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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发展需要创新人才，培养大学生外语创新能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然而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忽

视了学生的主体性，束缚了大学生的自我发展和创新意识。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学生外语创新能

力的主客观因素，分析了培养大学生外语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基于自我发展理论提出了适合外语创新

能力培养的有效措施，将促进语言习得、学科知识获取、创新思维发展、国际视野拓展和人文精神培育

都融入到外语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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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eds innovative talents; it is our mission to cultivate 
the foreign language innovation abi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the exam-oriented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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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has neglected the students’ subjectivity for a long time, and it restrains the self-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paper finds out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at affect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innovation ability by means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cultivating foreign language innovation ability. The promo-
tion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thinking,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vi-
sion and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are all integrated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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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大学生是最具创新潜力的社会群体，对

他们的外语创新教育更是对中国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存在着许多弊端，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束缚了大学生的自我发展。比如

缺乏独立思考、唯分数论、墨守成规、贪玩厌学等。还有现有的教学情势和教学方法也使学生的学习减

效或失效，外语创新能力培养流于形式。问卷调查发现，52.7%的学生认为影响外语创新能力培养的因素

是“自身没有发挥主动性”，33.2%的学生认为是“学校没有足够的激励措施”，也有 21.3%的学生选择

“理论学习不够”，22.5%的学生认为是“自身的创新动机，创新意识不足”，有 12%的人选择了“导师

指导不够”，还有 15.9%的学生认为是“学校硬件设施不足”。这些主客观因素说明现代外语教学亟需

改革，要突出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目前大学生的外语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指

学生自身虽然已经认识到主体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把自我这一主体真正作为创新能力发展的核心。客

观因素是指“学校的激励措施”以及“学校的硬件设施”不足等。从自我发展的理论来看，由于主客观

双重因素阻碍教学活动中学生主体的积极参与，同时也限制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应在

教学中努力探索和分析这些因素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把大学生自身作为主体参与到能力建构中，并根

据环境的影响来调整自我的行动，才是外语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 
鉴于以上问题，研究大学生的外语创新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首先将自我发展理论与大学生外语

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从主体的角度提出大学生外语创新能力培养路径和策略，丰富有关大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的理论研究。其次，通过实证调查，掌握大学生外语创新能力的现状，了解影响大学生外语创新

能力培养的因素，并针对现状提出具体的改进对策。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出适合外语创新能力培

养的措施，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外语创新能力培养的效率。 

2. 理论基础 

自我发展理论强调以自我为主体，从主体的角度出发，以客体为条件，在实践活动中发展和构建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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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凯根[1]认为自我发展最主要的是主体自身的参与。凯根提出了“结构–发展”

的理论。他认为自我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主客体分化整合以及两者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主体不停的采

择新意义，调整和整合两者关系，使其保持平衡，从而使自我发展到新阶段。自我发展的重要依据是如

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方式。而个体即是发展过程的本身。凯根认为主体的自我发展很大程度上受

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果主体不能适应这一变化，自我发展的将处于停滞状态，只有主体适应和掌

握了这种变化的关系，重新定义和理解所处的环境，才能继续发展。自我发展的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主

体与环境及调整两者关系的过程，即主体面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或刺激，做出相应的，并有利于自身发展

的解释及对策，从而指导自我的行动或反应，因此也可以称为“刺激–解释–反应”的过程。 
自我发展强调主体的参与，但主体并非单独存在。自我的系统与外在社会的系统不是彼此封闭的，

而是开放的，相互联系的；两者之间的关系高于任何一个单独存在的系统。主客体关系体现于终生的发

展过程：自我与世界的连续的质的分化，它体现为“与某物的关系”，而不是“沉浸于某物。”在自我

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文化的介入，个体认知水平的变化，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自我不断的对新出现的

环境和文化进行界定和理解，维持发展的平衡。因此，教师在日常外语教学过程中，既要调动学生积极

主动参与课堂活动，又要整合学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创造良好的自我发展空间。 

3. 外语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高等教育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

创造美好未来”。因此，培养大学生外语创新能力是国家教育改革高瞻远瞩的目标之一[2]，是国家创新

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也是席卷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人们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大势所需。 
从外语学科的培养目标角度来分析，要想培养大学生的外语创新能力，最根本和首要的任务是要培

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英语阅读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技能。心理语言学认为阅读是一个信息加工的心理过

程，学生利用视觉信息自下而上地对文章的子、词、句进行解码，逐步理解整个语篇的意思；学生也可

利用已有的背景知识，自上而下地预测内容。在阅读过程中这二者常常交替综合使用。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阅读材料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没有一定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学生很难对所读材料有真正全面

的理解。所以我们在教学研究中发现，培养学生对篇章的联想、提问和推理能力尤为重要。因此，教学

中我们要通过不断地提问来思考、反思作者论述中存在的问题，批判性地评价所读材料，培养大学生的

问题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从而提升他们的创新意识。 

4. 基于自我发展理论的大学生外语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在《大学英语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英语教学的目标要着重体现在对学生外语阅读能力的培养，

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协作能力以及对知识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并基于学生的提问

进行讨论式教学，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可以激发学生自我发展观的形成，培养学生的自我发展意

识，促进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提升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3]，进而促进学生外语创新能力的培

养。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教学方法，该教学法会在未来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受益群体也会越来越多。 

4.1.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问题思维导图，促进语言习得 

课堂上，教师讲课要做到精讲重难点，为学生思考、提问和讨论留出时间。教师根据讲授的基本概

念、重难点知识，为学生形成个人见解和相互讨论提供依据，引发学生产生探索、思考和追问的兴趣。

让学生通过演绎法和归纳法在追问中完善思维体系，形成一系列问题思维导图，清晰地描绘出思维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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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层次，将发散性思维具体化和可视化，将知识内化在自己的认知结构中，促成知识和智慧的升华，

逐步把对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法符合自我发展观，能够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教

师为指导的主体性教学，有利于学生形成主动探索、自主思辨、合作学习的新型学习方式，提高英语课

堂的教学有效性，促进语言习得。 

4.2. 通过师生双边提问和讨论，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阅读和听力是英语输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阅读是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英语语言技能最主要的

途径。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主动向老师提问，形成了一种被动式学习习惯，导致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

性降低，分析能力和思考能力也不断下降，自信心严重受挫，学习效率低下。对于教师而言，需要扭转

自身的观念，转变在讲台上的“权威”角色，通过角色互换，也给学生主动提问的机会，耐心平等地和

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课堂氛围。在平等轻松的气氛中，学生能更好地发挥想象力，

提升辨别英语阅读中的事实与假设的能力，更准确地进行分析、推理和判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根据课

文内容设计各种有效问题，比如课文显性问题、隐性问题、认知表达类问题、思辨类问题等。在教学互

动中，教师要鼓励学生主动地发表自己观点，适当地给与学生积极评价，尊重学生的思考与回答，多启

发多引导，让学生在参与活动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拓展他们的思辨空间并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要想做到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必须做到“隐性思维显性化，显性思维工具化，高效思维自动化”，
课堂提问与辩论必不可少[4]。在讨论和争辩中促进相互的思考和学习，并使学生运用事实和理据支撑论

点，分析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批判性思辨，让学生学会倾听和理解不同观点，学会分享知识和经验，增

强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4.3. 引导学生积极探究，拓展国际视野，培育人文精神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将外语阅读理解为读者和文章进行交流和认知的过程。经过人的认知、思维和理

解把读者、文章和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学生通过阅读理解获取文章信息，通过批判性思维形成自己的

主观认识，并产生进一步探究和追问、省思和挑战。努力发现西方学者的不同思想，拓展国际视野。而

这种探究意识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二语习得的研究者们曾经发现，学生的学习态度、

情感和动机是影响语言学习效果的三大因素。因此，在英语阅读理解课堂上，教师要努力创造轻松愉悦

的阅读气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意识，尊重学生的思考和提问，巧妙地回答学生的极端和尖

锐的问题，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把知识理性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多给与学生积极肯定的评价。 

5. 结语 

总之，新时期教育改革要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认识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学形式创新要以学生为本，始

终面向学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促进语言习得、学科知识获取、创新思维发展、国际视野拓展和

人文精神培育都融入到英语教育中，使学生学之有趣、学之有获、学之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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