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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瑞恩斯(Reginad Revans)教授提出了行动导向教学法。法国语言教学法专家皮朗(Christian Puren)提
出了以能力和行动为导向的文学教学法。基于此，笔者对英语专业本科生英美文学教学进行了下列思考：

为卓有成效地开展英美文学教学，应选择合适的文学教材，在教学过程中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文

学感受力及批判性思维，挖掘出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以提升学生的心智水平，塑造他们的健全人格。 
 
关键词 

行动导向，文学教学，教学法 

 
 

Reflections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Mengying T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an. 20th, 2023; accepted: Feb. 17th, 2023; published: Feb. 24th, 2023 

 
 

 
Abstract 
British Professor Reginad Revans proposed an action-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French language 
pedagogy expert Christian Puren put forward the ability and action-oriented literary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has made the following thoughts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ppropriate literary textbooks should be se-
lected,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literary sen-
si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digging out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literary works,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mental level and shape their healthy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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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动导向法以及文学教学中的六个行动导向 

行动导向教学法由英国瑞恩斯教授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是一种以行动导向驱动为主要形式的教

学法。该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即学即用，激发和培养他们的学习兴

趣[1]。可以说，这是一种以学生活动为导向、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法。 
法国语言教学法专家皮朗认为，外语教学的基本教学法：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及交际法等

究其实质均以行动为导向。他将行动导向法运用于文学教学，提出了文学教学的六个行动导向，它们是

语言、过程、交流、产品、项目与程序[2]，见下图 1： 
 

 
Figure 1. Six action-oriented approaches to teaching literature [3] 
图 1. 文学教学六大行动导向[3] 

 
“语言”这一行动导向关注如何正确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词及句法结构等，以为理解作品的深邃内

涵奠定基础。 
“过程”这一行动导向揭示学生在元认知水平上阅读作品的整个过程。 
“交流”这一行动导向聚焦于传递文学作品的信息，如就文学作品发表演讲，与他人就作品进行思

想交流等。 
“产品”这一行动导向与学生在文化适应性层面上的产出性技能相关，学生对文学作品发表评论、

撰写读后感、开展文学作品的表演活动等均属其中。 
“项目”这一行动导向旨在实现文学教学的总体教学目标：了解文学作品以欣赏其特色，领会作品

传递的思想并使之成为反思的起点。可以说，该导向致力于创设一种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情境，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皮朗用与作者进行访谈为例简要说明项目这一行动导向。为

成功地与作者进行访谈，学生不仅应研读其作品，还应阅读二手文献、作者的传记等，并依据文献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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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 
最后一个行动导向“程序”强调深入领会和分析文学作品应贯穿于对文学作品的显性及隐性层面进

行分析的全过程，作品的分析只有落实在各个特定的学习活动中方能获得预期效果[4]。 
上述六个行动导向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清晰地展现了文学教学的逻辑路径。虽然皮朗提出了六个

行动导向，但他同时指出，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可根据教案将多个行动导向加以整合。 

2. 对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的思考 

基于行动导向法以及文学教学中的六个行动导向理论，笔者对如何实施以能力和行动为导向的英美

文学教学提出下列思考： 

2.1. 选择合适的文学教材 

选择外语教学的教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教师得依据教材类型、其特点、将其运用于何种教学情境、

采用何种教学法、其运用对象并结合专业培养方案中对该门课的相关要求对此做出决定，它表征了外语

教学是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存在着的。 
德国学者图尔豪森(Ingo Thonhauser)在“作为教学能力的外语教学的文本工作”一文中，提出了选择

外语教学教材的三个维度[5]，详见下图 2： 
 

 
Figure 2. Dimensions of the selection of foreign lan-
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图 2. 外语教学教材的选择维度 

 
从上图可清晰地看出，在选择外语教学教材时，教师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教师需要精通目标

语，以通过分析语篇结构和文体特征评估所选或现有的文本。其次，教师必须考虑文本是否支撑拟采用

的教学法，如以行动为导向的教学法，并考虑学生是否具备使用该文本的先决条件或者学生哪些相关能

力必须首先加以培养。再者，教师还必须兼顾教学活动拟达成的目标。 
可以说，选择与使用外语教学的教材是外语教学中教与学的重要一环，它影响着外语教学的总体设

计以及对其的贯彻与执行，教师对教材的解读深度、准确度制约着教学的有效性。鉴于此，笔者认为教

师在选择英语专业文学课的教材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第一，所选的文本应尽可能保持语言原味，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在语言上体现文字的可理解，避免

选择文化意识过于繁杂的作品；文本应采用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相结合的方法加以选择或编撰。从历时

性纵向而言，所选取的文本应能凸显文学史的总体架构，帮助学生掌握英美文学的历史渊源、其发展轨

迹与趋势；从共时性横向而言，应选取同一时代的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或节选，以便学生在横向比较中

了解文学各流派及同时代一些重要作家的共通点，并能对它们间的差异进行有机分析，为其日后成长为

一名专业读者夯实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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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师在选择作品时得兼顾学生的生活经历。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现实。文学与现实是一种血

融于水的关系。只有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作品，才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感受力，才能使他们有感而发，

更好地融入以行为为导向的教学法。 
第三，教材选择是文学教学的起点，文学教学在内容上应为学生提供各种必要的精神素材，从读的

源头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陶冶他们的情操，这亦是人文教育的价值旨归。 
概言之，文学作品、教学法、教学目标这三者以文本工作为轴心有机地关联在一起，构建了文学教

学的系统性架构。为成功实施文学教学，必须处理好这三者间的关系，不能厚此薄彼，顾此失彼。 

2.2. 借助文学作品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经语言大师精心构思过的语言佳作。文学作品借助语言塑造形象、凸显内涵，

因而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通常具有形象生动和蕴藉隽永之特点，就此而言，文学作品是学生学习语言的最

佳素材。另一方面，语言学习是进入文学殿堂的必由之路。语言能力与文学作品欣赏力呈正相关。正如

德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现代哲学阐释学主要代表之一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认为的那样，

语言是理解必不可少的媒介，人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理解文学作品这一存在物。理解具有语言

性，语言是释义学问题的起源与归宿[6]。事实确实如此，正是一切语言性东西的可书写性，使得文学作

品能蕴含深意。 
因而在以行动为导向的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英语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知识，

阐述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在此过程中，要发挥好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及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教师

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讨论，适时启发与引领学生深入探索，帮助学生诠释作品的语言，在此过程中提升

语言能力。只有当学生对文学作品中诉说的东西能用自己的解释语言表达出来时，才可能产生理解，因

为文学作品的整个理解过程究其本质乃是一种语言过程。 
为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教师也可尝试让学生进行作品的段落翻译。翻译需要漫长的准备阶段，需

要对作品中的生词、语法以及文本进行逐字逐句分析。这也正是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阐释学之父狄

尔泰(Wilhelm Dilthey)在其阐释学循环中谈及单词与文本的循环关系时表达的核心思想：只有理解单词，

才能理解句子，只有理解句子，才能理解整篇文章，而理解了整篇文章，又能加深对文中句子及单词的

理解[7]，因而通过翻译学生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进而提升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感知力。 
教师亦可用分析法分析一些句法繁多复杂的作品，如诗歌及散文等文学作品。前面已提及，文学语

言有别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呈现现实生活时，既会巧妙地遵守语言规范，又会

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诗歌中。因而在文学教学中，特别在诗歌教学中，很有必要分

析一些繁冗艰涩的句子以及语言的表意和寓意等。但在此过程中，教师要从“讲”的角色转为“教”的

角色，应指导学生剖析作品的字、词及句子，让学生了解文学的语篇特征，如诗歌中常用的省略句、倒

装句，诗歌语言所具有的含蓄、精炼、质朴、清新及绚丽之特点，并让学生将诗歌常用的句型及措辞与

其他文学作品的句型及措辞进行比对，知晓诗歌语言与标准语言的差异何在。 
在此得强调的是，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特点、风格、技巧和作用聚焦于品味文学作品的美学功能，

关注的是文学作品自身的质性，即其表层意义。以下的讨论涉及文学作品的思想质性。 

2.3. 用文学作品提升学生的文学感受力 

文学作品的普通读者通常仅对文学作品做出直觉和情感反应，文学教师担负着将学生从一名文学作

品的普通读者培养成一名专业读者之使命，要让学生意识到英美文学课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因

而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时，既要顾及文学作品中广博丰富，深奥精微的语言，又必须让学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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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品所蕴含着的无限丰富的思想内涵，并在教学实践中将专业读者所需的知识融入作品的讲解。 
早在 1986 年，英国学者肖特(M. H. Short)和坎德林(C. N. Candlin )便指出，“如果文学值得一教……

那么不言自明，对文学自身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8]。可见，文学教学应注重学生对作品的欣赏和感悟，

教师应借助作品中蕴含着的丰富情感、哲理和智慧，设计出一些鉴赏性问题，引导学生从文本、语境及

意涵等多种维度剖析作品，以充分理解、欣赏和感悟作品所承载着的作者的思想情感或价值追求。为了

更好地开展这项活动，教师可采用任务型教学法，以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作为切入点，让学生

课前预习，然后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中心展开相关讨论，深化拓宽作品主题，让寓于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得

以通达与朗显，由此提高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增强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力。 
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与读者的审美体验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马丁·泽尔(Martin Seel)将

审美体验描述如下：成功的作品不会将体验者带出经验世界或让他们从中解脱出来。它使他们能够以体

验的方式自由地与他们的经验相关联[9]。换言之，文本是理解者经验世界的一部分，他不可走出自己的

经验世界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文本。 
“经验”在伽达默尔那里也是一个重要概念。在他看来，诠释学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人的世界经

验的组成部分。他在《真理与方法》第 2 版的序言中写道：“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

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

怎样得以可能”[10]。不难发现，伽达默尔强调的是一切理解都有经验性质。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与文学

作品的交遇中，理解者进入到一种创造和反思经验的境地，因为理解不是一个复制过程，不是主观意识

的认识行为，而是此在的存在模式，理解者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运用自身的认知智库与文本进行

交流，以自己的体验去理解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又具有触发审美体验的能力，它们能使读者接触到有

别于日常实际形式的感知。虽然审美体验并不是与日常生活全然不同的东西，但它能让人时刻感受到它

与日常体验之间的间隔。凭借这一间隔，产生一种特殊的体验模式。 
文学教学于是体现为教师对学生文学作品阅读理解的引领。理解意味着理解者的视界进入有待理解

的文学作品的视界，由此形成新的理解视野和行为。因而文学教学中，教师要从单方面的讲解行为，转

变为让学生的视界不断地与文学作品的视界相融合，并产生新的融合的视界，从而使学生有可能获得新

的经验和对作品新的理解，并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检验、修正和补充经验，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理解。 
具体说来，文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机智便体现在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由想象和自由联想能

力，最大限度地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和言说，发挥他们的能动作用。理解就像是对话那样的一种相互关系，

诚然，文本并不像另一个人向我们说话那样向我们说话，而是试图理解的我们必须使它说话，问题问得

越多，文本也说得越多。此外，教师应珍视爱护学生对作品的解读权，鼓励学生踊跃解读作品，让学生

凭借自己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完善作品这一开放的多层图式结构，也就是说在赋予作品动态性的同时，为

学生提供围绕语境建构意义或诠释作品的无限自由，营造一种充满文化味和思辨性的课堂教学氛围，以

使学生能很好地生成知识，达成情感态度价值观，并提升对作品的解读力，而文学作品也只有被理解和

被解释时，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 
课堂向学生开放会带来两个明显后果：其一，学生从被迫的倾听者变成凭借自身理智力量的积极思

考者；其二，文本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意义源泉。就此而言，无所谓正确的理解。这便要求教师具有在课

堂情境中灵活应变的教学智慧，一种根据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理解提供相应指导的能力，让学生通过

与文本、他人及自身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在不同认识的思辨游戏中，最终达到对作品的深层理解，

提升文学感受力。 

2.4. 用文学作品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英美文学课不仅是一门促进学生语言学习、提高他们文学鉴赏力的课程，亦是一门让学生掌握文学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2119


汤梦颖 
 

 

DOI: 10.12677/ae.2023.132119 730 教育进展 
 

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的学术型课程。它在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个性化思维，它涉及一系列的技能和理解能力，并不是简单地发现错误进行批判，

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观点做谨慎多角度地思考和理解，需要学会为观点提供合理的支撑。正如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哲学博士，香港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彦方(Joe Y. F. Lau)所言：“批判性思维是清晰而理性的思维。

它包括精确而系统地思考，遵循逻辑和科学推理的规则等”[11]。 
笔者认为，文学教师可用下面三种策略，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第一，在学生充分理解、欣赏和感悟文学作品语言美和文化内涵基础上，让他们尝试运用一定的文

艺理论知识和文学批评手法撰写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文章，培养他们从事文学研究的兴趣，鼓励他们

敢于质疑权威，善于跳出传统的定式思维模式，勇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将自己提升到能富含哲理地

进行文学批评高度。为此，教师在教学中应给学生讲解基本的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知识，尤其要向学生

讲授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流派，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

引导他们用这些批评方法解读作品。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旁征博引，将社会历史学、哲学、

人类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等学科知识一并纳入课堂，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发展他们的多元思维，为

他们进行多元化的文学评论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诚然，对教师来说，这不啻是一种新的挑战。 
第二，引导学生进行思辨性阅读。思辨性阅读是指“对文本的高层次理解，包括阐释和评价的技能，

可以使读者识别重要和非重要信息，区分事实和观点，并且确定作者的目的和语气。同时，要通过推理

推导出言外之意，填补信息上的空白，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12]。从中不难发现，对于英语专业学生来

说，阅读不应仅停留在底层次的理解，应领会篇章的潜台词，即发掘出作品的字面意思之下的洞见。 
为达到这一步，教师可借用理查德–艾尔德(Paul-Elder)的思辨阅读模式对学生进行此方面的训练。

美国学者理查德·保罗(Richard Paul)和琳达·艾尔德(Linda Elder)将思辨性阅读分成五个层次：句子释义、

段落主题归纳、分析作者写作思维、评判和角色扮演，其中在分析作者写作思维这一层次中，提出了 8
个因素：目的、信息、推理、概念、假设、问题、视角和启示；在评判这一层次提出了 9 个维度：清晰

度、准确度、正确性、相关性、逻辑性、一致性及深度、广度、公平[13]。该思辨阅读模型具有较强的可

操作性，能追索作者的思维脉络，又能让评判有据可查，有效地规避思维偏颇，进而建构起一个科学、

动态及立体的思辨性阅读教学模式。 
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思辨性阅读教学中，教师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或问题情境，

教师要有问题意识，设计不同层面的发散性、开放性问题，让学生对作品进行深度穿透和理性反思，一

步步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如可向学生提出如下问题：作品的前提假设和结论是什么？作者借助作品

的艺术形象想表达那种严密而可靠的观点？此观点具备什么样的支撑？假如该观点成立，可衍生出何种

逻辑推论？也就是说，应让学生探究作品的隐性特征，挖掘出作品的逻辑脉络和思维模式。 
思辨的本质是对话。对话取向的阅读教学具有多元化性：教师和作者、教师和文本、教师和学生、

学生和作者、学生和文本、学生和学生等。对话不能浮于表面、流于形式，而是应经过深入交流和沟通

观点，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特别在教师与学生对话中，教师要认真倾听学生的阐述，了解他们理解的程

度及存在着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从而使师生对话变成一种观点意见的交流和沟通探讨。

这样一种师生互动以及教与学一体化的课堂氛围能有效促进批判性思维的生成。 
此种从多维度、多层面、多视角的思辨性阅读教学策略在增强学生的自主意识，批判自觉以及在培

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性方面是切实可行，并行之有效的，它能使学生了解文学批评的立足点以及

其旨归何在。 
第三，开展话题讨论。话题讨论是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教师要善于挖掘文

学作品中与学生认知水平相吻合的辩题。讨论的话题可源于文本，但又高于文本，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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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对话题的讨论不能有太多规范化限制，要给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余地，

以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在学生读了莎士比亚作品后，举办莎士比亚论坛就是对此很好的尝试。 
此外，还可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戏剧表演中，扮演者不仅需要正确把握个体角色的情感定位，还

需要充分了解剧本的整体结构、人物关系、情节安排、故事背景以及社会场景等，此外，扮演者得用第

一人称代表作者说出观点，回答问题，这需要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此种超越文本、体会作者情感的问

题，能很好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对学生而言，主动的思考、积极的反思比起单纯的接受知识重要得多。 
总体而言，培养批判性思维，需要一个让学生能够保持开放性思考、掌握正确思考模式的课堂。只

要学生和老师能时常对文学作品进行开放性的互相质疑，文学教学过程中批判性思维是不难形成的。另

一方面，掌握批判性思维能揭开文学作品的神秘面纱，而这恰好也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关键一步。 

2.5. 挖掘文学作品的教育学意义 

文学作品可用于建构教育学理论，换言之，鉴于文学作品丰富多彩的描写手法，它能向学生阐明抽

象的教育学理论，在此基础上生成教育学知识。 
具体而言，运用文学作品建构教育理论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论说：其一，文学文本与教育学文本之

间存在着主题的相似性，文学文本通常处理教育科学所关注的相同现象，但鉴于文学文本的特殊形式，

它与教育学文本的说理方式相去甚远：文学文本通常对人和事物、个体行为和社会状况、主观经验和主

体间相互关系进行清晰、详细和差异化的描述；教育学文本则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述。文学文本不进行

论辩，而是展示一些东西，它们以感性的方式描述或讲述。正是这种方法使得文学作品适用于直观表达

抽象的教育学理论。其二，文学作品能使人们获得多种教育启示，使人知晓教育学视野下重要的行为关

系的方方面面，能引发教育学讨论，从而为教育科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向度，这一点一般性科学无法企及。 
德国学者柯佩(T. Köppe)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传授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14]。笔者非常认同这一点，

如小说能将人们带入一个充满感官品质的世界。小说不解释也不收集论据。它以语言为媒介描绘一个时

代、一个城市或一种环境等，通过其语言形式产生影响，激发人们的认知能力，促使人们接受新观点。

可以说，文学作品是一种“元认知反思”的手段，它邀请人们检验自己的知识、思维模式和反思习惯，

从而成为理论知识的来源。 
文学文本成为实践知识的源泉时，无需提供新的功能，读者只需改变一下阅读视角：人们可以从观

察者角度对小说正在发生之事感兴趣，也可能对完善自身的道德判断力感兴趣。因此，如果出于提升道

德判断力，人们会将注意力聚焦于事件的道德层面，会用语言艺术品这一介质来拷问自己对于道德的认

知，获得伦理道德的教化，因为文学作品总是寄托一定的社会理想与审美观念，它向读者展示什么是好

的，值得赞美的东西，什么是应该遭受谴责的人生态度，尤其是叙事文学是一个巨大的教育档案库，能

为人们提供时代变迁中教育实践方面的启示，提供不断变化的代际关系、家庭观念以及教育风格方面的

信息。人生中的众多经历被作家们创造成艺术品，使得那些被人们忽略的话题成为重要话题。 
综上，文学作品通过提升人们的表达和观察能力，成为理论知识的来源；通过训练人们道德判断力，

成为实践知识的来源。鉴于此，教师在英美文学教学时，应为学生精心选择一些名著，同时让他们观看

由不同文学题材改编的影视节目，充分挖掘其中所蕴含着教育学意涵，让学生从作品的阐释中感悟生命

存在的价值，塑造起蕴含着美好人性的人格精神，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 
此外，教师应当用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文学教学。文学教育仅仅依靠文本授课缺乏直观性，应

借助现代教育技术营造多媒体立体语境，增强作品的现场感效能，逼真地展现作品的意涵，加大文学作

品对学生的精神感召力和情感触动力，促进学生的个性与潜能的发挥以及作品中教育知识认知化的内涵

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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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教师在课堂上要致力于营造浓厚的师生互动氛围，在文学教育所关涉的道德伦理和美学观念

等问题上，让学生通过积极参与体验与探讨，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接纳；从教师的单向说教，转变为

在学生身上产生的共情，进而获得思想触动和心灵陶冶。 
最后，教师应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方法。除了在课堂上运用声像及语言文学相结合、主讲与讨

论相结合等方法外，还可考虑延伸与拓宽课堂教学，让学生在课下对文学作品进行续写和改写，举办文

学作品诵读会，或如前所述，举办作品的表演活动，让学生进行角色体验，通过对“角色”的认知与模

仿，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接受人生教育，提升情感涵养和人文情怀。 

3. 结语 

皮朗提出的以能力和学生行动为导向的文学教学法旨在发展学生真正的文学能力。本文将皮朗的六

个行动导向落实在文学教学中教材的选择、学生语言能力、文学感受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以及对文学

作品教育功能的挖掘上：其中教材的选择为实施该教学法奠定了基础，学生的语言能力既是解读作品的

基础，又能助力文学教学成果的产出，如表达文学作品唤起的情感和批判性反应，运用文学话语模式对

文本进行分析及与他人对此进行交流。文学感受力聚焦于交流这个行动取向，批判性思维则侧重于产品

与项目这两个行动导向。过程与程序这两个行动导向贯穿于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对文学作品教育功能

的挖掘体现了文学教学的价值旨归。依据前面述及的，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这六个行动导向存在着较

强的融合性，教师可根据文学课的重点优先考虑发展学生其中一项或几项能力。 
具体而言，教师可根据设立的教学目标，提供不同的文学作品，布置差异化的作业，这导致文学课

可以有多种选择。同时，在以能力和行为为导向的文学课上，以多维方式理解文学作品便意味着不仅以

文本为中心的审美认知维度处于前台，也应重视学生的参与性及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虽然文本在文学

课中仍将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不仅仅是一种教学媒介，也是一种实施技能引导的工具。文学作品是永远

读不完的，教会学生解读作品的方法，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力及批判反思能力将会使他们终生受益，就

此而言，理解文学作品意味着培养学生一种能将语言、文化、文学、思维融合在一起的能力。此种文学

教学理念也符合我国 2017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提出的：“英语专业

校标不管怎样定位，都不能脱离英语专业的人文性质，要符合英语专业的教学需求，以英语语言、英语

文学和英语文化为核心教学研究内容，采用语言技能训练和学科知识学习相融合的教学手段、形成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以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思辨和创新能力、人文素养、中国情怀、国

际视野为最终培养目标”[15]。 
可以说，皮朗提出的以行动和能力为导向的文学教学法是一个值得在文学教学实践中尝试的教学法，

该教学法能促进学生语言、思维、情感和能力的发展，凸显了文学教学的人文教养之特点，能有效促进

外语教学回归教养性，使文学课堂真正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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