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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
成绩与能力的双赢
文 / 程晓堂

就英语教学而言，“高分低能”现

象普遍存在。不少高中生可以通过大量

做题考上大学，但他们的英语口头表达

能力和读写能力却很差。这样的情况我

们并不陌生。应试教育可以提高考试成

绩，但却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实际语言运

用能力，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追求

高分无可厚非，但“高分低能”并不是

大家所期望的。因此，在学生语言能力

的培养和考试成绩之间似乎总存在着不

可调和的矛盾。

“高分低能”现象背后普遍存在的

观点和做法：

（1）很多教师认为，考试主要考查

英语语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大量做题、

讲题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语言知识点，因

此做题是提高考试成绩的有效途径。

（2）有些教师认为英语中考和高考

不考查语言运用能力，所以不需要注重

语言能力的培养。这种观念背后存在两

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地方的英语考试确

实不考口语和听力，因此课堂教学里面

就没有这两个部分；另一种情况是，教

师认为英语考试考的是知识点，而不是

语言能力。

（3）很多学生英语基础太差，无法

培养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

（4）与大量阅读相比，做题在提高

考试成绩方面的效果更好、更快。

（5）尽量做题可能会导致“高分低

能”现象，但至少能够保证考试成绩；

至于语言能力的培养，以后再说。

（6）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英语学习

不是为了掌握这门语言（因为他们学了

英语也不是使用），而是为了考试。

（7）很多教师不注重教材的教学，

而在教辅材料上花更多的时间。

（8）做题、讲题过程中使用的练习

题和模拟题重复率高。不仅农村地区、

边远地区如此，有些教育资源较丰富、

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也是如此。

（9）做题、讲题以知识类的练习题

和模拟题为主，对听力、阅读和写作题

的讲解较少。

（10）有些地区甚至还提倡学生自

己做题、自己讲题。

如何才能既保证考试成绩又能培养

语言运用能力呢？根据个人的经验和学

习体会，笔者认为提高考试成绩与培养

实际语言能力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以

下十个观点供大家参考。

观点 1：当前大多数英语考试（包括

中考、高考）并不是主要考查语言知识点，

而是以考查能力为主。

从目前的情况看，英语考试（包括

中考、高考）越来越注重对语言运用能力

的考查，单纯考查语言知识点的试题越来

越少。2014年 10月，中国英语教学国际

研讨会期间，一名外国参会者在提问环

节时提出：“我看了你们的高考题，好

像也不是考知识点啊，高考题中有听力、

阅读和写作等题型。”从目前的情况看，

命题的出发点还是以考查能力为主。

很多老师认为，英语考试中的单选

题就是为了考查语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其实不然，单选题是为了考查考生在语

境中运用语言的能力。考生除了需要大

致理解题干的意思之外，还要清楚四个

选项从语言形式到意义是否符合题干需

要。设计得比较好的单选题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考查学生的语言能力。但是，很

多练习题和模拟题中的单选题在设计上

有明显的缺陷。有的练习题的四个选项

中只有一个选项的语法是正确的，聪明

的学生不必看题干，只需看选项就能找

出正确答案。这样的题只能考查学生识

别语言形式的能力，无法反映其在语境

中运用语言的能力，违背了单选题命题

的根本出发点。长期做这样的练习题对

学生是没有帮助的，不但不利于他们发

展语言能力，对真正提高考试成绩也没

有多大的作用。

因此，即使是备考，也需要科学、

有效地备考。新考试题型的出现不应该

过多地影响教学方式，针对新题型的练

习要适度。教师需要认真研究考试究竟

考什么，研究一份试题到底考查哪些知

即使是备考，也需要科学、有效地备考。新考试题型的出现不应该过多地影响

教学方式，针对新题型的练习要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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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能力。不少教师往往过多地关注考

试题型，对考试实际考查的内容和语言

运用能力却不够重视，或者一味强调考

试试题涵盖的语言知识，过多地关注考

试的形式，按照形式去教学、去备考。

观点 2：学习语言知识的有效途径不

是大量做题、讲题，而是语言实践活动。

建构主义是目前被普遍接受的一种

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的学习不能依

靠他人的直接传授，更需要自己主动去

探索、发现、建构。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总结的经验，发现的规律是不容易忘记

的，别人告诉我们的东西却很容易忘记。

这是普遍规律。

一般知识的学习需要建构，语言知

识的学习则更是如此。语言知识与其他

知识的重要区别之一是，绝大多数语言

知识是在语言实践活动中学习的。这些

学习的知识能指导我们的语言实践活动，

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使用语言。因此，语言

知识需要在实践中学习，需要经历观察、

体验和探究等过程。在一节初级水平的日

语课上，老师要讲解如何在不同的电话情

境中用日语打电话和接电话。教师列举了

各种假设的情况，并告诉学生在每种假设

的情况下说什么。显然，学生越听越糊涂。

这并不是学习语言知识的有效途径，直接

模拟电话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即使是为了掌握语言知识，大量地

做题、讲题也不是最有效的途径。有学生

网络留言是这样的，“都说英语要多做习

题，我做了这么多题，本人觉得一点用都

没有，所以我很怀疑做题是否能提高英

语成绩”。笔者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份“14

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的练习题清单：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一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二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三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四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五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汇总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六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七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八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九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十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十一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十二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第十三日）

14天攻克初二期末英语——冲刺期

末训练（终极模拟检测）

我们真的要做这么多练习题吗？这

些练习题是谁设计的？

观点 3：理解语言、掌握语言的运作

规律才是以不变应万变之道。

练习题的范围和数量是没有界限的，

语言的使用情况也无法用数字来衡量，

通过做海量试题和练习题，以期涉及所

有知识点，笔者认为是以“万变”应“不

变”的错误做法。语言本身的运作规律

是不变的，变化的是各种各样的具体语

言现象。理解语言和掌握语言的运作规

律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曾有老师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我

是教英语的。追求的是做一道题，弄懂

一道题，找出题目背后固有的知识点。

因为知识点是静态的，所有题型都是围

绕着它转，万变不离其宗。”其实，语

言学里强调，语言是变化和灵活的，并

不是有“固有的”，也不是“静态的”。

如下题：

— Would you mind if I open the 

window?”

— ______, though it’s a little cold here.

A. Yes, please   B. Sure   C. Not at all

题目所给的正确选项是“Not at 

all”，对应问句里“would you mind”。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遇到此类问题完全

可以用“Sure, go ahead.”来回答。虽然

问句的表达是“你介不介意⋯⋯”，但

实际意思是“我可不可以⋯⋯”。此题

的设计实际上误导了学生，违背了语言

知识的灵活性原则。请再看下题：

— Mom, I’m hungry.

— There are some cakes on the plate, 

you can take ______. 

A. it   B. that   C. this    D. one

本题所给的答案为 D，把学生误导

引向了“这些饼干你只能吃一块，不能

多吃”的唯一答案。该题的命题者僵化

地理解了英语语法，认为“it, that, this”

都不能指代题干中的“cakes”，只有“one”

可以表示“one of the cakes”。其实，在

这个语境中，完全可以使用“that”。

观点 4：如果英语考试模拟题由非专

业人士设计，其本身的信度和效度就会

缺乏保障，会误导学生。

命制考试题不仅需要很强的专业知

识和高水平的英语语言素养，还需涉及

心理学、测量学等方面的知识。如果不

接受专业训练，一般的英语教师很难命

制科学、合理的英语试题。如下题：

—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 No, thanks, I am not______.

本题所给答案是 thirsty。可是，我们

喝咖啡是为了解渴吗？很明显这道题不

是出自英语原版材料，而是某位老师自

己编造的。

花太多时间做这样的试题，不仅浪

费学生和老师的宝贵时间，而且还可能

误导学生。因为考试试题的考点和形式

设计得不合理，可能在考查点、试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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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等方面误导学生。如果学生接触的考

试题中有错误或不合理的知识，对学生

而言是不公平的。重要的不是做大量的

试题，而是保证试题的质量。例如下面

几道试题，每道试题究竟考查了什么？

John kept the ___________（秘密）

from his parents.

You should be ___________（耐心）

to guess a word’s meaning by reading the 

sentences.

Listening to a tape and ___________

（重复）out loud is a good way to improve 

your listening.

I like reading Mo Yan’s ___________

（小说）.

He often talks with his friends in 

English to practice his___________（发音）.

T h a n k s  f o r  y o u r  k i n d n e s s  a n d 

___________（温暖）.

I improve my writing by writing 

E-mails to my pen___________（朋友）.

___________（圣诞节）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如第 1题，无非是考查了学生是否

知道“秘密”的英文拼写，学生做此题时

可能根本不会去看本题的语境。再如第

4题，要求写填写“小说”，正确答案是

“novel”还是“novels”呢？填“books, 

fictions, stories”算不算对呢？这类题目未

能考查学生在语境中运用语言的能力，只

是考查了词汇的记忆。另外，还可能因为

正确答案而局限了学生思维，误导学生。

观点 5：语言知识的内化，并不是通

过死记硬背来实现的，而是在语言实践

活动中实现的。

掌握语言知识与发展实际语言运用

能力并不矛盾。知识和能力并没有很明

确的界限，语言能力包括语言知识，学

生需要学习语言知识，更需要发展使用

知识的能力。听、说、读、写等技能的

培养必须有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基础。

英语课堂上的听、说活动，看上去

只是练习听、说能力的过程，实际上也

是学习语言知识的过程，同时还是读、

写活动的前序或后续活动。语言知识的

内化，并不是靠死记硬背来实现的，而

是在语言实践活动中，在听、说、读、

写中进行和实现的。因此，语言知识和

语言能力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在英语考试中，虽然考查语法和

词汇的试题有减少的趋势，但听、说、

读、写等技能的培养必须以语法和词汇

为基础。考试内容是抽样的，不可能考

查学生学习过的所有内容，所以教师应

该思考如何把听、说、读、写训练和语

言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当前普遍使用

的教材里就有这样的板块：Listening and 

vocabulary，Speaking and vocabulary 和

Reading and vocabulary，把听、说、读和

词汇结合起来学习。笔者认为这种思路

是可取的，可以有效地利用教材设计的

板块进行词汇学习。

观点 6：提高学生英语考试成绩的关

键不在于做题，而在于科学、合理地设

计和实施课堂教学。

有效的课堂教学既能帮助学生提高

成绩，又能帮助他们培养语言运用能力。

从本质上讲，语言是学会的，而不是教

会的。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教师需要

创造条件，使学生能够大量地接触、体

验和感知语言，在语言实践活动中积极

尝试使用语言，内化语言知识，发展语

言运用能力，因此，将语言知识孤立出

来给学生讲的做法是与语言学习的本质

背道而驰的。某教师在讲解一般过去时

态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I got up 

yesterday”。这句话的语法是完全正确的，

但意思却令人费解。还有一位老师在讲

解英语被动语态时举了这样的例子，“A 

book was read by me yesterday”，很难找

到能够使用这句话的情境。

观点 7：考试题的价值在于检测学习

结果，考试题本身的教学价值十分有限。

模拟考试有助于了解学生的学习状

况，但考试并不是英语学习的主要途径。

考试题的价值在于检测学习结果，考试

题本身的教学价值十分有限。我们量身

高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身高的变化情况，

但量身高本身并不能让我们长高。同理，

考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学习的情况，但反

复考试并不能让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有明

显的进步。

观点 8：考试方式（题型）的变化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表现，但这

种影响不能被夸大；花太多时间做模拟

考试题并不能提高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当前的考试在题型上有明显的变化，

老师们担心这种变化会影响学生考试的

发挥，因而非常关注考试题型的变化。

每出现一种新题型，就会出现研究该题

型的热潮，随之出现大量的针对该题型

的练习题和模拟题。出现新的考试题型

时，学生确实需要一个熟悉该题型的过

程，可以在考试之前略加模拟，但切不

可花太多的时间做模拟考试题。学生完

成某种考试题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是多

方面的。这些知识和能力的学习需要通

过多种渠道，使用多种材料来实现。单

纯做模拟题显然达不到这个目的。

观点 9：新题型可能是考试形式变

化，也可能是考试内容的变化。

前面谈到，针对新题型的练习要适

度。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是，新题型的

变化形式。有的新题型的只是形式的变

化，而非考试内容的变化。针对此类变化，

教师不能轻易改变原来的教学思路和方

掌握语言知识与发展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并不矛盾。知识和能力并没有很明确的

界限，语言能力包括语言知识，学生需要学习语言知识，更需要发展使用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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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堂，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教授。

法。正如体检方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健

体强身的方式要发生改变。但是，如果

新题型的出现代表了考试内容和考查重

点的变化，老师们就需要注意了。

观点 10：处理好教学与考试的关系，

实现考试成绩与能力培养的双赢，关键

在于教师的理念与能力。

影响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因素很多，

如教材、考试、学校的教学文化，但是

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教师自己的教学理念

和学科教学能力。英语教师要不断更新

专业知识，提高英语教学能力。随着英

栏目定位

呈现教学创新设计，或教学策略集锦、专题备课、集体备课等，

以及教师比赛优秀获奖作品选登，专家或名师解剖式点评。

格式要求

（1）篇幅

论文以 4,000—6,000字为宜（包括图表）。

（2）结构

来稿内容应包括（按顺序）：题目、摘要、正文、参考文献、

作者信息（包括个人简介、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

和电子信箱）。

来稿如属国家及部委、省级重大（重点）攻关项目或课题的

部分内容和研究成果，请在文末注明项目或课题名称、批准

号等信息。

（3）文章标题和小标题

文章标题不宜超过 20字，应准确反映论文的核心内容。尽量

避免使用副标题。

避免使用口号式的标题（如“夯实语言基础，提升语言能力”）

和无实质内容的标题（如“直面‘弊端’，浅析‘优化’”）。

文稿中的小标题与正文文字应有明显界限。小标题单独占一

行，不要标序号。正文文字不标序号。

标题应使用名词短语或动词短语，不能使用完整的句子。

文章标题及文中小标题中应尽量避免空格或逗号。

不同级别的标题之间应该有过渡性文字（即不同级别的标题

不能紧挨着）。

小标题下面不能直接出现表格、图形、例句等，要有文字过渡。

小节不能以表格、图形、例句等结束。

小标题应简短明确，以不超过 15个字为宜；题末不用标点符号。

小标题分级依据以下原则：

“教学前沿”栏目 征稿函

声明

（1）本刊不向学校和教师收取任何版面费和编辑费，反对抄

袭和一稿多投，知情者请举报，联系电话：010-88819830。

（2）因本刊人力所限，恕不退稿，来稿请自留底稿，三个月

内没有接到用稿通知者可另投他刊。

（3）竭诚欢迎各位老师来函来稿，投稿邮箱 ellteacher@126.

com；投稿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投稿栏目及来稿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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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黑体加粗 Step1 (1) ①

语教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对英语学习、

英语教学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也在不

断进步，并提出了一些更有效、更合理

的教学途径和方法。英语教师要通过各

种途径了解英语教学研究的进展，尝试

使用新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同时，教师

还要不断提高自己对英语语言、英语国

家文化的认识，尤其是要了解语言使用

的变化。这样教师才能满足新时期学生

对英语学习的要求和期望。

本文不是一篇真正意义的学术论文，

是根据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一

些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欢迎同行批评、

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