个层次是对字面意思的反应 ,这是一种理解性阅

读 。但完成这一层次还不够 ,还应达到第二个层次

即对字间意思的探知 ,也就是推测性阅读 。例如:

In1865 JulesVernewroteabookentitledFrom

theEarthtotheMoon.Initthreemenandsomeani-

malstookofffromFloridaforthemooninaspace-

ship.Over100yearslatermendidblastofffromCape

KennedyinFloridaandlandedonthemoon.Thehe-

roesinVerne' sbookmadeajourneythatfewpeople

believedwouldeverbetaken.Inaddition, oneof

Verne' sbest-knownbooks, TwentyThousandLeagues

UndertheSea, tellsaboutadventuresinasubmarine.

推测字间意思:JulesVernepredictedscientificaccom-

plishmentslongbeforeotherpeoplethoughtthempossi-

ble.另外作为一个成熟的读者 ,不应该只接受信息 ,

还应该同时在脑中反映信息 ,这就要形成对字外意

思的评价 ,这就是第三个层次的批判性阅读 。例如:

“Ifpeopleworefeathersandwings, veryfewof

themwouldbecleverenoughtobecrows.”Sosomeone

oncesaid.

Thatpersonwasright.Theblack-featheredand

quick-wittedcrowsareuniqueinthebirdworldfortheir

amazingintelligence.True, sometimesthisintelligence

leadsthemintostealingandmischief-making.Butas

onefarmersaid, “Ifitisnotyourcornthathasbeen

stolen, youcannothelpbutadmiretheirskillanddar-

ing.”

OnescientistatJohnsHopkinsUniversityfigures

thatthereare320, 000 crowseachyearatonewinter

roostnearBaltimore.AnotherroostnearArlingtonNa-

tionalCemeteryhasheld130, 000crows.评判性字外

意思:theauthorsupportsthefirstpointofviewandhis

tendencycanbedetectedfromtheitalics———itisjust

toexpresshislikenessofthesespecialbirdsthatthe

authorwrotethepassage.

如果成功地达到了以上三个层次 ,读者经过训

练会根据所阅读材料的不同文体分析其语言的风

格 、与自己经历的统一点等等 ,这就形成了最高层次

的欣赏性阅读 。它与前几个层次息息相关:因为只

有真正掌握了字面意思 ,明了了字间意思 ,形成了自

己的评判观点 ,读者才能真正进行欣赏性阅读。一

年级的阅读课更针对于前三个层次的培训 ,三四年

的文学课主要培养学生欣赏性阅读的能力。但由于

阅读层次的不可分割性 ,学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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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坏地同时进行四个层次地阅读 ,一年级也应对

欣赏性阅读稍加引导 。而只有有能力欣赏所读材料

才可能成为学生坚持课下大量阅读的长久动力 。

总之 ,一年级的《阅读与写作 》课程汇合了泛读

与写作课 ,在横向上与精读课相配合 ,在纵向上与高

年级课程相呼应 ,是面向培养学生应用语言技能的

一门重要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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