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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摘 要:  作者吸取在一些英语国家大学写作教学中非常流行的同学评议法的精髓,  通过指导

学生开展小组讨论写作要点、  课堂评议学生范文以及互相批改作文等同学评议活动,  尝试

在大学英语教学的全过程中运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同学评议 

Abstract : Based on w hat is the mo st essen t ial in the Peer Respon se popu lar in co llege w r it 

ing teach ing in some English‐ spoken coun t r ies, an at temp t ismade fo r the app licat i on of 

the student‐ centered teach  ing model to the w ho  le p rocess of the co  llege English w r  it  ing 

teach ing by guiding and assist ing the studen t s in their peer respon se act ivit ies, such as group 

discu ssi on on how to write on a given top ic, classroom discu ssi on on vo lun teers: compo sit i 

on s and the co r rect i on of each other’s compo sit i on s by the studen t s them sel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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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纠错的层次而忽视了文章的内容;  而被评议者又可能希望对方详细订正作文中的错误

而不致力于把握写作中的规律性。  因此在开展学生互评作文活动之前,  教师往往会安排专

门时间对学生进行适当培训。PR  能力培训常用的形式是教师参与互评小组进行共同评议。

师生共处一组,  由一名自愿者宣读其作文,  其余人则在该作文的复印件上随手写下简短评

语。文章读毕,  师生开始讨论该文的优点与不足,  提出修改建议。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  教师

坚持让学生先发表意见并通过提问方式引导学生正确分析样文,  评议时能先看整体(b  ig  p 

ictu re)再看细节,  对有些问题适时予以点拨。  通过教师的 “现身说法”  ,  让该组的学生逐

步掌握评议的原则与技巧。 

          1 . 3 PR  方法与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写作教学 

          PR  法与  PR  能力培训在美国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这种作法

却不能机械的搬用到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  首先,  中国的大学生在英语写作方面遇

到的困难与美国大学生遇到的困难不同。  中国大学生虽然学了不少语法与词汇,  但在一般

熟练运用上尚有问题,  一些学生的英语作文中充满了语法与词汇的错误,  因此在作文评议中

必须花大力气帮助他们减少甚至基本消除语法与词汇方面的错误。其次,  学生因为是用外语

写作,  往往关注语言而忽略内容,  常常造成离题现象,  百十来词的一篇短文,  却是东一句西

一句的杂乱凑合,  叫人无从修改。第三,  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师一般教学负荷甚重,  所教班次

的学生人数偏多而课时偏紧,  使得教师无法照搬 PR  方法,  而只能吸取其精髓,  结合我国的

具体情况,  探讨新路子。 

          2 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提高写作教学效率   

          2 . 1 在学生写作之前,  分组讨论作文题目。要求学生讨论文章的主旨与行文脉络、  类

型与段落结构,  在此基础上拟出各段主题并确定各段的主要写作手法。我们不妨结合下面的

作文题例来说明这种作法: Hou sing P rob lem(1)  大城市住房困难问题严重(2)  住房困难问题

产生的原因(3)  解决办法整个文章的内在脉络是:  城市住房困难问题非常严重——要解决这

一问题先必须弄清问题产生的症结,  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行文时应紧扣住这一主线, 

不要离题;  (2)文章类型是议论文,  具有典型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三

段式结构;  (3)作文的三点题示实际上是三个段落中各段的要点所在,  可据此拟出各段主题句 

(Paaral : In b ig cit iespeop le are faced w ith one of the mo st ser i ou s rob lem s‐ hou sing p rob 

lem; para2: W hat cau se the hou singp rob  lem ? para3: Con sequen t  ly,  it  is u rgen t fo r u s 

totake effect ive step s to so le th is p rob lem )。在各组写好主题句后,  派代表板书,  然后师生

评估润饰各组提供的主题句,  接着又组织各组学生进一步讨论:  (1)根据段落主题句与整篇文

章主旨每个段落可包含什么内容——引导学生选用既有较强说服力但同时又便于使用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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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语和句型表达的内容,  例如在本篇作文的第三段就不宜选用学生难以用英文表达的“平

价房”  、  “廉租房”  、  “福利房”  、  “房改”  一类概念;  (2)根据各段内容特点选用

既有利于说明主题又便于使用的写作手法,  例如在本文例  1  的第一段大部分学生认为可采

用举例法,  第二段则宜于采用因果分析法。小组讨论至此,  同学们对所议文章的写作要点已

了然于胸,  教师便可布置学生课后写出该文章。 

            2 . 2 学生板书范文,  师生共同评议   

            叫学生把作文写在黑板上(勿论优劣,  但求其代表性)  ,  让师生共同评议,  共同修改。

从内容到文字、  从整体到细节,  大家各抒已见,  相互切磋,  边评边改,  对范文作  出  global 

feedback  和  local feedback (不  要  求 evaluat ive feedback)。在评改过程中,  应让学生唱主角, 

而教师只起导演作用,  引导学生将评议推向全面与深入,  而学生则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  既

帮助同学修改了作文,  又从同学与教师的行文思路与推敲文字的手法中受到启迪。  改的是

他人的错误,  却让人反思自己的类似毛病;  评的是他人的文章,  但同时又提高了自己的写作

能力。教师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向学生示范批改文章的基本思路与技巧,  还可以介绍一些常用

的批改符号。 

          2 . 3 学生互相批改,  教师择要讲评 

        由写文章给别人批改到批改别人的文章,  这是由学生到  “先生”  的角色转换过程,  需

要对学生进行批改作文的培训。  为了使学生心中有评改作文的尺度,  我们不妨把四级考纲

上所附的作文评分原则与标准以及评析样文印发给学生,  通过师生共同讨论样文的评改情

况来把握评改原则与标准。在让学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的同时,  教师要坚持发挥自己的主导

作用。这种主导作用除了体现在活动的组织上,  还体现在:  (1)对学生相互批改作文的情况进

行讲评,  对共通性的问题细加剖析;  (2)把学生的相互批改与教师的定期全批全改结合起来, 

以获得对学生写作情况更直接更深刻的了解,  同时让学生从教师的批改中更全面准确地了

解自己的写作情况,  以改正不足之处,  求得更大进步。同时,  教师的批改也为学生批改他人

作文提供了具体的范例。  在跨文化阅读中,  由于不知事物之间的常规关系而影响课文理解

的现象大有存在。 

          3 结束语 

          在阅读理解过程中,  读者是否与作者具有相同的认知语境,  能否找到最佳关联,  是理

解的关键。而在跨文化阅读中,  读者只有在利用 “常规关系”  找回文章中“文化缺省”  的

内容之后,  才能形成语境效果,  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  在外语教学中,  教师应该向学生

灌输关联理论,  培养学生的  “常规关系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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