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计算机自!"世纪#"年代以来在教学实践领

域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教师和学生对信息的重要

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越深刻。因此，应用信息的

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教学实际中的问题也日

益得到人们的青睐。我国广大英语教师也积极应用

信息论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英语教学实践

中的问题并为推进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做出

自己的一份贡献。

$ 什么是信息？
一谈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就会说信息社

会、知识经济。没有人能摆脱信息的影响和知识的

控制。在信息量呈几何级数暴涨的今天，对信息的

获取、加工整理和接受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它将直

接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及成功的大小。

信息的英语词%&’()*+,%(&是由动词%&’()*转换

而来的。-&’()*是由拉丁文%&’()*+).演化来的，原意

是“,( /%0. ’()* ,(，1(23)%4.”，即“描述、报告；赋予

特征，给予某种形状（形式）”。《辞海》解释为“对消

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报道”。中国学者石光

在论述信息时指出，信息是；

“由信息源（如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发出的各

种信号被使用者接受和理解。作为一个社会概念，

则是指人类共享的一切知识，或社会发展趋势以及

客观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各种消息之和。⋯⋯在人类

社会中，信息往往以文字、图像、图形、语言、声音等

形式出现。”

这些解释反映了信息的文化性、社会性和客观

实在性，但不足的是仅仅局限于信息的具体存在形

式。信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不可能没

有人类的主观性色彩。当然这并不是说信息就是纯

主观的东西。信息要依赖于、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具体

的事物（物质），任何具体事物都只是信息的外在形

式而不是信息本身。“信息是具有客观具体实在与主

观抽象不实在的统一特性的存在形式，是介于物质

与意识之间的存在形式。”

! 信息存在和作用的双向性特点
信息的产生离不开人，没有人就没有信息。同

时，从自然辩证法的原理来看，人体在本质上是包含

物质、信息与意识的统一体，具有生命性、意识性、社

会性等特征。非生命体只是一种纯粹物质性的存在；

生命体是物质与信息的统一体；而人体则是物质、信

息、意识三者的统一体。由此可以看出，信息是不可

能离开人类而存在的。信息的载体是符号，而符号又

是人的本质特征。任何脱离人的抽象的信息都是不

存在的。因此，信息的存在具有被动性的特点。

但信息的存在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是人类社

会实践的产物，一旦产生之后又能独立存在，具有存

在的主动性。也即是说，信息一旦产生，就可以不受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存在。比如说，红绿灯信息系统

所表达的信息是人们在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

汽车等机动车交通工具及缄市发展到一定规模）时

共同约定的，是被动的产物，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但这一信息系统一旦产生，其所表达的意义就实实

在在地存在了，因而人们在街上看到红绿灯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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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其意义。

信息输入与输出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而信息作

用于对象与对象对信息作出反馈也是两个不同的

方向。任何信息的作用都不可能是单向的。

! 信息双向性特点与英语教学
信息存在和作用的双向性特点向我们昭示，英

语教学实践是一种师生互动的双向性而不是单向

性活动过程。学生不是一块块的“白板”任由老师在

上面涂画；老师也不必然是“作画”的天才。在教学

教程中，学生和教师一样都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人

生观、世界观乃至宇宙观等一系列观念（尽管在小

学甚至初中阶段学生的这些观念还很朦胧）。学生

所需要的是通过与老师、同伴的交流来对自己的已

有观念系统（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对老师、同伴

及校外他人的观念系统（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最后

形成新的观念系统（信息）或充实原有的观念系统

（信息）。

目前，大学英语课的授课方法人仍基本为“信

息输入式”，教师从上课一直讲到下课，学生从上课

一直听到下课；教师也许备课备的很认真，讲的很

清楚详细，两节课结束后，教师长出一口气，学生也

长出一口气。长此以往，这种信息的单向交流至少

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弊端：一是使学生产生厌学心

理，使教师产生厌教心理。二是学生缺乏练习机会，

英语水平难以提高。三是加重了教师的负担而学生

却悠哉游哉地成了旁观者，教师从上课讲到下课，

累得够呛，学生却只有一个评价———枯燥。最重要

的是，由于长期缺乏来自学生的信息反馈，教师对

学生的学习状态越来越不了解，学生也觉得老师越

来越不关心自己是否有进步。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归纳起来

至少有几个方面：第一，多数教师认为课堂时间有

限，如果组织课堂活动或让学生自己去解决问题必

然会造成大量的时间浪费，无法给学生传授尽可能

多的知识。第二，考试的压力。大学本专科学生得面

对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教师也就更多地采用

“应试教学”。第三，教材的局限。我国现行的英语教

材大多师生互动性不强。第四，文化因素。东方文化

历来注重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第五，学生因素。全

国高校几次扩招后，专科院校乃至一般本科院校生

源素质不断下降，学生的学习能力及习惯较之以往

的学生都不断退步，教师只好自己唱起了 “独角

戏”。

不可否认，在二语习得中，恰当的刺激（信息输

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传授和学生要接受的信息（以课程、大纲等形式出

现）是事先确定的，教师和学生从表面上看都处于被

动的地位，因双方都无权修改、增删。但实际上，教师

和学生仍处于主动地位，因为课程和大纲等只是列

出了“教什么”或“学什么”的范围，而没有限定“怎样

教”或“怎样学”，即只给出了 “%&’(”而没限定

“&)%”。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变被动为主

动，如补充、更新部分信息，改换传递和接受信息的

方式方法（改变教法和学法）以提高加工信息的效率

等。教师和学生对课程、大纲的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主

动地加工处理信息的过程。

因此，不仅仅是教师，包括学生，都要重新认识

自己的角色，转变原有的角色观念。教师主导和学生

主体的对立统一也就反映了信息作用的双向性。教

师传授知识、培养学生技能的过程，于教师是信息输

出，于学生是信息输入；于师是主动，于生是被动。但

从另一角度来看，学生学习、接受知识技能的过程，

即信息加工的过程，又是主动的；否则，学生将一无

所获。学生的练习、实践则又是信息输出的过程，而

学生输出的信息对老师来说又是信息反馈，是新的

信息输入。正确理解了老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后，我

们就不纠缠谁主动谁被动，或谁领导谁被领导等这

些无意义的问题了，而把精力集中在如何使信息的

双向作用更流畅、更有效。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大学英语教学过程

中伪信息双向交流呢？首先，教师和学生都要转变观

念。教师要尽可能把讲述搞得少而精，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学生，让他们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更多地拥有

言语权，更多地实践。如果教师不分青红皂白承担起

解决所有问题的责任，就会产生责任错位。学生要明

白自身不是空空的容器，主动参与学习活动才会迅

速进步。其次，教学方法要更新。授课详略得当，重点

突出；具有启发性，注意学生的参与。例如精读课可

将部分时间留给学生回答与课文有关的问题，就语

言点造句，翻译几个句子，写课文内容摘要并阐述自

己韵见解，所有这些都用英语进行。再次，英语课在

组班及课型上也应改革，这需要学校相关领导及部

门的支持与配合。大学英语课不宜上合班课，每班人

数不宜超过*+人。这样有利予教师组织和控制课堂

活动，学生也会获得更多发言、练习机会及与教师交

流的机会。同时，要把课型分开，对教师进行分工。精

读课、听说课、阅读课、写作课等应由不同的教师分

别上课。这样可以使教师更充分地备好某一门课，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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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多个教师重复劳动。学生也不致因同一个英语老

师连续上/JK年课而倍感厌倦。

除此之外，教师应经常与学生交谈，了解他们

的想法和建议，并适当调整自己的授课内容、方法、

重点等。通过课堂答问、讨论等活动，聊天、收作业

等形式可以接收到学生反馈的信息，了解学生哪些

知识点没掌握好，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教

学。

综上所述，只有当教师了解了信息存在和作用

的双向性特点，并具备了基本信息能力之后，才能

真正实践把教学当作是为了学生以及自己的个性

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过程，才能使教育摆脱“器”的束

缚，还教育于“人”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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