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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英美文学课程存在种种问题，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理想。而普通高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强调以

产出为导向，强调师范生的学习成果和学习效果，这种成果导向教育理念(OBE理念)为师范英语专业的

英美文学课程改革提供了方向和动力。OBE理念提倡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为导向，不断改进教学，这种理

念有利于建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OBE理念的指导下，师范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师需要

设计明确的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采用有效的评价方式，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英语

语言技能、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以及教学能力，为社会培养优秀的英语师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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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
ture course, which lead to unsatisfactory learning results for students.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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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teachers-making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makes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ne of its core concepts, emphasizing the learning outcomes and effects of the students. 
This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oncept (OBE concept) provides orientation and motivation for the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of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 With the goal of cul-
tivating English teach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lecturer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in teachers-making education can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heir huma-
nistic liter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heir teaching ability by designing reasonable 
teaching objectives, selecting and implement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activities, and 
adopting effective methods to assess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so as to construct a stu-
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l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students’ learn-
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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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培养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推动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

升，教育部于 2017 年 10 月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决定开展普通高等学

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其中认证理念为“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1]，遵循以学生学习成果

为指引的课程设计原则，课程体系、课程教学、课程评价直接与毕业要求关联。这种以成果为导向的教

育理念(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最早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由美国学者斯派迪(William Spady)提出。

“OBE 是一种优先考虑学习目的和成果的教育体系，所有关于课程、评价和教学的决定都是由学生在课

程结束时应有的学习成果而驱动的”[2]，关注学生完成教育后所获得的学习成果。学习成果包括三个层

面：第一个层面(Programme Outcomes, POs)指任何专业学生在毕业后应获得的一般知识、技能以及态度；

第二个层面(Programme Specific Outcomes, PSOs)指某一特定专业学生在毕业后应获得的知识、技能以及

态度；第三个层面(Course Outcomes, COs)指的是学生在学完某一课程后应获得的知识、技能及态度。其

中，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学习成果相当于学校和二级学院根据学生毕业实际情况、国家和地方需求、

自身办学特色等相关因素设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第三层面的学习成果包括课程目标以及课程中每

个单元的教学目标。每一门课程都应支撑相应的毕业要求，每一单元内容也应支撑相应的课程目标。各

级学习成果需定义明确、清晰具体。 
师范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能够在中学胜任英语学科教育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优秀中

学英语教师。而作为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和专业主干课，英美文学类课程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阅

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

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3]。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

人文素养正是一名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所不可或缺的。另外，师范类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还需以提

高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为目标。目前，师范英语专业中的英美文学课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未突出英语师

范教育的独特性，学生学什么主要根据老师教什么来决定，传统课堂中填鸭式地讲授文学史理论知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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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学生积极性和求知欲不高，课程评价机制不健全导致课程目标达成情况难以检测，学生不明确实践活

动的目标导致教学实践活动流于形式。若要解决以上问题，师范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需以培养什么

样的人才为指引，明确学生应获得什么样的能力，反向逆推课程设计，建构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能力为

本位的课堂。因此，本文将以 OBE 理念为指导，以培养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为出发点，探究英美文学课

程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以及教学能力。 

2. OBE 理念下英美文学课程对英语师范生培养的支撑 

长期以来，英美文学课程在师范英语专业的整个课程体系中一直备受冷落。在学生看来，英美文学

课程在提高语言能力上不及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课程有“干货”。同时，理论性较强的文学史和晦涩难懂

的文学文本让学生望而却步。以上种种问题的产生均由于老师和学生对课程目标的不明确。任课老师设

计课程目标时未考虑到人才培养目标，学生上课时不清楚自己应该从本课程中习得哪些能力。事实上，

英美文学课程是一门兼具实用性和人文性的课程。在培养英语师范人才上，英美文学课程对提高学生的

语言技能、人文素养以及教学能力上均有重要意义。 

2.1. 语言技能 

英美文学课程是面向英语专业高年级而开设的。高年级学生已经接受过听说读写等基本的单项技能

训练，此时英美文学课程可以通过训练学生的综合技能来增加学生的英语的流利度。文秋芳教授曾就英

语技能课程的改革提出“输出驱动假设”，该假设主要针对中、高水平学习者。该假设指出，“培养学

生的说、写、译表达性技能比培养听、读接受性技能更具有社会功能”，且“以输出为导向的综合教学

法比单项技能训练法更富成效，更符合学生未来就业需要”[4]。英美文学课程并非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

的某一项语言技能，亦非“填鸭式”向学生输入英美两国文学史和文学术语等理论知识。就语言训练来

说，英美文学课程是以输出为目标，输入为输出服务，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的一门课。在英美文学

课堂上，可以综合训练多种语言技能。比如，文学史的介绍往往伴有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如诗歌、小

说等的阅读。当英美文学课程的目标是提高学生语言综合技能时，传统的由教师一方讲解文学文本的教

学方法便不再可取。讲解诗歌时，让学生进行口头转述，可以使读和说的训练相结合。讲解小说时，让

学生撰写故事梗概和读书报告，可以使读和写的训练相结合；让学生将小说中某一段落翻译成中文，可

以训练学生的读和译的能力；让学生就小说中某一问题进行讨论，可以训练学生的听和说的能力。现如

今的中学英语课堂多要求教师进行全英文授课，写英文教案，对中学教师的要求早已不再是仅仅掌握系

统的理论知识即可，语言的表达性技能也必不可少。英美文学课程在加强学生的语言技能时，不能只关

注学生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阅读能力固然是基础的，但说、写、译等表达性技能不仅可以检验学生阅

读理解的深度，还能帮助学生有效输出并巩固所输入的语言知识。因此，如何加强学生的输出和语言的

流利度是英美文学课程教师设计课程时必须考虑的。 

2.2. 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 

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除了应具备扎实的英语学科知识和语言技能以外，还应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

思辨能力。而文学文本的独特性决定了英美文学的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而且还可以提高

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英语是承载着丰厚文化内蕴的语言，英美文学作品不仅有包罗万象、广

含文化信息的特点，而且它能丰富学生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能帮助学生明辨善恶、体悟人性”[5]。在

当前建设“新文科”的背景下，学生仅有良好的语言技能是不够的，高校英语专业应该“致力培养具有

家国情怀、人文精神的卓越人才”[6]，师范英语专业更是如此。因此，师范专业英美文学课程不可像传

统的课堂那样机械地向学生灌输文学史和原著选读等知识，也不可只强调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而应该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76


焦晨露 
 

 

DOI: 10.12677/ae.2023.13111376 8907 教育进展 
 

平衡两者的关系。比如，教师在介绍不同时期流派的发展和流变时，可留出时间让学生思考并讨论不同

流派的内在联系，并选择代表呈现讨论结果，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从宏观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可以

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在介绍某一代表作家时，应选择难度适中的文本选段让学生在理解文本的同时进

行深入的赏析，如设置启发式和探究式问题，让学生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思辨，在写下问题答案的同时

领略经典作家的思想。学生在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过程中会逐步获得思辨能力，并找到准确的表达

方式。更重要的是，英美文学中蕴含着的丰富的人文知识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对学生体悟人性、感悟多元文化，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有重要意义。 

2.3. 教学能力 

师范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还应体现师范教育的特色，即应使学生的教学能力得到锻炼。文学类

课程虽不会直接提供中学教育理论知识，但课程教师可通过设计实践活动实现对学生教学能力的训练。

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学生迫切地想要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以便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而在学生看来，

英美文学课程是偏理论性的、只需死记硬背便可通过的课程。因此，学生学习英美文学课程的积极性不

高，最终的学习成果也差强人意。关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教师不应一味地将其归因于学生的

功利心态，而应立足于学生未来的就业，明确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结合课程内容设计相应的实践活动，

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师范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来看，教师可要求学生以老师的身

份讲解自己所读的文学作品，评价标准中应包含有关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师素质等内容。这样，

英美文学课程教师不再只担任知识传授者的身份，而是课堂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知

识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学习者和发展者。这样的实践活动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和

创新能力，也可以使学生将自己学到的教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使其教学能力得到提升。因

此，师范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不是象牙塔里的理论；当立足于培养目标时，英美文学课程便对培养

英语师范生有了多方面的支撑，文学课程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辨能

力，还有锻炼学生教学能力的潜能。 

3. OBE 理念下师范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实施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OBE 理念)强调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强调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顶峰成

果入手，反向推演课程及教学设计。师范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英美文学课

程可从三方面支撑培养优秀的英语师范生，即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

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在明确培养目标和课程可支撑的毕业要求后，如何实施课程教学是接下来最重要

的步骤。美国学者理查德(Richard M. Felder)和丽贝卡(Rebecca Brent)提出基于 OBE 理念设计课程时需要

三个步骤，即设计学习目标(learning objectives)，教学(instruction)以及评价(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7]。
具体而言，OBE 理念下教师设计课程时需要设计学生的学习目标，选择和实施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活动使

学生实现学习目标，以及选择有效的评价方式以确定学生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学习目标。这三个

步骤并非简单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实施，而是一个闭环管理流程，各个步骤不断根据反馈进行调整和改进。 

3.1. 设计学生的学习目标 

从上述讨论中已知英美文学课程可以从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锻

炼学生的教学能力三方面来支撑培养英语师范生的目标，那么，基于 OBE 反向设计的原则，学生的学习

目标(包括课程教学目标和单元目标)应与以上三方面能力培养的毕业要求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所支

撑的毕业要求可以直接用来作为课程目标。课程目标应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衡量性，避免模棱

两可、界定不清晰的表述，而以上三点毕业要求作为课程目标过于宏观。如，支撑语言技能这一毕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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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课程目标可以有：学生能够用英文口头转述(paraphrase)英美诗歌；学生能够用英文撰写故事梗概以

及读书报告；学生能够准确、完整、通顺地翻译语言平实的文学选段。支撑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这一毕

业要求的课程目标可以有：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简要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评析具体文

学作品的主题。支撑教学能力这一毕业要求的课程目标可以有：学生能够运用教育教学知识和信息技术

讲授一部文学作品的基本信息。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教学目标和毕业要求可以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可

以是多对一的关系。单元目标也是如此，设计每一单元目标时需定义明确且对课程目标有所支撑。不管

是课程目标还是单元目标，均需从学生的角度界定，明确规定学生在学完课程后应获得的能力或学习成

果。单元目标、课程目标、以及毕业要求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3.2. 教学 

为使学生获得所规定的学习成果，教师需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设计恰当的教学活动，构建以学生

为中心的课堂。首先，教师应在课程开始前使学生明确他们的学习目标以及他们应该做什么。“学生越

清楚地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在做这件事时得到的练习越多，他们获得所需技能的可能性就越大”

[7]。在传统的文学课堂中，教师在讲解某一文学作品时，只向学生介绍课本上对该作品的情节、人物、

主题、语言等的固定解读模式，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不加思考地记下笔记，因此学生的积极性不高，

学习效果也不佳。但如果在讲解作品前使学生清楚他们的学习目标是学会赏析文学作品的方法和步骤，

并提出要求让学生独立思考并评析作品的主题，这样便会引起学生的注意，激起学生完成教学目标的欲

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可根据具体要实现的学习目标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如合

作学习，任务型教学法，或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等。比如，为使学生更好地理清莎士比亚戏剧的复杂情

节和赏析其语言特色，教师可选择合作学习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分组排演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经典场景。

为提高学生的总结概括能力和启发学生思考，教师可参考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中文学阅读理解的出题方式

设置简答题，要求学生用十个以内的单词总结概括欧文的名篇《瑞普·凡·温克尔》中主人公瑞普的人

物特点。为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课堂展示就不能用常规的方式进行，而应该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教育

教学知识以老师的身份讲授一部文学作品。总而言之，所有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的实施都应以学生最后

的学习成果为导向，教师不仅要向学生输入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输出产品，获得学习成果。 

3.3. 教学评价 

OBE 理念指导下的教学评价聚焦于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而非传统评价中强调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

式。在传统的英美文学课程中，教师的评价方式主要是通过闭卷考试考查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论知识的

掌握程度。学生只需在考试前把上课内容背下来即可通过考试。但 OBE 强调评价与学习成果相呼应，以

能力为导向，采用多元评价方式考核学生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完成了学习目标。为此，教师除了可以采

用闭卷考试以外，还可以利用论文写作、翻译练习、教学展示等方式丰富课程的过程性考核，对学生的

学习效果进行多方面的考核。在设计教学评价时应注意，每个考核环节都应该支撑一个或者多个课程目

标的实现。对于没有标准答案的考核方式，评价标准应该细化、清晰、明确。比如在评价学生讲授一部

文学作品的能力时，可结合文学课程内容和中学教师资格面试要求制定评价量规表，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coring rubrics for presentation 
表 1. 课堂展示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1 心理素质 5% 
3 活泼、开朗、有自信心 

2 有较强的情绪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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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仪表仪态 5% 5 行为举止端庄稳重大方，教态自然，肢体表达得当 

3 言语表达 15% 
8 语言清晰，表达准确，语速适宜 

7 善于倾听、交流，有亲和力 

4 教学设计 20% 
10 教学内容完整 

10 重点内容突出 

5 教学实施 40% 

10 教学内容表述和呈现清楚、准确 

10 有与学生交流的意识，提出的问题富有启发性 

10 板书设计突出主题，层次分明；板书工整、美观、适量 

10 教学环节安排合理；时间节奏控制恰当；教学方法和手段

运用有效 

6 思维品质 15% 
8 对所讲授的文学作品有独到的见解 

7 看待问题全面，能够抓住核心要素 

 
即便是课堂表现的评价，也应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传统的课堂上评价学生课堂表现时更多以

学生回答问题的次数为评价标准，OBE 理念下评价学生课堂表现时则要以学生回答的条理性、创新性、

准确性以及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等为依据，由此来促进学生发展自身的思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教学评

价并非是教学过程的最后一环，“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即通过闭环反馈来保证教学活动始终不偏离

目标并促进目标更好达成”[8]，因此教学评价是为教学持续改进并提高学生产出而服务的。 

4. 结语 

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对英美文学课程的认识有误区。很多教师认为，英美文学课程主要是向学

生讲授英美文学的基本知识，即英美文学史的基本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

象。而学生认为文学课程无非是一些晦涩难懂的文学话语，对自己未来的就业意义不大，因此对英美文

学课程重视度不高。而 OBE 理念使得英美文学课程在师范英语专业中的作用和意义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在 OBE 理念的指导下，师范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在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技能、人文素养和思维能力、

以及锻炼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等方面均可做出贡献和支撑，从而培养出优秀的英语师范人才。为真正实

现以上目标，英美文学课程教师需要在教学的全过程遵循 OBE 理念，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来设计教

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活动以及教学评价，并根据反馈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OBE 理念使得英美文学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象牙塔，它极大地发挥了文学课程的实用性和人文性，同时基于 OBE 理念的英美文学

课程改革也为 OBE 理念指导英语师范专业的其它课程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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