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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什么关注基础课程 



     

 
• 英语专业教育中的思辨缺席 
• 毕业生在工作中缺乏分析综合能力，很难有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 
 

• 问题早已被指出（如何其莘等，1999；黄源深，
2010等） 
 



    

• 基础课程（“基础英语”）多年来更多地
被定位为“语言课程”，核心关注语言知
识、语言技能。 
 

• 但基础课程作为英语专业（一、二年级）
主干课程，应在培养语言能力的同时，促
进学生全人发展、注重跨文化能力、思辨
能力培养。 
 



 
        

• 基础课程转型：从核心关注语言知识、语
言能力转向培养拥有过硬语言能力、具有
跨学科/跨文化视野、融通家国情怀与国际
视野的外语人才 
 

• 全程关注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培养 
 
 



2. 教师学术研究反哺 
    基础课程改革 



• 以浙江师大RICH课程改革为例 



          RICH 



• 始于1994年 
• 通过研究性学习，突出培养： 
   ——跨学科、跨文化视野 
   ——学习能力、研究能力 
   ——思辨能力 
   ——多元文化意识 与能力 



• 2016.10-11外研社“Unipus备课沙龙”第二季 
 

• “外语教学中的思辨能力培养” 
 







• 系列讲座都关注基础课程 
• 以“基础英语”课程为例 



    基础英语课程内容板块 

• 教材《文化透视英语教程》探究性学习 
• 学生课题研究 
• 专题拓展学习 

 



学生课题学习 
 



• 课题研究性学习中如何避免随意“放羊”
、而是让“羊儿”在“优质牧场”吃得多
、吃得好、长得好？ 
 

• 教师是课程的核心：基于教师的学术视野
与能力的研究性学习引导 



• 大一学生在第一学期的课题 
• The refugee 
• The Wardrobe of Elizabeth I 
• Edward VIII and Wallis Simpson 
• Woman in the Modern Age 
•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1910s-1940s 
• Gun Control USA 

 
 





——“Wardrobe of Elizabeth I” 
 
• 在历史语境中解读文化符号的形成 
• 理解文化符号与时代的互动 
• 理解具体文化符号所讲述的某个时代的某
个方面的“故事” 

• 从“服装很漂亮”到“文化透视” 



  
 His abdication  was 
a severe loss for us. 
            ——Hitler 
 

      Edward's experience during World War I led him to 
support appeasement. Hitler considered Edward to be friendly 
towards Nazi Germany and thought that Anglo-German 
relations could have been improved through Edward if it were 
not for the abdication.  



   “爱德华八世”小组总结 

• 口口相传的历史叙事可能只是历史事件的
单一视角叙事，不一定是历史真相，或不
是全部真相。 

• 口口相传的浪漫爱情涉及复杂的时代背景
，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历史事件。 

• 当前海量的网络、媒体报道也可能如此，
应做思辨的读者，不能人云亦云。 



 
 

• 教师补充阅读：Hayden White的Metahistory导
论 

• 历史叙事是带有特定意识形态或主题建构、具
有选择性情节的叙事编织 
 
 



 
课题引导过程复盘的必要性 
 

• “衣橱”“温莎公爵”课题研究过程中出
现犹疑不决 

• 利用“surprise”引导、深化学生课题学习 
• 促进学生和教师同步成长 



学生学习反馈 

•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觉得她的衣服很炫，
很有风格，所以感兴趣。但是没想到最后
我们的核心内容其实不是美感了，从细节
上解读了她的政治统治手段和效果。这是
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我们从一个起点走
到了更多的终点。” 

             ——“伊丽莎白一世的衣橱”小组 



   学生学习反馈 
 

• “难民过去我感觉和我没什么关系。看新
闻的时候，也就是觉得他们很可怜，离自
己好像很遥远。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我
感觉到其实整个世界密切地相互联系在一
起，一个地区的问题解决不好，可能对另
一个半球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联系非常复
杂，很难说清楚，但是在难民研究中我们
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在这个问题中我感
觉有点弄清楚（这种联系）了。” 

                                      —— “难民”小组 



     学生学习反馈 

• “做了课题之后，我发现周围到处都是女
性相关的问题了，过去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感觉。其实周围没有变化，但是我的视角
变了。我不是说那些事情都变成女性主义
问题了，也不是说这从个角度去理解问题
是最好的，而是说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考角
度、思考方式。如果我的思考角度越来越
多，那我可能就会更全面、更开放地去理
解一个问题了。” 

                        ——“现代女性问题”小组 



• 教师拓展： 
 

• 顺着学生课题延伸、深化教学内容 



• 基于Edward VIII and Simpson的历史问题
思考，想和学生一起进一步思考“历史是
什么？” 
 

• 选择了有先秦中国史学文本《春秋左传》
作为对照的西方史学文本《剑桥中国先秦
史》的“齐桓公称霸”叙事作为精读材料 



第二学期 
 
 













Translated By J. Legge 





• 发现《剑桥中国先秦史》与《春秋左传》
话语体系迥异 

• 前者贴近Hayden White《元史学》观点，
突出线性因果分析 

• 后者突出“道德语料库”历史叙事意义建
构。 
 

• 这种差异是否个例？ 



 

     
 
   Hexagram 11.泰 
       (Peace）   
Heaven below 
Earth  above 
 
 

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
贽以日致乱，由上下
之情不通，劝上接下
从谏…夫天在下而地
处上，于位乖矣，而
反谓之泰者，上下交
故也。君在上而臣处
下，于义顺矣，而反
谓之否者，上下不交
故也。(《资治通鉴》
,229卷 ) 

 
  
 

Judgment: The petty 
depart, and the great 
arrive, so good 
fortune will prevail. 

泰小往大来．吉亨  
Commentary: Heaven 

and Earth interact 
perfectly, and myriad 
things go smoothly.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Trigramme2630_%E2%98%B0.svg&variant=zh-cn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f/Trigramme2637_%E2%98%B7.sv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c/Trigramme2630_%E2%98%B0.svg


• 从同一事件的中西史学书写中看到不同的
史学范式 
 

• 意识到现代西方史学话语体系“独霸” 
• 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传统史学观的陌生感 
• 意识到历史叙事范式的“多元”与“不同
”（尽量不做好坏判断，而是解读“为什
么会如此”） 



   跨文化理解： 
   从伊丽莎白一世的衣橱延伸 

•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 The Collector of Paper Scraps 
• 敬惜字纸 
• 来华传教士的宁波叙事 
• 文出：Pictures of the Chinese 











• 外国人难以理解的“敬惜字纸”中国传统
文化现象，我们自身有所理解吗？ 
 

• 进入中国相关古籍文献去做一点相关梳理
，发现其在小说、管理规章、家训等不同
文献中广泛存在 
 











• 文本提到的外国人不能理解中文的“人”
字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我们自己理解吗
？ 







• 从“人”到《说文解字》的带入 











专题教学总结： 

• 跨文化观察很有意思，但跨文化观察很难
避免自身文化的framing、取景框 

• 你所看见的不一定是他者文化，而是你眼
中的他者文化。 

• 要跳出既有的文化框架、思维框架，并不
容易 

• 西人看我如此，我看西人亦如此 
• 对自己的视角持有必要的“警醒”，更好
地保持“开放”，理解多元文化 
 

 



• 在类似研究性学习中，学生的所思所想不
一定完全正确、准确 

• 但在一个有一个的课题学习中，学生作为
跨文化的思考者在成长 

     ——外语能力 
     ——多元文化意识与能力 
     ——思辨能力 
• 以达成作为博雅教育、通识教育的外语专
业基础课程教育 
 

      



• 这种课程愿景的实现，需要教师作为研究
者的成长，成为引领课程发展的核心 

      



• 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教学设计？ 
 

• 基于我的研究兴趣与经历： 
  ——福柯视角下的话语与跨文化研究 
  ——从话语视角解读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  教师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与能力自然地
进入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内容架构 
——课题研究指导 
——教学方法设计 
——重点考查关注 
 
学术研究对基础课程教学的反哺意义 



• 可以是文学 
• 可以是语言学 
• 可以是翻译学 
• 可以是文化学 
• 可以是社会学 
• …… 

 
• 核心：勿以“基础”而不“研究”。 

 



3. 基础课程改革促进 
    教师学术创新     
 



   课程改革初期的困惑 

如何更合理地利用教材？ 

如何采取恰当的教学方法？ 

如何平衡现有评价体系与教学改革之间的
关系？ 

如何面对教师和学生的观念滞后？ 



   

 

教师角色如何定位？ 

如何发展教师素质以达到改革要求？ 

如何有效开展教师团队合作？ 

…… 

 
 



    

最初：教研室每周教学讨论，如各班选题   

       引导、课题材料的利用、课题报告的 

       组织形式等等 

 

逐渐：邀请国内外专家开展教学方法、学           

       习理论workshop 

 

发展：教师研究论坛 

 



           论坛研讨 

课程与教师的关系、教师身份认同、教师
知识、教师反思、教师群体、探究性实践 

教学经验交流：及时分享经验、讨论困难 

教师的研究课题:课题申报书、课题研究中
的困难 

教师论文写作：论文修改、语料解读 

读书会：共读学术论文、学术专著 

教育叙事：通过叙事研究促进教师发展 



孕育出一个让普通老师就教学与研究进行
常态化交流、分享的机制与空间 

拓展了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的教育与学术
视野，促进骨干教师更多地反思、总结，
带动新手教师更快地成长 

发展出一种平等、对话的群体文化，使每
位教师都敢于思考、挑战 

鼓励了群体中教育文化多元共存，保证一
种合理的教育文化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促进教师作为思想者的自然身份的觉醒，
而不是一个标准、模式的执行者，在课程
改革实践中成长为自主、自由的专家型教
育者 

 



课程的最终视野深埋在教师的心灵深处，
触及教师心灵的课程才能培育出知识成长
的种子（吴宗杰，2005） 



  改革成果 

• 浙江省精品课程：“基础英语” 
• 浙江省新世纪教学改革项目：“精品课程平台上
的外语教师团队发展研究” 

• 浙江省级教学团队“英语专业综合阅读” 
• 浙江省新世纪教学改革项目: 走进中学——大中学
校合作培养职前教师 

• 浙江师大国家社科项目培养项目（国家社科入围
）“英语专业RICH教学模式研究” 

• 浙江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奖（两次） 
 



•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科研项目‘外语
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的子课题 “探索型
外语课程：RICH课程实践和教师发展”  
 

•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中心第三批招标课题“
外语教师发展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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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研究出现在全国范围外语教育中的思
辨能力培养大讨论之前 

• 以外语为工具、以内容为基础、通识教育
、博雅教育在基础外语课程中的融合，并
对其进行研究 
 
 
 



• 扎根课堂、具有真实意义的研究视域与研
究问题 

• 在强调量化研究科学性的时代率先开始叙
事研究 

• 基于课程改革实践的教师学术研究创新 



• 就我本人而言： 
• 《文化透视英语教程》第一册第一单元
“voices from the family”是我最早接触《
礼记》的动因 

• 为备课而做中西女性身份认同对比分析 
• 由此进入一个早已存在、但我一直没有深
度接触到的中国经典世界，成为我本人很
多后续研究的起点雏形 



 教师在课改中的成长激情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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