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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外语教育教学的新生态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束定芳

提要：外语教育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不同的机构和人员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政府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教育资源的主要提供者。社会机构，包括教学研

究机构、出版机构、考试机构等提供相关的教育教学服务。学校是这个系统中最重要的分支

系统。其中，校长、学科负责人和学科教师对外语教育的认识、教学和管理能力以及他们与学

生和家长的互动决定了学校的外语教育质量。学生无疑是该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起点和终

端，其自身又构成一个微系统，包括他们的学习能力、学习动机、学习投入及其与同伴、老师和

其他环境因素的互动等，这些因素将决定外语学习的最终成效,并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和

未来运作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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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a New Eco⁃system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HU Dingfa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s an eco⁃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subsystems

involving people and agencies or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agencie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eco⁃

system by making policy decisions, 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making evaluations, etc. So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research institutes, publishers, testing services, etc., provide important services

and resources vital to the workings of the whole system. Schools are pivotal in the system in that

they shape the quality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y linking government policies,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teachers,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In the school, the

vision, devotion,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skills of the principals, head teacher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re critical in helping students achieve their goal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system is students. Their aptitudes, motivations and investment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teachers, peer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determine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 whole eco⁃

system and thus affect the future functioning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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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定芳 构建外语教育教学的新生态

1. 引言

近年来，根据本人对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教学的一些观察、思考和感悟，我越

来越感觉到外语教育教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生态系统，很多机构和人员在这个

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有这些机构和人员准确定位，各司其职，并互相协

调，良性互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生态环境才能健康、有效。这个生态系统

的质量极大地影响外语教育的成效以及大范围内学生外语学习的结果。本文分

两个部分，一是说明外语教育教学生态系统由哪些层面、哪些因素构成，二是通

过三个具体的案例说明这个生态系统如何运作，其中的各个因素如何互相影响。

2. 外语教育教学生态系统的构成

外语教育教学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层面 (Stern 1983; 束定芳、庄智象 2008)，
包括政府层面，如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政府制定的语言政策、教育政策、考试政

策，以及资源分配，如教育经费、项目经费等，还有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比如教研

机构、考试机构等。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层面，包括社会对外语或外语人才的需

求，社会对外语学习的认识，各类的提供教育和学习资源的相关社会机构，包括

出版机构、培训机构、学术机构等。第三个层面是学校，包括学校领导，特别是校

长，他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水平，对外语教学的认识，资源的配置等都会影响这个

学校的外语教学水平。当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有这个学校的外语学科带头人和

骨干教师的水平和敬业精神。第四个层面是家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对外语

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对孩子的要求和监控，与学校的对接和互动等，都会对学生

的外语学习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学习者层面，即学生，他们的学习

目标、学习动机、学习资源和学习方法等对其最终的学习成效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前面各层面的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学习动力，而学习动力和目

标能影响其学习投入和学习方法。

3. 外语教育教学生态系统成功运作的案例分析

下面我就用三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这个生态系统中各方因素是如何互相作

用的。

第一个案例是 10 年前我和我的几位博士生在江苏某普通初中进行了一个

为期 3 年的“集中训练，自主学习”的教学实验。实验的内容很多，我们专门有

本书报告了这一实验，在这里不做详细介绍。我们当时的一个做法是，每个星

期一安排两节英语课连上，主要是让学生来展示上一周，特别是周末他们自主

学习英语的成果。学生们的展示，可以是小组表演，可以是个人演讲，也可以

是语言知识的呈现，形式和内容多样，与教材主题和课堂教学有一定的关联。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适应和优化，这种做法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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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学生们摩拳擦掌，精心准备，都想在展示课上大显身手。其中有一位初

二实验班的学生甚至把刚刚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全文背

诵了下来，声情并茂地展示给同学看。学生们强烈要求老师增加展示课课

时，让更多的同学有展示的机会。很多家长也被带动起来，为学生的课外学

习和课堂展示提供支持。后来，有一位初二的女同学在参加江苏省的一次全

省英语演讲比赛时获得了特等奖。她后来介绍学习经验时，特别指出学校的

英语展示课培养了她的演讲能力，帮助她大幅提升了英语水平。据该校校领

导的反映，这批参加实验的学生后来升入高中和大学后，英语水平和学习能力

均在所在班级出类拔萃。

这个实验证明了有关外语教育教学的几个重要原理：1) 学生的学习动机极

为重要，他们的成就感是不断促进和提升其外语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在老师的引导下，初中生也能发展出较高的自主学习能力；3) 英语课堂教学

的活动可以灵活多样。外语课堂不应该只是老师的讲堂。学生语言学习成果

的展示，对其他同学来说也是语言输入，是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同学的优异表

现，是学生们“见贤思齐”的强大动力；老师和同学的评价，既是语言互动和交

流，又体现了语言学习的真实性；4) 在应试教学大行其道的中小学，外语教学

要改革，尤其是涉及到理念和做法上有重大改变的改革，没有校长、教育管理

部门、家长和学生的理解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课堂教学内容的改变，

课型的改变，需要得到学校教务处的支持，校长的支持，甚至地方教育局的默

认，当然还需要家长的认可。

第二个案例是上海市曹杨二中的德语教学。曹杨二中是上海市一所实验

性、示范性重点高中。该校高中招生目前每年招收 400人左右，其中 80⁃100人入

学后除了正常的英语学习外，每周还要额外学习德语，每周 10节课。每天其他

学生放学后，德语班的学生留下来继续学习两节德语课。两年半后，这些学生参

加德国的语言水平考试，DSD (Deutsch⁃Sprach Diplom)，绝大部分学生达到 B1的

水平。这些学生高三下学期也与其他同学一样参加高考，英语成绩平均也在 120
分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同学高中毕业时，两门外语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成

功的外语学习者。

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了以下情况：1) 该项目是上海市教委 2009 年在全市

的 22个国际课程试点学校之一，是政府政策鼓励试点的一个国际性课程项目，

得到政府的项目经费支持；2) 曹杨二中所在的普陀区政府、教育局在有关政策、

办学条件、办学经费方面也全力支持学校的国际课程试点；3)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

外语课程设计和师资培养，目前该校有 18名德语教师，德语组长在职攻读并已

获得博士学位；老师们对在正常教学时间之外上德语课毫无怨言；4) 曹杨二中德

语教学教研得到了上海市教研室、曹杨区英语教研员和本校英语教研组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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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德语教师经常观摩英语教师课堂，与校内外英语名师互动、交流、切磋；

5) 学生家长完全理解、高度支持学校的双外语课程安排，对学校和教师高度信

任，对学生给予厚望，对其双语学习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6) 绝大部分学生喜欢

英语和德语，虽然每天增加了两节课，课业负担超过其他同学，但因为前面有成

功的案例，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们依然信心满满、越学越有劲，越学越有成

就感。

这个案例给我们很多启发，也从多方面证明了基础教育阶段成功外语教育

的必备要素：1) 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因为目标明确，学习两门外语不断给同

学们带来荣誉感和成就感，加上两门外语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上互相影响，

特别是原来英语学习的经验和英语的知识和技能对第二门外语的学习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第二外语学习事半功倍；2) 家校配合。家长充分理解学校课程的

要求和学生的需求，予以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把该项目作

为学校的品牌课程，各部门协调、保障有力，学科带头人和全体学科教师团结

一致、默默奉献，家校、师生、社会之间形成了合力和某种默契；3) 政府和社会

的支持；如果没有政府的特殊政策，这个项目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持续；社会

舆论的引导与呵护也给这个教育创新项目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效应；4) 这个案

例充分说明，在特定的外语学习环境中，缩短周期、集中教学、强化训练，完全

符合外语教学的规律。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出国人员培训的外语学习经

历、许多外语专业学生的成功案例、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英语强化项目等，还有

很多国外相关的教学实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经验和实践完全可以复

制、可以推广。

第三个案例是我所在的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所承担的高中英语新

教材的编写工作。2018年 6月，上海市政府启动了上海市高中新教材的编写工

作。这样一项事关重大、涉及面极广、工作量巨大的任务，对刚成立不久、研究人

员多为兼职的英语基地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在市教委和教研室的支持下，我

们首先组建了教材编写核心团队，其中包括一直与我一起研究基础外语教学，具

有大学和中学教材编写经验的核心人员，部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上海市外语

教学一线的教研员和特级教师，还有国内外外语教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

者。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教材编写团队成员按照市教委的相关要求，在教育部

和上海市教研室邀请的各类专家的指导下，在上外校领导和众多编写人员所在

单位领导的支持下，大家团结协作、不辞辛劳、互相学习、精益求精，终于在 2020
年暑假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编写团队，特别是核心编写人员两年多

的辛苦付出我在此就不再多说。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各方

面的全力支持和相互支撑，没有一个合理的生态体系，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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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的作用。上海市教委从做出决策，决定编写上海市自己的高中教

材、与上级有关部门的有力协调、周密的计划和程序保障(包括专家的物色和邀

请)、专项经费的投入、多次的集中研讨和学科间交流，到教材通过教育部组织的

专家评审后决定启用新教材、组织新教材教师培训等等，所有这些政策上的重要

支撑和重大环节的设计与协调，没有政府这只有形和有力的大手，这么短的时间

内完成这么复杂的工作是难以想象的。

教研室的作用。我一直认为，中国基础教育体制中学科教研员制度既是中

国特色，也是大面积范围内外语教学质量保障的制胜法宝。一个区域的教研员

的站位、眼界、胸怀和协调能力对该区域学科教学水平的提升和特色的提炼发

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这次高中英语教材的编写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从推荐优秀一线教师参加教材编写、帮助编写组深入了解上海市高中英语

教学实际、对教材编写方案和教材初稿提出反馈、组织各区各学校试教试用，

到新教材使用培训，新教材每月一研活动等等，上海市的市级和区级英语教研

员们都给予了英语基地和教材编写组宝贵的支持，保证了我们的新教材能够符

合上海市高中英语教学的实际，符合政府和社会对教材编写组的期待。

学校和教师的作用。首先，相关学校积极支持他们的英语骨干教师参与我

们的教材编写，有的甚至是全脱产参与。其次，对教材试教试用的支持，虽然这

项工作会对正常的教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他们毫无怨言，密切配合；第三，对新

教材的接纳，对新教改的包容和支持。第四，与家长和学生的沟通和互动。

出版机构的作用。此次教材编写，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时间、精力和物力。尤其是在人手紧张、相关技术和经验保障没有完全到位的情

况下，外教社的相关领导，特别是责任编辑们表现出了出色的专业精神和极高的

水平。他们在教材编写的后期工作中与编写组一起，积极努力，保证了教材的高

质量按时出版。

专家的力量。本次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海内外外语教育领域许多

名家大家的倾力支持。从 2018年的国际教材开发研讨会，到两年多的编写过程

中各方专家对编写组的具体指导和鼓励，再到教育部和上海市教研室组织的教

材专家的多次评审反馈，都促使教材编写组时时刻刻以最高的标准为要求，保证

新教材的国际水平和上海特色。

我曾在多个场合说过，此次教材编写是外语教育命运共同体团结协作的经

典案例，是教师发展的成功案例之一，也是上海市构建健康外语教学生态体系的

一个成功的重要尝试。结出的果实不仅仅是一套全新的、受到广大师生欢迎和

专家认可的新教材，更重要的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人，特别是一批忠诚于祖国外

语教育事业的优秀一线教师、教研员以及年轻的外语教材和教学研究者。我为

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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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以上三个案例充分说明，在中国的外语教育教学生态系统中，政府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的相关决策需要根据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以及专

家的建议作出；专家或专业机构的研究要结合国家的需求和相关政策以及学

科本身的特点；学校是政策、教学实践的具体落实单位，校长、学科带头人的

站位和能力对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与学生和家长的沟通，与教研机构的交流

等极为关键；老师和家长又对学生学习动机、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产生重大

的影响，而学生的反馈、表现和学习成效又反过来影响理论研究和政府的决

策等等。

目前，我们正努力联合全国其他省市从事基础外语教育研究的学校和专家，

特别是各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有关专家和老师，一起研究中国的基础外语教育，

一起去努力构建整个中国的基础外语教育生态体系。作为英语基地的负责人，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顶天立地，把国家的需求、政府的政策、外语教学理论的最新

成果与基础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与一线教师和学生的需求结合起

来。通过理论培训和新教材引领和指导实践，在提升实践水平的同时又帮助老

师及时总结优秀案例和经验，提炼出理论成果，指导更大范围内的外语教育教学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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