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外语教师角色嬗变之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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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欧洲人开设外语课算起, 外语教学法经

历了行为主义、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三大时

期。外语教师的角色经历了 /以教师为中心 0

到 /以学生为中心0 的嬗变过程。外语教师的
角色根据不同时期外语教学法流派的划分大致

经历了行为主义学习论 /以教师为中心0 的传

统教学、认知理论 /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 0
的过渡教学时期和人本主义理论 /以学生为中
心0 的现代外语教学三个阶段。本文将基于教

育学、心理学原理和语言学发展的历程, 从国

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的角度对外语教师的角

色进行论述。

国外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术

语对 /角色0 进行了阐释。1935年, 美国社会

学家乔治#米德首先把 /角色0 引入社会学研

究。19世纪 20年代芝加哥学派已把 /角色 0
作为社会学的基本范畴使用。1938年, 美国人

类学家林顿在 5人的研究6 中又把 /角色0 引

入人类学研究。班顿把 /角色0 描绘成 /一套
与某特定职位任职者的规范准则与期望有关的

事0¹。魏德森从教师行为、期望和社会准则角

度对教师在交往活动中作为 /管理者0 和在执
教过程中作为 /教学者0 的角色进行了区分。º

赖特认为,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是 /助学

者0 和 /传授者0, 并进一步把传授者角色细
分为讲授模式、讲授教材和利用资源以及知识

处理三种模式。
»
希金斯把教师在教学中的两个

主要角色比作 /地方法官0 和 /教书匠 0, 前
者兼有管理者、诊断医生和促进者的角色, 后

者的角色是示范者、楷模和信息提供者。
¼
昂德

希尔认为, 教师的角色正经历一个从 /讲师 0
到 /教师0 再到 /导师0 的转变过程。½社会

的需求和外语教学的发展经历了外语教师角色

从 /以教师为中心0 到 /以教师为主导0 再到
/以学生为主体0 的进程。

一、语言知识的传授者和教学的绝对权威

从中世纪到 18世纪, 欧洲人一直沿用语

法翻译法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等语言, 语言学

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书面语。 18) 19世纪初

期, 受唯理语法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 外

语教学界接受了 /语言是一门知识 0, 外语学
习的目的是阅读外语文献的观点。德国语言学

家奥朗多弗等学者从理论的角度系统地总结和

提炼了过去运用语法翻译法的实践经验, 使它

成为一种科学的外语教学法体系, 强调学习者

对语言知识的熟练掌握, 追求语法的精确性。
¾

其教学过程是先分析语法, 然后把外语译成本

族语, 主张两种语言机械对比和逐词逐句直

译。在教学中, 教师既把翻译当成教学目的,

又当成教学手段, 重视语言形态的变化,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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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规则, 强调母语的作用。教师则是语言知

识的传授者, 是教学的绝对权威, 控制并主导

着课堂教学活动。教师的角色典型地表现为语

言知识的权威和传授者。
¿
这种单一的以传授知

识为主、忽视听说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随着欧

美社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19世纪中期,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进一步

发展和欧洲各国的贸易交流日益频繁促使社

会急需大批掌握外语能力的人才。德国外语

教学家菲埃托 ( B1W1V ietor) 是最早提出直

接教学法构想的先驱人物。青年语法学派的

著名代表保罗 (H1Pau l)、现代实验心理学的
奠基人冯特 (W1M1Wundt) 和以科梅纽斯

( J1A1Comen ius) 为代表的 /教育适应自然 0

的思想对直接法的基本理论形成有着极大的影

响, 使直接法教学模式成为时尚, 推动了当时

外语教学的变革。直接法要求学生在交谈、阅

读或写作时都用外语思维, 提倡外语要在自然

的环境或情境中习得, 要求学习者在外语和客

观事物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课堂教学活动围绕

会话练习展开。直接法认为, 外语学习主要靠

学习者机械模仿和记忆语言材料, 经过不自觉

的经常重复, 最终达到自动化的程度。1886

年, 国际语音学会的成立和国际音标的制定对

推动直接法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直接法与翻译法一样都属于以 /教0 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 教师的角色仍然是知识的传

授者。

二、语言知识的范本和教学

活动的指挥者

20世纪初, 行为主义理论的早期代表人

物、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 ( E1L1Thord ike )
的极端行为主义刺激反应 ( S - R) 试误说、

华生 ( JohnWatson) 的古典行为主义反应说、

斯金纳 ( B1F1Sk inner) 的刺激 ) 反应 ) 强化
( S- R- R) 程序教学法和俄国生理学家巴甫

洛夫 ( I1P1Pav lov) 的经典性条件反射学说,

以及美国心理学家、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

班杜拉的认知行为主义理论把人类和动物的

学习等同起来。这些学说忽视了人类学习的

社会性, 忽视了人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这

些理论指导下的外语教学强调学习是刺激 )
反应的结果, 语言是通过强化过程和习惯的

养成而学会的, 主张学习者通过观察他周围

说话者和积极巩固正确的重复和模仿而接受

语言输入。
À

受 20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的 /格式塔 0
心理学影响, 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

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

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认为, 语言是由各个

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
Á
索绪尔之后, 结构主义

发展成了以马泰休斯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 (也

称功能语言学派 )、以乌尔达尔为主要代表的

哥本哈根学派和以萨皮尔和布隆菲尔德为代表

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他们都遵循语言符号系

统理论, 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受结构

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口语

法、情景教学法和听说法等教学流派应运

而生。

口语法产生于 20世纪 30年代 (后被称为

情景教学法 )。该教学法强调外语教育学从口

语开始, 目的语作为课堂用语, 新的语言知识

点通过情景进行教学和操练, 采用先易后难的

原则对语法进行分级教学。当学生达到一定的

词汇量和语法基础后, 教师再教阅读和写作。

口语法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演示目的语

结构所使用的语境并提供例句让学生进行模

仿。在口语法和情景教学法中, 教师主导整个

教学进度, 扮演着示范者、指挥者和监督者的

角色。

听说法源于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美国。

外语教育学家弗里斯 (C1C1Fres) 基于结构主
义语言学理论批判语法翻译法, 倡导口语法

(也被称为听说法 )。听说法认为, /语言是言
语, 不是文字0, /语言是结构模式的体系0,
并提出外语教学应以口语为中心, 以句型或结

构为蓝本, 强调模仿、强化记忆, 十分重视语

音的正确, 尤其强调语调训练。教师是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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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言的样板。
Â
口语法、情景教学法和听说法

均以 /教师0 为中心、以句型为中心。教师的
角色是成为语言行为的范本、指挥者, 监控着

学生进行语言操练。

三、语言知识的传授者和语言

环境的创设者

认知心理学起始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 60

年代后迅速发展。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奈瑟

(U1Neisser) 的 5认知心理学6一书的出版, 标

志着这一学派理论的成熟。皮亚杰 ( J1Piaget)
的 /发生认识论 0、布鲁纳 ( J1S1Bruner) 的
/发现学习 0、奥苏贝尔 ( D1P1Ausubel) 的
/有意义的学习0 促进了认知心理学的进一步
发展。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 语言学领域

内乔姆斯基 (N1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取代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导地位, 标志着语言

学历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乔姆斯基认为, 语言是

受规则支配的体系, 儿童天生就具有一种学习语

言的能力, 即 /语言习得机制 ( LAD) 0。�lv转换

生成语言学注重语言学习的内部因素, 教学的

重心转移到学习者身上, 转移到人的 /认知 0
和 /心智0。按照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 外语

是通过许多步骤学会的, 每一步骤都是生成语

法的内在化。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与认知学派结

合产生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 心理语言学; 外

语教学界产生了一个新的教学法流派) ) ) 认

知法。

认知法是 20世纪 6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

家卡鲁尔 ( B1Carroll) 和布鲁纳 ( J1S1B runer)

首先提出的。认知法主张语言是受规则支配的

创造性活动, 语言的习惯是掌握规则, 而不是

形成习惯, 提倡用演绎法讲授语法, 目的是为

了使学生的语言能力能接近以所学语言为本族

语的人的水平。认知法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 主张外语学习必须理解语言规则。语言

练习必须有意义并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 以有

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有助于提高使用

外语的准确性和得体性。认知法强调学生在外

语学习中起决定性的因素。教师必须学会调动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 为学生创造学习

语境, 发挥学生学习语言的潜能, 激发学生学

习语言的内在机制,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 让学习者成为认知的主体, 试图建构学生

的语言知识。认知法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先教

核心句型, 再通过转换方法教句型转换。教

师的教学目的是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外语操练

机会, 促使学生将所学到的语言知识运用到

语言技能之中, 并自觉地把语言习得看作一

个有意义的体系。教师的任务是创设语言环

境, 将语言知识置于情景教学之中, 并指导

学生进行各项活动, 将 /输入 0 转化为 /摄
入0。�lw教师不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者, 还是语

言环境的创设者。

四、语言知识的中介者和教学

活动的引导者

近 20年来, 建构主义 ( constructivism ) 学

习理论在西方逐渐流行。建构主义认为, 知识

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

的情境下主动建构的。建构主义更关注学习者

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建

构知识, 更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

境性, 提倡在教师指导下 /以学习者为中心 0
的学习, 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 又不

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

者、促进者, 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和灌

输者。

建构主义理论对交际教学法的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

(Hymes) 和系统功能语法代表人韩礼德 (Hal2
liday) 的交际功能语言理论推动了外语教学的

变革。他们认为, 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 其基

本功能是交际, 语言学习只能通过学生的交际

活动来完成, 外语教学应从语言形式转向交际

能力 (语用知识和语用能力 ) 的培养。卡纳尔

与斯温 ( Canale& Sw ain) 认为, 交际能力由

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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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组成。威多森、克拉舍和埃利斯 (W iddow2
son、K rashen& E llis) 等学者的观点也对该教

学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20世纪 70年代后,

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金斯 (W ilk ins) 提出的功能

意念大纲, 把语言意义分为意念范畴和交际功

能范畴, 对交际教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交际教学法注重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

着重培养学生主动交际的能力和综合技能。

交际教学法倡导 /以学习者为中心 0, 把学生

置于积极主动的地位, 让学生运用已有的语

言知识进行交际活动, 强调下意识的习得而

不是有意识的学习。在教学中, 教师通过适

当的语言输入和有意义的课堂活动帮助学生

习得语言形式, 其作用是协调和加强学生之

间以及学生与各种活动和篇章之间的交流。

课堂教学活动围绕交际展开, 尽量重现交际

过程, 而不总是纠正学生的错误。流利和可

接受的语言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目标。任务型

教学法是交际教学的具体体现, 将交际互动

与意义构建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因此,

教师的角色有着鲜明的特色: 信息收集者、

课堂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控制者、参

与者和评价者。
�lx

70年代关于中介语理论和学习者个体因素

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学生才是外语学习中起最

终决定作用的因素, 教师只是教学活动的促进

者、语言知识的中介者。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

维果茨基 ( L1Vygotsky ) 心理学的一个中心概

念是 /中介作用0。他把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帮
助引导学习者进入原先他们觉得过于复杂的活

动, 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学习技巧的人称为

/中介者0, 而教师就起到中介者的作用。他的
/最近发展区0 理论指出, 学习者得到比他现

有知识水平高的成人或同伴的协助是他进入下

一个发展区的最好学习方法。费厄斯坦

(R1Feuerste in) 的中介作用理论指出, 学习者

的学习受到对他有重要意义的人的干预和影

响。在交际教学中, 教师的作用不应该仅局限

于提供任务和促进学习者之间的言语互动, 更

重要的作用在于通过他们的语言为学习者创造

更好的学习氛围、增强学习者的自信心、发展

更恰当的学习策略。
�ly

五、语言知识的导航者和教学

活动的策划者

20世纪 50年代,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

理论思想起源于马斯洛 (A1H1Maslow ) 和罗杰

斯 ( C1R1Rogers) 等人的心理学研究, 反对将

人的心理低俗化、动物化。马斯洛作为人本主

义心理学的创始人, 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

值, 积极倡导人的潜能的实现。罗杰斯认为,

学习不是刺激反应间的机械联接, 而是一个有

意义的心理过程; 强调人的自我表现、情感与

主体性接纳。他认为, 教育的目标是创造一个

积极的成长环境, 培养健全的人格。人本主义

教学理论已成为当前西方教学理论中的一个重

要派别, 其教学思想是 /以学生为中心 0, 关
注学生情感、兴趣、动机的发展规律, 注重对

学生内心世界的了解, 以顺应学生的兴趣、需

要、经验以及个性差异, 强调师生、学生之间

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全方位互动在学习过

程中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为学生的

学习提供有效的资源和最佳的情境, 以促进他

们自主学习、自我生长。

人本主义教学理论催生了一批新型的外语

教学法。 20世纪 70年代, 沉默法、暗示法、

社团语言学习和全身反应法等教学法应运而

生。沉默法认为, 教师不应大量 /灌输0 知
识, 而应尽量 /沉默0。在学生学习外语时,

教师应让他们多听、多思考, 在动脑的基础上

开口。暗示法倡导外语学习是有意识学习与无

意识学习结合的过程, 学生必须排除各种心理

障碍, 特别要消除焦虑、紧张和烦躁等情绪。

社团语言学习认为, 学生学习外语时常受到来

自共同学习的同伴们在精神方面的压力, 需要

通过教师鼓励与协助来妥善消除这些消极因

素。这要求教师不仅要注意个别学生的智力和

情感等因素, 而且应将整个班级看成一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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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重视学生之间的关系与学习需求。美国心

理学教授詹姆斯#阿舍 ( James Asher) 创立的

全身反应法是一种通过语言与行动的协调来教

授语言的方法, 强调理解先于开口, 学习应

该从多听有意义的言语开始, 并允许以非语

言形式回应, 最后才要求用语言表达。
�lz
这些

教学法的共同特点是强调把学生看成一个完

整的人, 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 强调师生的

平等性。教师应努力创造条件, 排除学生学

习外语时的心理障碍。在培养学生的外语技

能时, 教师应听、说、读、写并举, 重视加

大语言输入量, 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教师

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有效地组织生动

活泼的课堂活动, 及时发现学生的困难, 成

为他们学习的引路人。教师充当着导入者、

参与者、合作者、指导者、解难者、信息咨

询者和评价者的角色。

本文基于心理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

历程, 从国外外语教学法流派的角度对外语教

师课堂角色嬗变进行了溯源研究, 认为我国新

一轮的基础英语新课程改革对英语教师的专业

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教师应具有

/以人为本 0 的教育理念,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性地位, 更加注重交互性课堂教学。英语教

师的角色应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 转变为学生

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促进者和反

思者。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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