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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教材价值潜能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
《大学英语精读》的美育教育

钟 艳
(西昌学院

尹 国杰
四川西昌 6 1 5) (13 )

摘 要
:

灸与审美教育是素质教育必 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
。

《大学英语精读》含语言美
、

思想美等丰富的美育资源
。

在教

学实践中
,

以
“

挖掘教材价位潜能
、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

为 旨归
,

通过
”

胡读十背诵
” 、 ”

思想大交锋
, ,

及
”

编剧表演
”

等来进

行美育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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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 “

爱美之心
,

人皆有之
。 ”

对美的渴望与

追求一直是人类永无止境的目标之一
。

美具有形象

性
、

情感性 和社会性
。

美不是神秘莫测
、

遥不可及

的
,

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 “

美就是人类

经验的组成部分
。 ” 〔, ’ 我们的前人 (实际上也包括我

们自己 )在追求美的过程中
,

一直不懈地创造美并

热切地感受美
,

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美的
“

资

源
” 。

这些资源有的直接以美的形式表达出来
,

如雕

塑
、

绘画
、

音乐
、

舞蹈等
,

有的则是隐含在其它符号

体系如文学作品等之中
。

一
、

美育与 《大学英语精读》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 的社会活动形式
,

是

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 ;尽管其形式及内容在不

断地变化
、

发展
、

丰富
,

但培养受教育者创造美
、

感

受美始终是其主题之一
。

人并非天生就能感受美
、

创造美
,

而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的
。

在教育活动中
,

教育者运用 自然美
、

艺术美和生活美等来教诲
、

引

导受教育者
,

培养其正确的审美观点以及感受
、

鉴

赏
、

创造美的能力
。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的教育 (美

育 )
。

尸美育的功能就在于引导受教育者的审美活

动
,

满足他们的审美需要
,

促进他们的心灵美
、

语言

美
、

行为美
、

形体美
,

增进他们的审美意识
、

审美能

力
,

使他们为维护和创造美好的事物而作出不懈的

努力
。 ” 〔2〕“

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
、

提高素养
,

而且有

助于开发智力
,

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 ” 阎 《大学英语精读》 (翟象俊主编

,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 19 97 年版 ) 作为我国大学英语优秀教

材
,

其中包含大量的美育资源
,

需要教师和学生在教

学过程 中用心挖掘
。

如果教师和学生仅仅把《大学英

语精读 》作为学习英语知识
、

提高英语水平的一种英

语教学材料或资源来使用
,

那就难以做到
“

物尽其

用
” 。

一套国家级优秀教材
,

它的优秀之处绝不仅在

于知识性
。

当然
,

正如布拉格结构主义理论家穆卡洛

夫斯基的
“
空白

”

论思想所阐述的那样
,

每一部作品

都只有潜在的审美价值
,

只有通过读者 (既包括教

师
,

也包括学生 )的理解和诊释
,

才能构成读者的集

体意识与作品中相融合的审美对象
,

从而表现出实

际的审美价值
。
川而由于每个读者本身所受教育水

平
、

生活经历和体验
、

性格
、

气质
,

乃至人生观
、

价值

观的差异
,

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
,

以及在理解和淦释

作品的过程中
,

都会有不同层次的期待即需求
。

只有

读者将 自己的生活经历
、

生命情感等投入阅读过程

中
,

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才能获得实现
。

也就是说
,

没有读者对作品的美进行
“

化
”

的努力
,

就不可能实

现作品的审美价值
。

这样
,

我们的审美经验就是丰富

多彩的
, “
它孕育在普通感觉经验中永远不可能实现

的无限的可能性
” 。 ` , 〕

因此
,

大学英语教师—
和其他教师一样

,

肩负

促进学生个性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重任—
只有本人

先内化《大学英语精读 》的审美价值
,

然后研究如何

引导和帮助学生理解并内化其审美价值
,

而不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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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教学生如何多背一些单词
,

多读几篇文章
,

或

多听多说一些英语就 了事
。

英语教师应 当记住
,

素

质与知识是有区别的
, “

它是更高层次的东西
,

不是

说传授 了知识就提高 了学生的素质
,

要在
`

内化
’

和

提升素质上下功夫
,

使知识内化 为人 的品格
。 ” `5 〕知

识属于文化素质范畴
,

而文化素质只是一个人素质

发展 的基础
,

思想道德素质才是一个人素质 的灵

魂
。

徒有文化知识而缺乏高尚思想品质的人
,

也就

是人们所说的有教养而无修养 的人
,

实际上只能算

得上一个
“

绣花枕头
” ,

金玉其外
,

败絮其 中
。

如果我

们的教育教学培养出来的大多是这样 的人
,

那只能

说是我们教育教学的失败
。

二
、

《大学英语精读》 的美育资源

《大学英语精读 》中包含丰富的美育资源
,

在教

学中可直接利用的涉及到语言美和思想美
。

英语教

师只要用心体悟
,

精心组织
,

就可改变英语 教学 除

了词汇
、

语法
、

翻译等就别无内容的令人尴尬
、

令人

压抑的局面
,

引导学生使用优雅的语 言
、

铸造高 尚

的人格
、

规约 自己的行为
,

展示新时代 的
“

绅士
”

( g e n d e

man
s hi p ) 和

“

淑女
”

(la dys h i p ) 风采
。

限于篇

幅
,

下面仅 以 (大学英语精读 》第一 和第二册部分

课文为例分析
。

(一 ) 语言美

《大学英语精读 》中有很多优美的语句
,

体现 出

浓浓的语言美
。

散布在各册之中的名言锦句
、

诗歌
、

成语
、

俗语
、

谚语及其它生动形象的词句
,

体现了语

言的音韵美
、

风格美和意境美
,

让学生能感受到语

言的魅力
。

学生通过对这些语言的学习
、

背诵和应

用
,

可以满足他们对语言的审美 需要
,

增强他们对

语 言的审美意识和能力
,

促使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自

觉地使用优雅的语言
。

《大学英语精读 》中有很多格言
, “

格言纯 由词

语的精华构成
,

格言是词语的神秘性 的神秘集合
,

是对词语中包纳的存在消息的深人洞察
。 ” 圈例如

,

“ B lo o d 15 面
e k e r 山an wa et r

.

”

(血浓于水
。

) 这不由

得让我们回忆起亲情的温馨和家庭的温暖
。 “ 1 fe el

as i f l h a d w a k e n e d fr o
m

a in hg 姗
r e

.

”

(我好 像

从恶梦中醒来
。

) 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有过做

恶梦的经历
,

对从恶梦 中醒来 的感受是非常深切

的
。 “

w i ld h o sr e s C o u l d n o r

dar
g m e d o

wn
to … ”

让我们构想成群的
“

野马
”

奔驰在草原上 的庞大气

势 以及 它 们的 力量
。 `

,L谈 is a b or k en 一诚
n g de

bir d
.

/ L讹 15 。 barr
e n if d d

.

”

前者让人对
“

折断了

翅膀的小鸟
”

心生怜悯之情
,

后者则使人对
“

荒无人

烟 的旷野
’ ,

感 到毛骨惊然
。 “ T h e e h e q u e fl u t t e r e d

to ht e 且o o r il k e a b ir d iw ht a b r o k e n

iwn
g

.

”

拆

断了一支翅膀的小鸟飞翔时的情形足可勾起我们的

联想和怜悯 ; 也就容易想象老太太的希望破灭后的

绝望心情
,

就像断了翅膀的鸟儿让人心痛
。 `

,Y
。 u

G o Y o u r
w 盯

,

x
’

11 G o
M i n e ”

中的小男孩 H o

me
r ,

当他告诉了老太太她儿子阵亡的消息后
,

急促地说

M ayb
e i r

’ s a

而
s

akt
e

,

… M ayb
e i t w as n

’

t

yo
u r s o n

.

M ayb
e i t

aws
s o

me b o
dy 比

e
.

… B u r

m ay b e ht e r e l e gr 田卫 15 wr
o n g

.

”

四个连用的
“
m盯b e ”

生动地再现 出小男孩急于安慰老太太而又无计可

施
、

可爱而善良的形象
。

在描述地球环境恶化的情形

时
,

我们大多会直接描述环境污染的现状
,

这样的文

章读起来也不会吸引人
。

但换一个角度
,

就大不一样

了
。 “

C o n s o il ds et d E id s o n B e lt
, , , “

b业
o n s an d

b iill
o
sn

o f ilz e h e s , ,

以及对
“

ivr
e r ,

滋 r , e
asr

,

s

娜 cr aP e sr
”

等的描述
,

不仅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我们

所居住的地球上环境污染的严重性
,

同时也佩服作

者的幽默诙谐
。

几种不同意境
、

不同风格的形象
,

让

学生不得不惊叹人类语言的神奇魔力
。

除此之外
,

课文后 面的
“

甩
a d in g lA

o u d an d

M
e
m

o ir即 s’’ 中的诗歌也非常绝妙
。

有的诗前后两节

的节奏相同
,

如 Lan gs ot n H u
hg es 的

’ .

D er ~
”

和 E

W
.

B o u r

翻
o n 的

“

iL hg t
, ’ ,

节奏是 3一 2一 3一 2
,

3一 2一

3一 2 ;前者的韵脚为 ab cb
, : d ed

,

后者两节的韵脚相

同
,

为
a b a e , : b a e 。

C如
s

姗 R
o ss e itt 的

”

W i n d
, , ,

其

节奏是 3一 3一 4一 3
,

3一 3一 4一 3
,

韵脚为
a b a b

, a e d e 。

有

的诗 随意义而略变节奏
,

如
“ S o m eb 。

衡
”

的节奏 为

4一 4一 4一 5一 5一 4一 4一 4一 3
,

其韵脚为 的 b b c c d d e ; “ I尸
,

的

节奏为 4一 3 一 4一 3一 4 一 2 一 3
,

韵脚 为 ab a b ab b ; “
Y o u

p h e e d gol d o n
m y 如罗

r ”

一诗的节奏为 3一 4一 3一 3
,

2一 3一 2一 4
,

3一 4一 3一 3
,

韵脚为
a b aa

, e e a e , a e a e ; Jo e

H iil 的
“
M y L as t W山

”

一诗的节奏为 3一 2一 4一 4
,

3一 2一 4一 4
,

3一 4一 3一 4
,

韵脚为 的 b b
, C e b b

,

d e fc ; E一

Y e h 一 S h u r e 的
“ B e a u yt

”

的节奏是 2一 1一 2一 4一 2
,

2一

z 一 4 一 2一 2
,

2一 4一 2一 1一 1一 2
,

韵脚为
a b e a C , e d aaa

,

efe
a e e ; H e n

yr W
a ds w o rt h L o n

gfe ll o w 的
“ T h e

A rr o w a n d ht e S o n g
”

的节奏是 3一 4一 3 一 3
,

3一 4一 3一

3
,

4一 3一 3一 4
,

韵脚为
a a b b

,

aa e e ,

d d e e 。

快慢有致

的节奏
,

变化有序的韵脚
,

真正体现了诗所具有的
“

歌
”

的意韵
、 “

乐
”

的情调
,

也映证了诗可为乐
。

( 二 )思想美

思想美是生活美中最具魅力的美的形态
。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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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美人的核心表现
,

包括诸如正直
、

诚实
、

谦

逊
、

友善和充满爱心等品质特征
,

是行为美的指导
。

在 《大学英语精读》中
,

隐含着丰富的思想美的教育

资源
,

如果教学得当
,

足可以给读者心灵上的撞击

和振撼
,

给读者一次又一次心灵上的洗礼
。

下面仅

举三个小例
.

在第一册第二单元
“
Sa il in g

oR un d ht e
W

o d d’’

中
,

F
arn

ic s c hi c h es et 浓六十五岁高龄且身患肺癌
时还独自一人驾船环航地球

,

其间与病魔
、

海浪
、

恐

惧等的搏斗都使我们的心脏一次又一次地加速
,

在

为这位勇敢的老人捏一把汗时
,

对他的敬佩也越来

越浓厚
,

并为他的胜利而欢呼喝彩
。

这一故事也使

我们重新审视 自己面对困难时的表现
,

是迎难而上

还是
“

激流勇退
”
? 对自己的

“

命运
”

是
“

北面称臣
”

还

是
“

南面而治
”
? 面对周围层 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困

难
,

我们到底是懦弱还是勇敢?

又如第三单元
“ T h 。 P er se nt

” ,

虽然是一个很小

的故事
,

但是一个我们可以在 自己生活中看到的故

事
,

是那么的真实
。

老太太的遭遇倒使我们现时代

成天忙忙碌碌的年轻人不得不认真思考 老太太的

女儿兼市长夫人M尹 a和她丈夫的作为 (他们的名誉

与他们的行为
,

他们的
“

效率
”

)
,

反思 自己与父母辈

的关系
,

反思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

我们不得不承认
,

“

血浓于水
”

( b l
o o d 15 ht i e k e r ht an wa

t e r )是不变的
,

变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思想
。

与M yar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
Y o u G o Y o u r

W叮
,

I
’

11 G o

iM
n e ”

中的小男孩

H o m e r ,

他纯朴
、

善良
、

憨厚而可爱的形象深深地印

在了我们的记忆 中
。 “

你走你的阳关道
,

我过我的独

木桥
”

给人的感觉是无 限的凄凉和孤独 ;在物欲横

流的商品化 的今天
, “

事不关 已
,

高高挂起
”

已成 了

很多
“

新新人
”

的处事哲学
。

许多人对亲情和爱

情—
生活的七彩板和调味品— 越来越陌生了

,

生活才显得那么苍 白无味
。

该如何处理 自我与亲

人
、

同事
、

邻里及陌生人 的关系
,

真的应该引起我们

的反思
。

涉世不深的小男孩 H o m er 在这些方面真的

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

其它如
“
T u

而
n g 。任 T v :

A Q iu et H o ur
”

让我们反思身处 E时代的人如何更

好地与自己的亲人及他人沟通 ;
`

,A M i se ar lb e ,

M e

叮
C hir

s tt n a s , ,

让我们反思当前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 ;

“ T h e Sa n l pler
”

更让我们反思当前社会 中的贫富分

化及老人 问题 ; “
G o in g H o m e ”

是个非常动人的故

事
,

讲述着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话题— 爱情 ; “ ls

T h er e iL fe o n E a

hrt ?
”

促使我们对地球上环境污染

的现状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和发展等问题进行思考 ;

“ T h e D Iiln
e : P a r yt

”

使我们重新认识女人有了新视

角 ; “ L es so n s

for m je 玉 sr o n ”

中更是有丰富的思想资

源
,

除了eJ 玉 sr o n 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之外
,

还让我

们思考 传统 与 现代
、

继 承与 创新 的关 系 ;
`

,T he

rP ofe
ss o r an d ht e y 。 一 Y。 ”

让我们真正认识 了伟人

的伟大之处 ; “ T h e M ak in g o f a Su gcr
o n ”

教给我们

鲜花和掌声不是垂手而得的
,

而是要经过艰辛努力

才能取得 ; “ T h e r e
’

5 O lyn
L u e k

”

使我们认清
“

美 国

是天堂
”

的荒诞 ; “
H o n e s yt : 15 I t G o i n g o u t o f

Sylt
e ?

”

这一问题不仅仅值得大学生
,

也值得整个社

会认真讨论的 ; “

W h a t 15 I n t e iil g e n e e ,

灿丫w a y ?
”

让

我们反思我国当前教育中存在的学生
“

高分低能
”

和

教学中
“

唯分是图
”

现象产生的原因
,

重新认识智力 ;

“ P or if st o f p r a i s e ”

则为我们如何创建一个和谐友善

的社会提供了思路
。

三
、

《大学英语精读》 美育教学实践
思想美的素材在每一单元中都能发现

,

只不过

要我们用心去挖掘
、

领悟
、

践履
。

在教学实践中
,

笔

者主要以
“

朗读 十背诵
” 、 “

思想大交锋
” 、 “

编剧表演
”

这三项活动来进行美育教学
。

( 一 )
“

朗读+ 背诵
”

古人云
: “

熟读唐诗三百首
,

不会作诗也会吟
。 ”

英语作文对我国非英语专业学生来说一直是一大难

题
,

学生一碰到作文就哀声叹气
、

叫苦连天
。

究其根

本原因
,

还是一点
:肚子里

“

墨水
”

太少
,

吐不出来
。

很

多学生一直以为
,

学英语只要背足够的单词和语法

规则就行了 ; 因此他们在学英语时在背的方面可谓

是下 了
“

苦功夫
”

的
,

只不过背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

东西
,

只得到了一大堆没串线的
“

珠子
” 。

根据奥苏贝尔 ( D
.

P
.

A us ub el )的学习理论
,

学

生的学 习可分为机械学习 ( or et lae m in g )和有意义

学习 (me 而
n

加 l le ~ gn )两种
。

有意义学习是把当

前正在学习的内容或 已学 内容与先前 的知识相联

系
,

因而易于保持且保持时间更长
。

因此
,

为了提高

学习效率
,

为了帮助学生把 自己得到的
“

珠子
”

串起

来
,

笔者要求学生在学习每一单元时
,

从材料中选出

自己最满意的句子或小段落
,

并要求学生熟读
,

能够

背诵更好
。

为了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
,

每两周还进行

一次朗读或背诵小竞赛
,

看谁读得熟练或背得多
。

对

于单元后面的诗歌
,

则要求学生必须读熟
。

这样
,

学

生在记单词或短语时不再是孤立地背单个的单词或

短语
,

而是把它们放在有意义的特定语境中地背
。

学

生不仅仅背住了单词或短语
,

更重要的是
,

他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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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些单词或短语的运用语境
,

在 以后要表达相似

思想时就可顺手拈来脱 口而 出了
,

写作文时也不再

觉得无话可说或不知怎么写了
。

此外
,

学生还进一

步训练了语音
,

培养了语感
,

练习了口语
。

还有重要

的一点
,

由于学生 自己选择的感受最深的词句或小

段落
,

他们在背诵时完全没有被强迫去背的感觉
,

而在愉快中进行 的
,

大多没有受挫感
,

既提高 了效

率
,

又不伤害兴趣
。

( 二 )
“
思想大交锋

”

这一活动主要是 针对学 习内容所蕴含 的思想

美育资源的
。

每一单元 的思想美育资源
,

只有通过

学生主动去挖掘
,

去领悟
,

才能发挥它们的教育作

用
。

比如
,

在
“ T he P er se nt

”

语言知识点学习结束后
,

安排学生对故事中的M yr
a和她的丈夫进行讨论

。

在

讨论过程中
,

有一位学生提 出
,

M yr
a
作为一位公众

人物 (市长夫人
,

老人事务工作 )
,

事务繁忙
,

虽然没

有 回家给老太太过生 日
,

也没给她买生 日礼物
,

但

她毕竟给老太太寄了卡片和支票
。

她们是舍小家为

大家
,

应 当值得人们尊敬和学 习
,

要不然怎能获得

奖章呢 ? 老太太完全可以用支票 自己去买 自己喜欢

的东西
,

我们不应该责备M yr
a和她的丈夫

。

这位学

生的观点无疑就像一枚重磅炸弹
,

在课堂上引起了

轩然大波
,

其他学生对他的论点反应非常强烈
。

我

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教育机会
,

就临时改变原定

的教学安排
,

就这位学生 的这一论点展开了专题讨

论
,

要求学生针对这一观点而不是针对这位学生进

行辩论
。

很 自然地
,

辩论的正方和反方都由学生 自

己组合而成了
,

双方唇枪舌剑
,

各持己见
。

我引导学

生在辩论时确定各 自的价值取 向
,

并从中国和西方

国家对老人
、

家庭
、

名誉的价值取向角度来辩论
。

最

后
,

双方一致认为
,

如果从 中国的尊老爱幼价值观

出发
,

M ayr 和她丈夫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齿 的 ; 而

从西方国家传统的重利价值观 出发
,

她们的所作所

为则又是司空见惯的
。

但无论 如何
, “

血浓 于水
”

( bl o o d 15 th i e k e r th an wa
t e r )是不变的事实

,

这世界

变化的只是生活其中的人
。

在这场辩论中
,

学生们非常活跃
,

连平时很少

发言的学生也勇敢地站起来说了几句尽管不是很

准确
,

但确有意义的英语
。

学生说
,

他们不仅仅是锻

炼 了用英语表达 自己的思想
,

更主要地是锻炼了表

达自己的思想
,

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

(三 )
“

编剧表演
”

编剧表演要求学生首先全面
、

正确理解文章
,

然后根据文章 内容改写成能在舞台上表演的剧本
,

并根据剧本进行排练
,

最后进行正式表演
。

这是一项

综合性的活动
,

能够全面检查并反映学生的综合英

语水平以及与同学协调合作的能力
,

难度 自然较朗

读背诵或讨论要大得多
。

而且这种活动需要学生付

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

这项活动要成功
,

有三个前

提
:

一
、

学生在理解上已没有困难 ;二
、

学生有足够的

时间准备 ; 三
、

学生要独立地进行准备
,

但遇到困难

时能得到老师的及时帮助
。

在教学实践中
,

一方面
,

学生第一学期刚人校
,

在教学方法方式上还有一个适应期
,

且所开课程不

多
,

时间相对宽余 ; 另一方面
,

有部分学生觉得大学

英语教学和中学英语教学没什么两样的
,

就是学单

词和语法
。

有鉴于此
,

笔者在第一学期安排了两次编

剧表演
,

分别是第七单元 ( T he S a n l p ler )和第八单元

( Y o u G o Y o u r
W盯

,

I
`

11 G o M谊e )
。

这两单元都

在半期考试之后
,

学生经过半期的学习及对各种小

活动 (包括前面提到的两种活动 )的参与
,

在英语基

础和参与兴趣方面时机都 比较成熟
。

在进行活动之

前
,

笔者对这两单元的语言难点给学生作了详细讲

解
,

并对人物作了比较充分的集体讨论
,

以确保学生

对这两单元内容有正确
、

完整的理解
。

之后
,

要求学

生 自己组合 (根据内容第七单元可三人或四人
,

第八

单元两人或三人 )并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
。

表演时间

定在第十单元学习结束后
,

期末考试前进行
,

以确保

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

为了保证质量
,

笔者事先声

明
,

将根据表演的质量给每一位学生打分
,

分数计入

期末总成绩
。

(这最后一点
,

出乎笔者的意料
,

竟得到

学生的一致欢迎
。

)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

学生的表演也非常成功

(尽管没有学校领导或部门领导来观看并肯定他们

的成绩
,

但学生们 自己认为他们做得很成功 )
。

表演

结束后
,

他们还选出了两单元的最佳男
、

女演员 (并

用他们表演时所买的糕点和糖果作为奖品 )
。

他们对

这种活动非常满意
,

有学生甚至提出建议
,

每学期举

行一次全校性的这种表演活动
,

以利于他们相互学

习
。

(尽管这一建议由于种种原因并没被采纳
,

但他

们并没因此而灰心
,

兴趣也依旧浓烈
。

)

四
、

结语

智力存在于人格的总体之中
,

美与审美教育是

完善人格得以形成的基础
,

这是现代心理学和教育

学的一个重要论点
。 〔7 〕挖掘价值潜能

、

提升学生素

质
,

只要英语教师能牢记这一点
,

在《大学英语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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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包括任何其它学科 )学科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

和促进学生全面而 自由地发展并不是一句 口号
。

英

语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
,

如果能从社会建构主义

理论和课程理论来理解任务型语言教学并进行相

应设计
,

就一定能提高学生的 自律
、

自我
、

自信
、

自

主
、

自择和互动信念
,

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习认知和

元认知能力
,

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

也就是说
,

在教学

过程中
,

通过多样性
、

易解性及和谐性来培养学生

的兴趣
,

做到语言技能
、

语言与文化
、

教学法
、

课内

与课外的综合
,

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实现教师与

学生
、

学生与学生
、

师生与课程资源之间的互动
,

即

遵循兴趣化
、

综合化
、

互动化 的原则
, 〔田切实落实大

学英语素质教育
。

在教学实践 中
,

教师要细心捕捉

一切可利用的教育机会 ( t
e a e h ab le m o m e n r )

,

精心安

排和组织
,

使教学活动真正地成为 以学生积极 主

动
、

心情愉悦
、

独立而又协作地进行 的师生共同成

长过程
,

真正实现
“

教学相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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