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向明友

　 　 提要：大学英语语法教学长期存在供需错位问题。本文借助抽样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现象，并对具体问题开展了
更深入的剖析。本文据此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继而在梳理作者自己十几年的教改实践基础上，为大学英语语

法教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一套可资参考的较为成熟的实践路线图，并通过比对分析，进一步证实该路线图基本符

合现行的“金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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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针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语法运用能力薄

弱，问题频现，但又对该课程不感兴趣的现象，向

明友（２００８）曾从边际效用和自主性规律及教师
教法、教学观念、课程内涵等微观视角着手做过简

略探析。十年过去了，语法课程的巨大矛盾反差

依然存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出版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将

“英语语法”课确定为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大家公

认该课程客观必要，但教师却教得苍白，学生也学

得疲惫，实际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本文拟依

托对全国部分大学英语专业语法课程教学现状的

调研以及笔者本人十几年来的教改实践，结合教

育部先后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及《关于狠抓新

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

通知》（教高函〔２０１８〕８ 号）等文件精神，对照吴
岩（２０１８）有关“金课”和“水课”的标准，从梳理大
学英语语法课程教学现状调查、归纳其现存问题

入手，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理念，尝试为有效

解决该课程教学所面临的窘境提供一个新的

视角。

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由来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总

书记在 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２６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十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此，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经济学中，“供给

侧”与“需求侧”相对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缘由“是长期以来我国

主要通过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

构的矛盾已经累积到非常尖锐的程度，成为当前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结构性问题。单纯依

靠需求侧的改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供需结构的矛

盾”（贺强，王汀汀，２０１６）。２０１５ 年前后，中国经
济的表象是需求低迷、不足，国内相关产品大量积

压卖不出去，而国人对国外同类产品又情有独钟。

中央政府当时敏锐察觉这种内、外需疲软低迷的

实质不是单纯的需求问题，实则由供需错配导致

（中证网，２０１５）。换句话说就是，供需错配是由
于供给侧技术落后，最终导致商品结构低端化，难

以匹配人们日益增长着的需求结构趋于高端化的

现象。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非需求侧，而在供

给侧。因此，只有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才是抓住

问题的关键。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合

理调整供给结构和质量，引导需求，实现供需动态

平衡。

３． 大学英语语法教学为什么要作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大学教育教学活动如同经济活动，同样存在

供、需两侧。教师，课程，教育教学活动、质量、资

源、创新等可视为大学教育教学的供给侧；学生，

课业，学习活动，学习质量和效率，成才，就业等可

视为大学教育教学的需求侧。教育教学供给侧结

构关乎教育教学的效率和效果，关乎学习者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具体到诸如大学英语语法

课这样一门课程的教与学，同样存在供给与需求

两侧。在回答大学英语语法教学为什么要作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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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大学英

语语法教学的现况。

３．１　 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现状调查
笔者最近就英语语法教学问题，分别从近十

几年刚完成专升本的二本高校、按一本分数线招

生的二本高校、教育部原“２１１”高校和“９８５”高校
等四类学校各选取综合性院校 ２ 所、理工类院校
２所、师范类院校 ２所以及外语类院校 １ 所，合计
２７所大学（“９８５”高校中无外语类院校）。再按
每个年级 ４名代表，每校 １６人的规模，从 ２７ 所大
学的英语专业本科各年级随机抽选 ４３２名同学以
及每校 １位语法课老师，合计 ２７位授课教师进行
问卷和采访调查，受访学生对“英语语法课”的满

意度在 ４３．３％，除 ８ 所受访的师范类高校的学生
外，其他院校 ７１．１％的学生甚至认为该课程没有
开设的必要，理由是中学已经学过，相关语法知识

高考已经考过，大学语法课与中学语法教学区别

不大。

《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把“英

语语法”课定位为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专业核

心课程分为外语技能课程和专业知识课程。在技

能课程与知识课程之间，该课程显然更像是技能

课程。受访的 ２７ 所高校除 ３ 所学校把语法课与
写作打通，通过基础写作讲授语法外，其余 ２４ 所
学校仍然沿用依照语法课本，教授传统语法规则

知识，教师讲授，学生听讲，课后练习，期末考试的

传统教学方法。在他们看来，大学英语语法教学

与中学的区别仅在于该课程对英语语法规则的教

授较中学更集中、系统、全面些。难怪方志辉

（２０１８）批评道“基于传统语法的教学注重语言形
式，强调严格的、甚至僵化的语法规则，因此存在

很多弊端。……最令老师、学生等相关人士失望

的是，传统语法教学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对语言

学习的参与度，因此语法教学无法培养学生成为

真正的语言使用者”。作为中学英语语法教学的

延续，如此以来，该课程既不具备“知识、能力、素

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和高级思维”的高阶性，也谈不上“创新性和挑战

度”。教学过程基本 “我讲你听”，少有师生互

动，即便存在一些，也多为“互动跟没有互动差不

多”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不是？ｙｅｓ ｏｒ ｎｏ？这
种”。课程内容鲜有前沿性和时代性，更无探究

性或个性化。受访中教师普遍反应授课压力大，

学生积极性低，教学效果不理想。部分自觉卖力

的老师更是理直气壮地抱怨学生垮掉了，没救了。

３．２　 大学英语语法教学问题再认识
大学英语语法教学问题突出表现为投入多，

效果差，即供大于求。我国学生英语语法学习从

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到高中必修课程阶段，再到选

择必修课程阶段，继而再到大学阶段，年头着实不

少，具体投入的课时量颇多。上述问卷调查数据

也表明学生对语法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将语法

学习视为负担，学习心理明显处于疲软状态。从

表象上看，大学阶段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需求严

重不足。即便上述学生厌学情况客观存在，但教

育部授权发布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仍将“英语语法”课列为英语专业必修的核

心课程之一，看似明显存在供大于求的情形。

我们此次调查的另一项任务是请被试的 ４３２
位同学每人提交一份不少于二百英文单词的有关

语法课学习的心得体会。且不说文章的篇章结

构，思想性及英文表达的地道性，仅在基本语法上

就有 ８５％的同学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有 １１．１％
的同学全文几乎没有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

以下 ６个有关ｉｎｇ 分词使用不当的例句①选
自一所“２１１”，和一所“９８５”高校的一，二，三年级
同学的心得体会：

（１）Ａｓ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
Ａｓ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ｊｏｒ），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ｏ ｗｅｌｌ
ｉｎ ｂｏｔｈ． （１年级）

（２）Ｉ ｒｅａｌｌｙ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ｇｉｖｉｎｇ
ｔｏ ｕｓ （ｇｉｖｅｓ ｕｓ）． （１年级）

（３）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Ｉ ｃａ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Ｉ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ｗａｙ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ｆｉｇｕｒｅ （ｆｉｇｕｒｉｎｇ）ｏｕｔ ｗｈａｔ
ｉｎｄｅｅｄ ｗａｓ ｇｏｉｎｇ ｏｎ． （２年级）

（４）Ｉ ａｍ 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 ｌｏｔ ｂｙ ｈｉｓ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ｅｘｉｓｔ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
ｈｉ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 （２年级）

（５）Ｗｅ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ｊｏｒｓ）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年级）

（６）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ｍｉｎｄｓ 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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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３年级）

按照《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版）要
求，中学阶段应能解决学生ｉｎｇ 分词的使用问题。
英语专业的学生再经由大学英语语法课的强化，

本应该能够完整掌握该语法现象的使用。但客观

事实是学生到了大学，甚至到了高年级阶段，即便

了解乃至较为熟练地掌握了相关语法知识，仍不

能把握相关语法点的正确使用。由此可见，现行

大学英语语法课教学并未有效满足学生提升英语

语法能力的需要，没能把学生培养成为真正的英

语使用者。

大学英语语法教学问题还体现在重视对学生

语法知识的传授，忽视对学生“人文与科学素养”

和 “思辨能力”的培养。这与教育部的课程质量

标准不匹配。教育部颁布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指出着力构建知识、素养、

能力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强调对外语学子“思

辨能力”和“人文与科学素养”的培养。

Ｇｉｖｎ（１９７９：２０９）指出“今天的语法就是昨
天的话语”。语法规则在漫长的言语使用过程中

不断演进而成。只教语法规则，不谈规则背后理

据的现行语法教学无法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

基于上述梳理，我们发现大学英语语法教学

存在与中国经济现阶段发展类似的问题。一方

面，学生认为自己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学习了足

够多的语法知识，对大学开设的语法课普遍不感

兴趣，大学语法课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学生甚至认

为语法课的开设实属多余；另一方面，学生语法能

力普遍薄弱，思辨能力不够理想，人文素养亟待提

升，但大学英语语法课对大学生的上述三大需求

又几乎无计可施，存在严重的供需错位问题。因

此，大学英语语法课在做好学生需求侧引导的同

时，要着力加码供给侧结构调整，有效提升学生英

语学习的内生动力，进而由此提升其英语应用能

力，思辨能力及人文素养。

总之，对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现状调查摸底收

集到的数据以及针对部分大学生英语基本功存在

的问题的深度分析，都表明大学英语语法教学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推行。

４． 大学英语语法教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改什
么，如何改？

针对我国经济问题，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战略，适时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减少无效和低

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

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实践已经证

明中央倡导的供给侧改革行之有效。针对大学英

语语法教学活动的供给侧改革要从哪儿改起、具

体改什么，笔者谨依托自己十几年来的教改探索，

尝试给出以下建议。

４．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改什么？
基于抽样问卷调研以及个人十几年持续探索

的实践，我们认为大学英语语法课的问题出在供

给侧，不能简单归咎需求侧的学生。语法教学的

供给侧症结，也不在教师工作不够努力，抑或经

费、课时、场地等资源性供给不充分，而是由结构

性的认知偏差所导致。教师是供给侧最关键的能

动因素，解决现存问题，要以教师的自我革新为突

破口，紧紧扭住课程、教学活动及教学方法创新等

供给侧因素，系统地开展结构性调整。教师要以

学生为中心，更新对语法课程定位和目标的认识，

更新对学生厌学的认识，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不

断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有效服务和

供给。教师的服务要以教学理念创新驱动，明确

教学目标，用完善的制度保障目标的达成；用多样

化的手段调节学生心态、分解落实具体目标任务，

并确保达成目标诸手段对学生的适应度，从而调

动学生学习、成才的内生动力，促成他们积极主动

地学，系统严谨地学，扎实深入地学，继而为突破、

创新而学。以下是我们多年来教改探索的简要

归纳。

首先，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在教

学观念方面，我们以学生为中心，站在学生的立场

上找问题，着力探究学生厌学的宏、微观原因（向

明友，２００８）。变抱怨学生为尊重他们的心理反
应，引导和刺激他们的积极需求。

其次，树立融知识、技能和素质教育于一体，

集学术和人文思辨于一课的课程目标。在对语法

课程定位和目标的认识、明确课程目标方面，我们

逐步认识到该课程的教学任务远不止集中在语法

规则知识传授上，还要注意发展学生使用英语的

实际能力，更要培养学生运用所学语法知识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大学英语专业语法

课应该是融知识、技能和素质教育于一体，集学术

和人文思辨于一课的新型综合基础课（向明友，

２００８）。
再者，倡导教学方式、方法、组织形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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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方位的变革。为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观，确保上述课程目标的实现，我们在实践中总结

出以语法规则为抓手，以“知晓”（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会用”（ｃａｎ ｄｏ），和“理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为具体
目标；以写驱动，以辨提升，变老师讲学生听的单

一知识性讲授为综合训练培养；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和 ｄｏ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三
管齐下的语法教学新思路，把呆板枯燥的语法课

充实为学习兴味浓，师生互动好，合作、探究学习

效果良，内涵丰满的课程，进而达到学生语法知识

增长，英文说、写能力提升，人文感悟及学研精进

的目的。

在革新固有观念的基础上，大学英语语法教

学供给侧改革具体从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和考核

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改起。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启的

课改探索与教育部当前倡导的“金课”的高阶性

要求异曲同工。

４．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如何改？
理解了为什么要改，明确了要改什么。最后

一公里的路程就是具体如何改。

首先是教学内容的调整。教学内容从单纯教

授传统语法知识扩展到探索语法背后的理据。在

教给学生是什么的基础上，还告诉他们为什么？

在教知识，秀理据的同时，引导学生学习总结、评

价老师同学的探究活动，继而自己动手，探究语法

背后的理据，在总结、评价以及自我探究的过程

中不仅操练了语法知识的具体应用，还提升了学

生的英语口、笔头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团队合作

精神及领导力。

其次是授课方式的调整。我们选好语法教

材，请学生自学，以出题考老师的方式，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并就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向老师提

问，教师的课堂讲授则基于学生的提问，抑或针对

学生课后作业中出现的问题作评点指正。以变教

师考学生为学生考教师的方式，促学生自主学习；

变教师主导授课为生师互评，互动，解放学生心理

压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最后是考核内容与形式的调整。我们以学生

钟爱的分数为抓手，以考验学，以考促学，把关乎

学生知识，素养，能力提升的学习内容分解成若干

模块，加大过程性评价，刺激学生的学习需求。

这项供给侧结构性教学改革包含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和 ｄｏ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三
个有机联系的过程，蕴涵教学内容、学习任务、教

学方式、考核形式等诸因素的结构性系统调整，最

终促进学生知识、素质和能力的综合提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 过程。以章振邦先生主编
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为教材，要求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系统通读该教材，并以此教材的内容为依

据，以老师为考试对象，设计出语法考题，并附标

准答案。以此套考题和答案为学生本课程期中考

试的内容，并根据考题质量给学生打分。为了考

倒老师，以解长期被考之怨，同时也为了能得高

分，学生往往会把指定教材通读数遍。这种改革

措施极大地提振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他们

几乎能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除却出题考老师

外，我们还鼓励学生积极凝练阅读过程遇到的问

题，积极向老师发问。教师会根据学生提问的质

量和数量，给他们计分。问题质量以其学理性及

是否能把老师难倒为标准，高难问题的提问者不

仅可以得到该模块的高分，还会享有受邀与老师

共进午餐的奖励。该措施不仅能够引导学生静心

读书，还激励了他们发现问题的乐趣，同时透过共

进午餐活动还拉近了师生距离，加深了师生感情。

这就是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的过程。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 过程。老师把自己从照

本宣科的传统讲授中解放出来，把语法课本还给

学生自主学习，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解答学生的

问题上。每学期透过七到八个专题讲座，不仅解

了学生之困，展示给了学生冰冷的语法规则背后

隐藏着的鲜活人文理据，还与他们分享了思辨的

魅力，培养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兴趣。在为学生示

范讲解的同时，我们会鼓励学生仿照老师的做法，

自己选个语法问题，尝试探究解决之。八周的教

师展示性讲解之后，我们会邀请每位学生按学期

开始时的抽签顺序，向同学们展示自己的问题和

研究进展。学生的课堂展示作为重要的学习模块

之一计分。这无疑给学生提出了挑战，培养了他

们自己动手，探究解决问题的初步能力。这就是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的过程。
Ｄｏ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 过程。教师每周讲座之后会

要求学生作为家庭作业，写一篇字数不少于一百

英文单词讲座评论，将评论和评论的评论作为一

个模块一并计分。评论包括对讲座内容的概述，

对讲座的正面和负面评价以及个人建议和疑问等

三部分内容，教师会逐一批改和评点，重点关注学

生的语法应用，对讲座信息的汲取以及透过行文

和评价反映出的逻辑思维。这不仅操练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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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表达能力，训练了学生汲取信息，概括信息以

及批判思维等能力，也给教师提供了一次检验教

学效果，与学生近距离互动的机会。此外，就学生

的评论，教师还要求学生互评，找出同学的表达错

误，给出针对同学评论的评价。老师再就学生的

评论和互评做总评。这就是 ｄｏ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 的
过程。

前文提到，教师八周展示讲解后，要求学生挑

选一个语法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仿照老师的方

法向同学们汇报，同学们现场提问，主讲同学收集

同学意见，课下组织同学进一步讨论，并由主讲同

学把讨论意见汇总报给老师。这个过程老师会引

导学生如何做口头学术提问，适时交给他们相关

的修辞知识。这一模块也纳入计分范围。该模块

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增加了修辞

知识，还训练了他们的团队精神和领导力。

学生要就课堂展演的话题，在同学们课上课

下批评及老师点评的基础上，期末完成一篇英文

课程论文。这也相当于对一学期语法课的总结，

构成学生一学期语法课的终结性评价。论文作为

该课程最后一个计分模块，得分点主要分布在语

法，思想和学术性上。

该课程最终的成绩由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两个部分构成，包括八项指标：看书提问题，基

于教材的试卷设计，每堂课后的书面教学反馈评

价，对同学展示的书面评价，个人课堂展示，对同

学课堂展示的口头评价，对个人课堂展示意见的

汇总与讨论以及课程作业的终稿。

这项供给侧改革，不是教师教学内容的简单

增减，学生学习任务的简单加减，抑或考试的简单

难易，而是教学内容、学习任务、教学方式、考核形

式等诸因素的结构性系统调整，通过学以致用，用

以促学，以知促行，以行化知，在学、用交织，知、行

交融中促进学生知识、素质和能力的综合提升。

４．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合理性
改革后的英语语法课深得学生们的好评，从

曾经不受欢迎的老大难课程跃升为校级精品课。

这至少从实践意义上证明了改革探索的价值。但

此项基于供给侧的改革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合理

性？对照最新颁布的“新时代高教 ４０ 条”的相关
规定以及吴岩（２０１８）“金课”标准略作分析，其答
案便一目了然。

教育部 ２０１８年 ９ 月 １７ 日 发布的《关于加快
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

见》俗称“新时代高教 ４０条”。
“新时代高教 ４０条”第 １１ 条“推动课堂教学

革命”要求“因课制宜选择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科

学设计课程考核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积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激发求

知欲望，提高学习效率，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我

们改革“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以“学

生考老师”为抓手，将选定的语法规则知识交给

学生自学，把原本的需求者转化为供给者，实践了

学生的自我管理，充分调动了其主动学习的积极

性；为了考住老师，他们精心研读学习内容，使尽

全身解数，寻求“刁钻”问题，赢取与老师共进午

餐的荣誉，这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也有效提

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提升了他们的自主学习

能力。

“新时代高教 ４０条”第 １２ 条“加强学习过程
管理”要求“加强考试管理、严格过程考核，加大

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成绩中的比重。健全能力与

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综合

应用笔试、口试、非标准答案考试等多种形式，全

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以考辅教、以考

促学，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刻苦学习”。我们把英

语语法一门课的成绩分解为八个模块，贯穿于

“读、讲、考、问、批、评、写”等教学的全过程，其中

形成性评价就占八个模块中的七块。整个评价过

程没有一项给定标准答案。这充分实现了以分牵

引、以考辅教、以考促学、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刻苦

学习的目的。

“新时代高教 ４０条”第 ２９ 条“强化科教协同
育人”要求“将最新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育教

学内容，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本科人才

培养”。教师在前八周答疑示范的讲座中，曾就

学生提出的诸如“为什么英语动词 ａｓｋ 后面接 ｔｏ
ｄｏ，而类似动词 ｓｕｇｇｅｓｔ 后面却只能接 ｄｏｉｎｇ？”等
问题，适时渗透“知识，素养，能力”三位一体的人

才培养观，通过对“时态”，“语气”等传统语法概

念的剖析，提出与传统语法不同的阐释，帮助学生

确立概念边界意识，继而引入知识即概念系统的

理念。再根据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向明友，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从解决 ｔｏ ｄｏ 与 ｄｏｉｎｇ 的选择开始，
延及对英语虚拟语气的再认识，最后阐明 ｓｕｇｇｅｓｔ
后面只能跟 ｄｏｉｎｇ 的理据。解决学生疑惑的同
时，向他们展示了一条基于知识，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深入浅出，逻辑缜密的科研路径；与他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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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了老师 ３０余年科学探究积淀的“透过语言悟人
文，基于人文求思辩，积累思辨做科研”的求索心

得；把曾经沉闷枯燥的语法规则宣讲课，上成了上

连哲学，下接实践，既富哲理，又具行动，师生互

动，彼此挑战的综合研讨课，有效“增强了学生创

新精神和科研能力”。

陈宝生（２０１８）提出推动课堂教学革命，打造
金课，淘汰水课的要求。吴岩（２０１８）把金课归结
为“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改革

后的语法课以“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

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为导

向，“课程内容有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体现

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培养学生去探究，能够发挥学生的个性特点”，且

整个课程具有“一定难度，老师要认真花时间花

精力花情感备课讲课，学生课上课下要有较多的

学习时间和思考做保障”。我们的语法课教学任

务和目标的达成基本是在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和
ｄｅｂａｔｅ师生高效互动的境界中进行。学生自主学
习课本知识，出题考老师，向老师提问题，老师评

判问题的价值，以共进午餐的形式激励学生挑战

老师。针对学生的发问老师精心备课，认真准备。

在教师答疑展示环节学生有赞同也有挑战。除却

课上争论外，学生的家庭作业也是质疑和争论的

延续。争论、争辩，甚至争吵主要发生在学生展示

阶段。他们还可以对老师前八周所讲内容提出不

同意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老师再做点评予以回

应。这样一来二去，理越辩越清，学生的独立思考

和批判创新能力也得以不断提升。

５． 结语
本文从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经

验中嗅到灵感。在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的基础

上，尝试将经济活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引

入大学英语语法教学活动，并顺势将论文作者上

世纪末就开启的英语语法课教改实践介绍给广大

读者。

这套环环相扣的教改实践，经历了近二十年

的探索和打磨，现已基本成型。我们用“考老

师”的方法把课本知识“承包”给学生自主学习，

为了考倒昔日总是考他们的老师，同学们把原

本枯燥的语法规则知识学的津津有味。教师的

示范答疑讲座顺势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机

地融入课堂教学，通过互动、互批、互评、乃至相

互挑战等能够刺激青年学子求知兴趣的方式，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挑战，锻造其独立思考

和批判创新能力。

此项改革不仅解决了大学英语语法课的困

惑，提升了学生的满意度，受到学生由衷的好评，

也正契合教育部对金课的基本要求。

我国有千余所大学开设英语专业。虽然每个

英语专业几乎都开设英语语法课程，但各校师资，

生源，培养目标及就业去向等各不相同，针对该课

程的供需关系自然也应因校而异。我们的改革实

践只能是众多可能实践的一种。我们成功的尝试

未必适宜所有学校。语法教学的问题虽然存在于

供给侧，但各校的改革实践必须以本校学生的需

求为中心，因校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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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２０）。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０８ ／ ｓ７０５６ ／ ２０１８１０ ／ ｔ２０１８１０１７ ＿ ３５１８８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１１ ２０）。

贺强，王汀汀，２０１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政策建
议，《价格理论与实践》第 １２期。

吴岩，２０１８，建设中国“金课”，《中国大学教学》第 １２期。
向明友，２００７，试论英语虚拟语气的语法化，《外语学刊》
第 ６期。

向明友，２００８，换个方法教语法，《中国外语》第 ６期。
向明友，２００８，论英语非限定动词的选择问题，《外语教学
与研究》第 ６期。

新华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

议，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１１ ／ １０ ／ ｃ＿
１１１７０９９９１５．ｈｔｍ（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０）。

新华网，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０５ ／ １０ ／ ｃ＿１２８９７２６６７． ｈｔｍ
（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０）。

中证网，关于“供给侧改革”看完这十个问题就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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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 ｃｏｍ．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ｈｇ ／ ２０１５１２ ／ ｔ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
４８５３７０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０）。

（通讯地址：１０００２９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１０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ｙ ＸＩＡＮＧ Ｍｉｎｇｙ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ｏｖ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４３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ｊｏｒｓ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ａ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 ｓｅｔ ｏｆ ｒｏａｄ ｍａｐ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ｙ ｔｅ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 ｏｗ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ｈａｐｐｅｎ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ｓｅｔ ｂｙ Ｗｕｙａｎ（２０１８）．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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