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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模式改革初探 
周丽宏，龚红旗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英语阅读能力是目前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中需要着重培养的一种语言能力，但现在的精 

读课教学模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如过于注重字、词、句，忽视语篇能力、速读能力等高级 

阅读能力，不利于学生阅读能力的全面和深入培养。文章阐述了阅读能力在英语语言能力中的重 

要地位，解读 了阅读能力的组成，透析了现有精读课教学模式的不足，并尝试提出了一套包含 “预 

读、检查、串讲、回顾、作业”五个步骤的改进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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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竞争 日趋激烈、交往日 养 自然就是重中之重了。 

趋频繁的国际环境。为了适应这种环境，提高我国 

的国际竞争力，培养高质量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 

人才便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无论在现实 

社会还是在已经把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 

网络空间，英语现在已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因此， 

它也便成为高素质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的不 

可或缺的 “武器装备”。也正因为如此，英语教育便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语语言能力，概括起来不外乎五种：听、说、 

读、写、译。现行大学英语基础教学共分两年，总 

数仅为 240—280学时，这对身处非英语环境的英语 

学习者来说确实有些捉襟见肘，虽然这五种能力联 

系紧密、相辅相成，但在教学实际中我们很难对它 

们 “一视同仁”，我们需要明确并协调好它们的主次 

关系，以使学生们在有限的课时内得到尽可能多的 

收益。 

一

、 学生的阅读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中需要 
突出培养的一种能力 

早在 1985年颁发的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理 

工科本科用)中，大学英语的教学 目的就被规定为 

“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和译的 

能力以及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学生阅读能力的培 

养被放在了首位。1999年的 《大纲》修订本又继承 

了这项原则，强调了阅读能力的重要地位。 

语言的学习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语言知识的 

输入和输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阅读起着无可替 

代的先决作用，因为 “阅读是语言输入和积累的主 

要来源” 。而只有使学生有了足够的输入，再经 

过不断的语言实践使输入的语言知识被吸收、内化， 

最终才能被高质量的输出 。既然输入是学习语言 

的前提和基础，输入能力 (主要指阅读能力)的培 

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 

学生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在这两种 

交际能力中，尤以书面交际能力为重。科技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使得世界的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信 

息在现代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虽然当 

前社会信息的承载媒体不一而足，但从整体来看， 

文字仍是信息最为主要的一种载体。可以想见，缺 

乏了较好的阅读能力，作为站在现代化最前沿的高 

科技人才，将会承受怎样的束缚。 

在国内外各种语言测试中，阅读理解所占的比 

重从来就是相当可观。高考中占近 30％，四、六级 

考试中占35％，国外如英国的雅思和剑桥证书考试、 

美国的托福考试、日本文部省的水平考试也都将阅 

读理解置于首位 。如果再考虑到完形填空等对阅 

读能力有要求的题型，阅读能力的考查在语言测试 

中的比重会更高。 

综上所述，学生的阅读能力应当成为大学英语 

教学中突出培养的一种能力。 

二、 大学英语阅读能力的构成 

英语的阅读能力主要有以下几种能力综合构 

成：词汇能力，语法和结构能力，语篇能力，以及 

速读能力。 

词汇能力指学生对英语词汇的理解能力，这种 

理解包括如下几方面：词汇意义，词汇搭配，成语。 

词汇意义是词汇能力的核心部分，它不仅包括词汇 

的本意，还包括它的环境意义、时代意义、社会意 

义等；词汇的搭配指按照一定语法结构和语义联系 

造就的词语组合，搭配的形式表明了词与词之间的 

逻辑关系，而这种逻辑关系影响着词义的准确理解； 

成语其实也是搭配，它们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 

形成的习惯固定词组，它们的意义往往难以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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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语构成推测出来，因而使用起来犹如新的单词。 

词汇是语言的基石，所以词汇能力便成为培养和发 

展阅读能力时首先并着重要培养的一种能力，这一 

点早已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认同。 

语法和结构能力指的是对英语语句构成规则的 

理解能力，包括对人称、数、格、时态、语态、语 

气等词法以及倒装、强调、一致等句法的准确理解， 

也包括对一些固定句型的正确辨认和理解。语法和 

结构附属于词汇，但又对词汇意义进行限定和修饰， 

明确了在句子范围中词与词的之问逻辑关系，因而 

对组成句子的单词以及作为一个独立意群的句子的 

准确理解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在培养和发展 

阅读能力时，语法和结构的能力培养不容忽视。 

阅读理解的程度可以根据深度由低到高分为 3 

个等级：表层理解，深层理解，评价性理解 ̈ 船 。 

表层理解的程度取决于词汇能力和语法结构能力， 

而深层理解和评价性理解则依赖于语篇能力。语篇 

反映了单句之间、句群之问、以及段落之间的逻辑 

关系，对它们的准确理解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文章 

的逻辑顺序、结构布局以及主旨大意。语篇能力主 

要包括事实分析、态度推测、结构理解以及主旨判 

断，它是一种高级阅读能力，同时也是初、中级英 

语学习者掌握欠佳的一种能力，这一点可以从四、 

六级考试中有关深层理解和评价性理解题目的得分 

率较低上得到验证。 

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信息量呈爆炸式增 

长，这使得获取信息的速度成为获取信息能力中不 

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获取信息一种主要手 

段的阅读，其速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大学英语 

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了各级程度英语的达标速度， 

各种英语考试卷面词汇总量的不断递增也从另一个 

方面反映出人们正在把英语的速读能力放到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度。英语速读能力包括概括大意、总结 

观点的略读能力(skimming)，也包括查阅特定所需信 

息的扫读能力(scanning)，是一种高级的阅读能力。 

组成英语阅读能力的这几个部分相互依存、相互制 

约又相互促进，在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实践中应该 

把它们统一起来，使它们得到协调、均衡的发展。 

三、目前精读课教学模式的不足 

限于条件，当前很多院校公共外语仅设置精度 

和听力两门课。如果说听说能力可以着重放在听力 

课上培养的话，那么读、写、译就只好放在精读课 

上一起锻炼了。鉴于阅读能力在语言综合能力中的 

突出地位，在大学英语精读课堂中，我们在协调三 

种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应着重培养阅读能力。那么目 

前高等院校公共外语精读课教学模式如何?阅读能 

力是否已得到全面均衡培养? 

多方调查结果显示，“语法——翻译”教学法依 

然主宰着高等院校公共外语的精读课堂，多数教师 

仍旧把几乎全部的课堂时问放在词汇讲解、句法结 

构分析以及单句和段落翻译上，很少有教师带领学 

生对课文进行脉络结构分析、主旨大意总结和作者 

用意推测。至于速读能力，更是鲜有教师在精读课 

上注意培养。 
一

篇精读课文一般需要两节共 100分钟的授课 

时间。笔者通过了解发现，为数不少的教师把精读 

课分成简单的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生词讲解，即把 

本课的词汇表内容逐一讲解，有的教师之后还要带 

学生朗读生词，本部分耗时30分钟或更多；第二部 

分为课文串讲，由于生词已讲完，教师基本上就是 

分析一些句型结构、解释一些难句、翻译课文。这 

种教学模式当然有其优点，比如学生对生词会有较 

为深刻的印象、容易实现课文的表层理解等等，但 

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过分注重字、词、句， 

学生的语篇能力、速读能力等高级阅读能力得不到 

有效培养，对课文的理解无法走向深入。学生对文 

章缺乏整体的把握，从而会陷入一种 “见木不见林” 

的困境中。 

四、改善精读课教学模式，全面培养学生的 

英语阅读能力 

经过长期课堂实践，笔者摸索出一套对全面培 

养学生阅读能力行之有效的精读课教学模式，其主 

要步骤如下： 

(一)快速预读 

在讲解课文之前，首先根据课文的篇幅长短给 

学生留出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让他们进行预读，目的 

是让他们掌握文章大意以及部分细节。预读时学生 

尽量不要查阅参考书和课后生词表，读的速度尽量 

快，不要过多思考那些难以理解的字词、句子、甚 

至段落，学会越过这些理解障碍直达文章结尾。只 

要阅读结束时能获得文章的主旨，预读的目的即已 

基本达到。预读时最好能给学生设置一些理解检查 

题，让他们一边阅读一边查找问题的答案，以使他 

们的阅读 目的更明确。通过预读，学生们不仅可以 

锻炼速读能力，而且由于已经对文章主旨大意成竹 

在胸，所以在进行字句串讲时，学生对文章中字、 

词、句的理解会更准确、更深刻。 

(二)检查理解 

假如在预读时我们曾经给学生设置理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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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那么预读结束后，我们就有必要检查核对学生 

的理解准确性。让一些学生回答那些问题，教师给 

与适当评价，以使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更准确，为下 
一

步字句串讲作铺垫。 

(三)字句 串讲 

这一步是精读课的核心所在。选择语言点要本 

着少而精的原则，不宜过多过滥，否则学生会因注 

意力过于分散而影响课上消化吸收。同时，选择的 

语言点应该是重点、难点，即是属于学生首要掌握 

的和难于理解的，以提高课堂的利用效率。串讲时 

有一点很重要也常常被忽视，即要对文章的段落进 

行逻辑结构分析以及主旨大意归纳。段落是 “由一 

些在意义上围绕同一话题的句子通过一定的联系纽 

带合乎逻辑地组织起来的语义整体” ，对段落进 

行结构分析和主旨归纳，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段落 

内部句与句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对各个单句 

的交际功能和真实内涵的准确理解。 

串讲结束后，学生已经在字、词、句、段等几 

个层面上对文章有了精确的了解，但这种了解依然 

限于文章的局部，如果要对文章进行总体把握，下 
一

步骤必不可少 。 

(四 )回顾全文 

回过头来，从总体上对文章进行层次结构分析， 

搞清各个段落在整个篇章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作 

者的写作思路，推测作者的写作意图， 总结整篇文 

章的主旨大意，然后再由教师朗读整篇文章或放整 

篇文章的录音，以使学生对文章有一个整体理解。 

句子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它的完整理解应该包 

括两个方面，即结构意义理解和交际功能理解。句 

子以及由句子组成的相对独立的语义整体一段落的 

交际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交际场合，而篇章正 

是句子赖以生存的交际场合，它反映了 “语言系统 

特别是句子结构在交际场合中的具体应用”  ̈。 

因此，只有对篇章结构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对句子、 

段落、篇章实现包括交际功能在内的完整理解，这 

正是 “回顾全文”这一教学步骤的意义所在。 

(五)课后作业 

作为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复习巩固不可 

或缺。在课堂活动的最后，教师可要求学生在课下 

及时复读所讲的课文，加深对文章所包含的词法、 

句法以及篇章结构方面的知识，以提高学习效率。 

同时，教师可适当引出将要学习的文章内容，鼓励 

学生提前预习。作为对预习的一种督促，教师可预 

留一些相关问题，也可以鼓励学生查找与课文主题 

相关的一些资料，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减少由背景 

知识欠缺造成的理解障碍。 

当然，阅读能力的培养仅靠精读课是远远不够 

的，教师仍须帮助学生提高对泛读重要性的认识， 

扩大阅读量，以补充精读课的不足。改革精读课的 

教学模式以使其更好地满足新世纪对人才能力培养 

的要求，依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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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pproach in the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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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the English reading skills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present college English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s．However,the present teaching mode of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s bear serious drawbacks，which 

hinder the complet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reading skills．W hile pointing out the significant role reading skills 

play in the overall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bination of reading skills．And it makes an 

attempt to produce a new,improved teaching mode of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s after illuminating the drawbacks 

in the presen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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