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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
从对“法”的拘囿转向对人的关注

王 玮,DavoudBorzabadiFarahani
(德黑兰大学 外国语学院,伊朗 德黑兰1417466191)

摘 要:外语教学长期拘囿于寻找“最佳的教学方法”。我国大学外语教学领域存在着追赶国外“最新

教学法”的现象,将外语学习和教学简单化、模式化,忽视了学习者和教师的认知与情感。Kumaravadivelu首

次提出了“后方法”的概念,提出特定性、实践性和可能性三个基本参数的外语教学原则和十大宏观教学策略。

教师在教学策略的指导下,结合三个基本参数转化成特定的教学措施,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微观策略,应用于教

学实践。“后方法”教学理念主张动态开放的外语教学,一方面关注对外语学习者的研究,倡导“以学生为中

心”;另一方面注重教师对教学理论的反思与创设。教学法研究的重点从“法”的拘囿转向人的自主和自由。

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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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外语教学深受西方教学法影响,在“某种语言观的指导下提出外语教学的原则和设计

出在课堂上实施这些原则的具体步骤与方法”[1]。早期语法翻译法风靡一时,教材编写以语法为基

础,重读写,轻听说。20世纪70年代,听说教学法进入我国,以句型为中心,反复操练。20世纪80
年代初,交际教学法开始流行,学习者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开始受到重视。大学

外语教学长期拘囿于教学方法的研究,导致教师依赖外语教学中的方法假设和操作式的教学法,弱
化了教学过程中对学习者和教师的身份认同与建构。

1991年英国应用语言学家Allwright发表了题为“方法的死亡”的讲话,强调了“方法”存在的

相对无助性。因为抽象的理论原则与课堂实践相去甚远,一方面,它简化了复杂的问题,如学习者

的个体差异,其实个体差异比相似性更重要;另一方面,它容易导致自满情绪,影响教师的专业发

展。美国学者Brown也认为“方法的概念应该安歇”。外语教学法的研究转向了对外语学习者的

研究。

一、“后方法”理念

Kumaravadivelu首次提出了“后方法”(post-method)的概念,并确立了特定性(particularity)、
实践性(practical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三个基本参数作为组织外语教学的三维系统[2]168(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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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外语教学三维系统

  特定性涉及当地语言的特定性、社会文化的特

定性、政治的特定性以及特定的学生和特定的教学

目标。不同的教师面临不同的特定性,成功的教学

需要教师教学观察、教学实践和自我反思。教师通

过观察—反思—行动,掌握特定的教学语境下的教

学知识和信息,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策略。实践性

涉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且与教师监督自身

有效教学的技能有关。通常认为知识由理论家构

建,教师理解和应用知识。然而,教师在实际教学情

境中解释和应用专业理论的同时也会发展相关理

论。实践性强调教师在实践中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

创造生成具体的教学方法,再到实践中检验(totheorizefromtheirpracticeandpracticewhatthey
theorize)的“教师生成理论”。可能性强调形成身份认同和社会变革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外语

教学不仅涉及语言学习,还要尊重教学活动参与者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特定性、实践

性和可能性三个基本参数边界是模糊的,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后方法”并非是一套特定的教学方法,而是针对外语教学提出的一种宏观指导思想和理念,包

括十大教学策略,即 Kumaravadivelu提出的十大策略:(1)学习机会最大化(maximizinglearning
opportunities);(2)意图误解最小化(minimizingperceptualmismatches);(3)促进协商式互动

(facilitatingnegotiatedinteraction);(4)培养学习者自主能力(promotinglearnerautonomy);(5)培
养语言意识(fosteringlanguageawareness);(6)激活启发式教学(activatingintuitiveheuristics);
(7)语言输入语境化(contextualizinglinguisticinput);(8)整合语言技能(integratinglanguage
skills);(9)确保语言教学的社会相关性(ensuringsocialrelevance);(10)提升文化意识(raising
culturalconsciousness)[2]168-175。教师在这十大教学策略指导下,结合三个基本参数和学习者的需

求,将其分析转化成特定的教学措施,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微观策略,应用于教学实践。
“后方法”教学观重新定义了教师、学生和教师教育者三者的地位与关系。一方面,“后方法”关

注对外语学习者的研究,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后方法”把学习者视为积极的、具有自主性的角

色;另一方面,教师既是特定性、实践性和可能性原则的倡导者,也是十大教学策略的实施者。外语

教师始终是设计教学过程的“指挥中心”,组织教学活动的“调控中心”,提供学习资源的“信息中心”
和语言习得过程的“监控中心”[3]。同时,随着应用语言学研究视野的扩大,外语教学呈现出多学科

融合发展态势。除语言学和教育学两大母体学科之外,来自认知科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还把

外语教学置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框架”中加以审视,于是心理认知范式和社会文化范式

逐渐成为外语教学研究领域的两种主要范式[4]。教学法研究的重点从“法”的拘囿转向人的自主和

自由。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

二、关注教师

近年来,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研究的热点逐渐从教学方法转向外语教师教育、教学与发展。外

语教师研究的兴起则源于国际课程改革的需求、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发展,并受新兴社科理论的影

响[5],更加 关 注 教 师 话 语(teacherlanguage)、教 师 的 认 知(teachercognition)和 反 思 性 教 学

(reflectiveteaching)等。
(一)关注教师话语

老师为大学外语课堂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教师主要控制外语课堂讨论的内容和程序,控制

谁可以参与和何时参与,负责管理课堂上发生的互动。教师话语占据外语课堂话语的主导。二语



习得理论强调“输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作用。理解教师提供的“输入”本质及其与母语环境中输

入的不同,对于理解课堂话语如何为语言学习创造语境至关重要。Ellis概括了外语课堂教学中教

师话语的关注点(话语使用应注意的方面),并从认知和社会互动的双重视角进行解读(见表1)。
教师话语的关注点包括:(1)教师谈话(teacher-talk);(2)教师提问(teacherquestions);(3)母语的

使用,即教师使用学习者的第一语言(teachersuseofthelearnersfirstlanguage);(4)元语言的使

用,即教师对元语言的使用(theteachersuseofmetalanguage);(5)纠正性反馈(correctivefeed-
back)[6]147-148。

表1 教师话语的使用及解读视角

关注点 认知视角 社会互动视角

教师

谈话

根据学生的水平,从语音、词汇、语法和话语层面调

整好教 师 语 言,保 证 二 语 习 得 所 需 的“可 理 解 的

输入”

没有万能的教师语言用于促进二语习得

教师如何与学生交谈需要考虑具体活动的目标和

背景

教师

提问

对于参考性问题(referentialquestion)、认知性问题
(cognitivequestion)和开放性问题(openquestion),
需要教师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以创造最有可

能促进二语习得的互动条件

教师需要根据想要达到的目标和特定的课堂环

境、特定的活动变换问题的类型,以此支持学生的

提问策略

母语的

使用

在外语教学环境中,教师需要最大限度地使用目标

语言,确保学习者有足够的二语输入

代码转换(code-switching)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

应该允许在外语课堂教学中使用母语

教学不仅仅提供二语输入,还涉及建立融洽关系,
而母语的使用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至关重要

教师可以有效地利用母语来支持学习者对外语的

使用

元语言

的使用

元语言可以帮助学习者对显性知识(explicitknowl-
edge)的 学 习 与 理 解,间 接 促 进 隐 性 知 识(implicit
knowledge)的学习

元语言解释促使学习者尝试和检验新的语言形式

元语言的使用是出于社会动机

当学生表示需要元语言使用的解释时,教师要作

出回应

目标语作为课堂学习的对象,可以通过使用元语

言来促进

纠正式

反馈

根据学习者对显著语言特征的反应,学习者修复错

误和二语习得程度识别和研究不同的有效反馈策略

教师表现出对重述(recasts)的偏好,但这并不总是被

学生注意到,也可能不是最有效的二语习得辅助

纠正式反馈策略的选择是由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环

境确定的

纠正式反馈策略应针对不同的学习者进行调整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大学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教师课堂话语使用方面进行了很多实证研

究,表明我国外语界开始意识到课堂话语研究的重要性。然而,教师课堂话语研究缺乏对互动过

程、知识建构的深度分析和系统性研究[7]。
(二)关注教师认知

教师话语回答了外语教师教学时说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研究教师认知以及这些认知“在多大程度上为他们的教学实践提供信息”[8]。如咸修斌和孙晓

丽针对6位教师课堂提问和反馈的研究表明,教师课堂话语差别很大,主要由教师的教学观念决

定。“教师的认知指的是教学中不容易觉察的认知维度,如教师掌握的知识、相信和思考的东

西。”[9]SimonBorg总结了影响教师认知的各种因素(见图2)。
教师早年的学习经历是教师认知的基础,作为学习者的丰富经验影响他们真正成为教师后的

教学理念和实践。这种经历被称为“学徒观察”(apprenticeshipofobservation)。Bailey研究了和

学习情境相关的几个因素,有些因素使学习者拥有积极的语言学习经历。这些因素包括:(1)教师

的个性和风格比方法论更重要;(2)教师的关心和承诺,对学生有明确的期望;(3)教师和学生互相

尊重;(4)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使教师能够克服教学中的不足;(5)积极的课堂环境促进学习。教师

“学徒观察期”获得的教学记忆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起到事实上的指导作用,同时通过早期积极或消

极的经验来促进或避免具体教学策略的实施。总之,教师基于语言学习经历建立对语言学习的认



识,这些认识是外语教学理念形成的基础,并且在以后教师职业生涯中继续具有影响力。

图2 影响教师认知的因素

教师教育对语言教师认知的影响在不同的研究中结果有差异,甚至同一研究中的不同参与者

之间也有差异,但是师范教育确实影响了学员的认知。实践表明,教师参加培训学习后对教师课堂

角色、话语方式、专业知识和教学评估方式的认知都发生了改变。教师工作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
教学环境和物质环境对他们的认知和实践都会产生影响。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影响教师的认知和教

学实践:一是可能导致教师认知发生变化;二是可能导致教师直接改变教学实践方式。后一种情况

可能导致教师声明的理念与实际教学行动之间缺乏一致性。社会文化因素使我们能够更理智地解

释这种不匹配,因为这种不一致很容易将责任归咎于教师,从而忽视了环境和教师认知的相互

作用。
教师在教学中的所作所为是基于他们已有的一系列预先主动认知、师生互动认知和后期认知

的影响。在语言教学中,认知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线性的,因为背景因素的中介影响,认知和

实践可能并不总是吻合;也不是单向的,因为教师认知的形成是为了应对课堂上出现的问题。因

此,可以将语言教学视为一个由认知(cognition)、语境(context)和经验(experience)之间相互作用

的动态过程。如我国大学外语语法教学研究的主要焦点是衡量特定教学策略同学习成果的相关

性,教师被视为需要控制的变量。从教师认知的角度来看,这忽视了教师对课堂教学活动的主导作

用和教师认知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影响。
(三)关注教师反思性教学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十分强调“反思”对一个人的学习与成长的重要作用,比如“学而不思

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无不折射出反思教育的思想[10]。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反思性教学。早在1933年,杜威就区分

了常规活动(routineaction)和反思活动(reflectiveaction)。反思活动不仅指运用逻辑理性地解决

问题的过程,还涉及直觉、情感和激情。反思不可能同常规活动一样形成一套供教师使用的教学方

法。同时反思活动必须坚持开放(open-mindedness)、负责(responsibility)和全心全意(wholeheart-
edness)的态度,为反思提供必要条件。开放的态度,要求倾听多方意见,充分关注其他可能性。因

此,反思型教师不断询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负责的态度,要求仔细考虑行动所带

来的后果,考虑教学后果、学术后果和社会后果;全心全意的态度要求教师定期检查自己的假设和

信念以及行动的结果,不断学习新东西,从而到达自我提升。
美国学者 Schon区 分 了 行 动 前 后 反 思(reflection-on-action)和 行 动 中 反 思(reflection-in-

action)[11]。反思型教师不同于经验型教师,需要兼顾行动前后反思和行动中反思。传统理念将教

师视为技术工(teacherastechnician),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分离。人们相信理论是在大学和研究

中心产生的,只有在学校才能付诸实践。教师的工作是将理论应用于学校的实践,很少有人认识到

教师实践中所包含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不断积累知识,同时在思考教学和实际教学时也

会不断构建新知识。行动前后反思和行动中反思就是教师不断学习和总结自己经验的过程。通过

反思和总结构建经验的过程涉及问题设定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反思的过程包括欣赏、行动和重



新认识三个阶段。反思性教学不仅应促进学生发展,还应将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为另一重要指标。
虽然反思有时可能是一种孤立和高度个人化的事情,但也可以通过与他人的沟通和对话来加

强。同时,反思不仅需要关注课堂,还需要关注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的背景,关注工作环境如何影

响行为方式。反思性教学需要对个人信仰、经验、态度、知识、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教师工作条件所提

供的机会和约束进行认识、检验和反思。

三、关注学生

建构“学生中心课堂”是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是我国教育适应时代要求的体现,也是教育自身完

善所需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

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当前颇受关注的学生中心课堂就是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现实聚

焦点。”[12]以学生为中心的外语教学把学生看成教学的主体,是信息加工与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大

学外语教学也越来越关注学生话语(learner-talk)、学生参与(studentengagement)和学生自主学习

(learnerautonomy)。
(一)关注学生话语

早期的二语习得研究本质上是描述性的,或多或少地专注于语法方面。后来研究的注意力转

向了学习者的语用方面。随着社会互动学习理论(socio-interactionaltheoriesoflearning)得到重

视,相关研究开始关注课堂如何影响学习者的行为方式,关注学习者在当地语境中如何构建他们的

学习。因此,学生的课堂话语备受关注。Ellis概括了外语课堂教学中学生话语受到关注的主要方

面及其使用特点与作用(见表2)。这些主要包括:(1)沉默期和独语(silentperiodandprivate
speech);(2)程式化语言(formulaicspeech);(3)结构和语义简化(structuralandsemanticsimplifi-
cation);(4)母语的使用,即第一语言的使用(useofthefirstlanguage);(5)元语言的使用(useof
metalanguage);(6)对话互动(talkinginteraction);(7)语言游戏(languageplay)[6]161-182。

表2 学生话语的使用特点及作用

关注点 特点及作用

沉默期和独语 沉默期为学习者提供了通过倾听提升说活能力的机会

沉默时期学习者可以通过独语尝试获得“说话”的机会独语有助于语言的内化
程式化语言 程式化语言与课堂情境中的交际需求相关联

协助学习者开展课堂学习活动

提高学习者说活流利程度

结构和语义简化 在初级语言学习课堂中,结构和语义简化很普遍,类似于自然习得

母语的使用 具有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metafunction),帮助学习者建立人际关系

帮助学习者建立同活动目标、过程的相互联系

解决学习者二语知识储备有限的问题
元语言的使用 元语言知识对提升学习者二语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语法听写(grammaticaldictation)将学习者的思维表达转化为“人为形式”,为进一步思考特

定语言形式提供一种手段
对话互动 学习者发起谈话互动具有不同的交际行为和句法结构特点

学习者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与教师课堂话语不同的话语特征

语言游戏 增加课堂趣味性,有助于语言操练

  学生课堂话语是参与课堂师生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有效教学的基本要素。然而,课堂

话语研究长期只关注教师话语和课堂师生对话,“学生课堂话语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研究对象进行

整体探讨”[13]。如在我国大学外语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沉默式学生课堂话语”。课堂是学生使用

英语的重要场景之一,然而学生的课堂沉默行为使其丧失了在课堂上练习口语的绝佳机会,影响了

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提升[14]。
(二)关注学生参与

大学教师倾向于用两种方式描述学生参与。第一种描述:积极参与的学生真正关心他们正在



学习的东西,当学生积极参与时,他们的表现超出期望并超越所需。第二种描述:积极参与的学生

努力使他们正在学习的内容有意义。学习是一个动态过程,将新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从而产

生意义。“学生参与是学习动机和主动学习的产物,是在学习动机和主动学习重叠的空间中产生

的”[15]6,如图3所示。
通过大学教育,学生希望经历转变。虽然任何学习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质变学习”

(transformativelearning)才是深刻的和彻底的。“质变学习”质疑固有的、不加批判的假设和观点,
从而变得更开放、更具渗透性、更合理。大学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帮助学生学会超越二元思维,认识

事物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随着经验的增加,学生开始认识到真相是依赖于语境和相对的,因为没

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认识到问题可能有多个答案,但答案的

重要性是有差异的。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等特定标准可以帮助学生评估知识的实用性和有效

性。最终,学生认识到个人选择,既需要客观分析,也需要个人价值判断。学习动机与主动学习协

同作用,相互促进,如同螺旋式上升(见图4),不断发展,形成“质变学习”[15]7-8。

    
           图3 学生参与模型        图4 学习动机与主动学习协同作用模型

在大学外语教学中,促进学习动机与主动学习之间的协同作用需要创造三个条件。(1)营造课

堂“学习共同体”(learningcommunities)氛围。在学习共同体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学习,但这种学习

最好在学生感到归属感的环境中实现,即使有不确定的答案也能轻松地寻求老师或同伴的帮助。
学习共同体帮助学生感受到与教师和同学的联系,而不是孤立或疏远。协作活动(collaborativeac-
tivities)是学习共同体的基本活动方式,促进主动学习。(2)帮助学生以最佳状态应对学习上的挑

战。确定学习任务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能够对学习者提出挑战,但并不破坏学习者尝试的意愿。

Vygotsky提出的“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学生参

与。参与式学习发生在学习者当前理解与潜在理解之间的差距中。帮助学生在最佳状态中学习,
可以形成主动学习和学习动机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评估和反馈,帮助学生

发展元认知技能,有助于学生成为学习过程中的合作伙伴。(3)整合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
tive)和精神活动(psychomotor),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习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逻辑思维,学生感

知生活、感知自己和教师的教学方式,对他们的学习起着关键作用。
(三)关注学生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意味着应该允许和鼓励学生“塑造”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在课堂内外学习中,学习者

通过自主确定计划和执行计划来培养自主性,同时可以借助“自助访问中心”这一开放式的资源访

问中心,获得基于目标语言的印刷、音频和视频材料。自主学习还涉及学习者培训,学习者在大学

老师或辅导员的帮助下尝试如何学习。教师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不仅仅涉及如何看待老师与学生的

关系问题,也涉及如何与他们沟通、互动的问题[16]。在大学外语课堂教学中,教师不应该把自己视

为课堂学习的主导者,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学习者。教师可以充当促进者(facilitator),支持学生自

主决策;在学生自主决策的过程中,充当顾问(counselor),帮助学生决策;在学生需要相关学习资源

时,可充当“资源教师”(resourceteacher),为学习者提供自己的经验和相关的专业知识资源。协作

体验式学习(collaborativeexperientiallearning)和协商式课程(curriculumnegotiation)应该同学习



者的需求和选择相联系,这是发展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需要

重视教师拥有自主权。自主型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判断有信心,知道何时、何地适当地将决策权转移

给学习者,了解讲解课程的方式,寻求与学习者协商。
从大学教师的角度来看,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学习者已经拥有的自主权。出于这个原因,大

学教育倾向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课堂上,中国学生通常被描述为依赖、沉默和被动,他
们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学习模式。因此,在大学外语教学中,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都要以学

习者为中心,让个人活动与小组活动交替进行,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小组活动可以促进

不同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协作。小组中不同成员履行不同职责,例如选择使用哪些学习材料、规
划如何进行学习评估以及如何利用小组团队成员的创造力扩大影响等。VictoriaChan提出的大

学英语教学设计为我们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供了框架,包括5个部分:(1)简短陈述和研讨

会(shorttalksandseminardiscussions);(2)小组报告(grouppresentations);(3)小组辩论(group
debate);(4)制作班级小报,即报纸项目(newspaperproject);(5)师生商讨(student-teacherconsul-
tations)。

每个学生自主选择与他们学习相关或感兴趣的主题进行5~10分钟的简短陈述。简短陈述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陈述随后的研讨内容,以5人为1组的形式展开。自主学习是一项需要掌握时间

的技能。因此,教师必须先从简单的任务开始,逐渐增加任务的难度。在准备小组报告的过程中,
老师引导学生练习规划和组织的技巧,并鼓励学生在报告结束后进行反思。小组辩论以学生为中

心,旨在提高学习者的自主性。全班分为3个辩论小组,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正方和反方。要求以当

前的学习问题为议题,在课堂内外对辩论的各个方面进行讨论,重点讨论主要论点、成员之间的任

务分配等内容。班级必须自行设计辩论的评估标准。由学生组成3个编辑小组,合作制作班级报

纸。师生商讨在学期中期举行。教师在自主学习课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改进方法和耐心指

导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倾听学生的意见,并加以沟通和讨论,这将有助于他

们感受到在参与课堂教学过程得到尊重。大学教师应创造条件和营造氛围,让学生感受到尊重和

鼓励,促进自主学习。

四、结 语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大学外语教学适应对外开放的需求,不断改革,培养了大批外语人

才。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由培养单一的“语言型”外语人才向培养研究型、复合型、应用型等多种外语

人才转变[17]。2017年,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外语学科建设如何争创“一流”是当前外

语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外语学科建设的重心应体现在教学上。我国大学外语教学长期拘囿于

寻找“最佳的教学方法”。目前,就英语教学价值取向而言,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用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教学法来取代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这需要强调学生积极参与和自主学习。同时,“外语环境

下”的大学外语教学大多发生在课堂,学生学习主要依赖教师在教室里提供大量可理解的语言输入

与指导,课堂话语(classroomdiscourse)在课堂教学和学生语言习得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我国外语课堂话语实证研究多为零星个案研究。近年来在高校不断扩招的情况下,师资素

质、梯队建设成为阻碍英语教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教师教学中的所作所为是基于一系列预先主动

认知、互动认知和后期认知的影响。因此,“师范教育改革、反思教学、师资培训刻不容缓,这是英语

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18]。
“后方法”理论作为一种教学思想并不意味着各种教育理论、教学法及手段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这需要教师、学生发挥主体作用。教师通过实践与交流,对教学理论进行反思,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Kumaravadivelu提出十大教学策略,特别强调对学生本人的关注。这需要

关注学生在学习上的创造性与自主性,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积极参与。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大



学外语课堂犹如一个开放型的大系统,生态课堂中教师和学生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生态因子。生态

外语教学观倡导努力促进由教师、学生与教学环境构成的生态教学体系的良性循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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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eignlanguageteachingresearchhasalwaysbeenfocusedonfindingthe"bestmethod".
TherehasalwaysbeenaphenomenoninChineseuniversitiestocatchupwiththenewestteaching
method."Method-centered"teachingtheoryresearchsimplifiedforeignlanguagelearningandteach-
ing,ignoringcognitionandemotionoflearnersandteachers.Kumaravadivelufirstproposedthecon-
ceptof"post-method",includingtheprinciplesofforeignlanguageteachingwhichisconstitutedby
theparametersofparticularity,practicalityandpossibilityandthetenmacro-strategies.Underthe
guidanceofthemacro-strategy,theteachercombinesthreebasicparametersintospecificteachingen-
vironment,andcreatesvariousmicro-strategiesforpracticalteach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in
thepost-methoderaisadynamicandopeneducationalproposition.Itnotonlyfocusesonthestudyof
languagelearnersandadvocatesstudent-centeredness,butalsopaysattentiontoteachersreflection
andcreationofteachingtheory.Thefocalpointofforeignlanguageteachingresearchischangedfrom
methodstotheroleofteachersand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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