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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英语教学首先要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

,

然后再教给他们 学习方法
,

这是教学的基

本原则
。

笔者通过采用表扬鼓励法
、

丰富版面 法和媒体教学法
,

探讨如何时大学低年级英语

进行兴趣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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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经过激励的竞争
,

进人高等学府深

造
,

都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 自尊心
,

表现出来 的

心理特征是好胜心强
,

不甘落后
,

对学习上的成与

败特别敏感
。

但是
,

逐渐地
,

他们会不同程度地感

受到生活和学习上众多变化带来的压力
,

就学 习

英语而言
,

许多新生一开始就把大部分时间用 于

盲目死记硬背英语单词和句型
,

盲 目做练习对答

案等
。 “

然而
,

一 门外语的掌握
,

并不是简单的单

词加语法
,

而是一种深层的语言知识 的迁移
” 〔̀ 〕。

如果学生一开始不理解这一点
,

久而久之
,

肯定会

厌倦英语学习
,

也必然会造成心理上的疲劳
。

照

这样学习
,

即使顽强克制住了厌倦
,

也难免会扼杀

学生学 习英语的创造力和灵活性
,

学习效率也会

随之受到影响
。

其实
,

外语课不同于一般的知识理论性课程
,

它是一门融语言科学和语言现象为一体的实践性

课程
。

整个教学过程中
,

它不仅要求外语教师能

够以科学的态度熟练掌握语言知识
,

而且还要善

于运用精简扼要的讲述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实例来

唤起学生对外语这门枯燥的语言课程学 习的兴

趣
。

因此
,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

一开始就必须重视

兴趣性原则
,

即首先培养学生人学后的英语学习

兴趣
,

然后
,

再进一步教给他们学习方法
。

1 表扬鼓励
,

激发兴趣

“

人的天性是渴求知识的
,

对知识的摄取是不

会厌倦的
”

(夸美纽斯 ) z[]
。

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是靠教师精心培养

出来的道德情感
,

其源泉在于教师在课堂上所表

现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创造性活动中
。

l[] 我们都知

道
,

低年级大学生好奇心和好胜心都很强
,

教师授

课时应遵循
“

多鼓励
,

少挑错 ; 多夸奖
,

少批评 ;多

启发
,

少死板
”

的教学原则
。

著名语言教育学家

MI CHA E L 从压万T 曾说
: “

语言教师最大的和最常见

的错误是讲话太多
。

他试图以教来代替学
,

这样

就 妨害 了 学
。 ”

( hT
e
eT ac hi l笔 of E l l

乡i
s h

,

助飞
-

~ ) z[] 教师的任务之一就是
“

解惑
”
和检测学习效

果
。

因此
,

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

踊跃发

言
,

可以将学生课堂上回答 问题和提问的次数记

人其平时成绩
,

并及时给予表扬
。

课上
,

教师若能

始终以满腔的热情对待 自己所教的学科和学生
,

学生就会用一种高涨的激动的情绪进行学习和思

考
,

对教师所展示 的知识感到惊奇
,

意识并感觉到

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

从而体会到创造的快乐
,

学习

兴趣和求知欲便油然而生
。

对基础好的学生
,

要

鼓励他们胜而不骄
,

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对基础

差的学生
,

要耐心帮助
,

细心开导他们以争取尽早

丢掉思想包袱
,

树立 自信心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教授
、

博士生导师王极盛先生说
: “

学生 良好

的心理作用能使他们成功地把 自己的知识
、

创造

性思维及创造性想象予以充分的组合和更新
。

学

生心理素质提高了
,

学 习成绩也会提高
”
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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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教师应尽可能地使用
“
Not b ad

.

c仪沼
.

eB ett
r

·

xcE elle nt
.

M ak 。

脚 g阳留
.

c or 堪 ar n d a it on
.

”

等能使学

生充 满信 心
、

倍增 勇气的 赞美词
。

对 于教师
,

“
C以 xl

”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

但对于学生
,

教师

的赞许
,

是对他们学业成绩的肯定阁
。

这无疑使

他们增强了学习英语的 自信心
。

2 丰富版面
,

激发兴趣

有数据显示
,

人们从听觉获得的知识能记住

巧%
,

从视觉获得的知识能记住 25 %
,

把视听结

合起来
,

能记住的 内容可达 65 %
。

因此
,

教师在

授课中应尽量安排既直观又清晰的 版面
,

这样可

以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一 目了然
,

更好地理解和记

忆
。

如学习单词
“
ift

” ,

在释义和讲解其用法时
,

教

师可在黑板上画一个小孩
,

再在头上画一顶大小

合适的帽子
,

并说
:

服
5 h at if st ht e

坷
w e ll

.

学生见

了都觉得有趣
,

当教师再画上一顶小帽子时
,

学生

就自然地说出了这样的句子
: “

肠 at h at does
n ’

t ift

ht e

坷
.

tI is oot
s浏扭

. ”

从而使学生能在新鲜感 中

吸取知识
。

同时
,

教师板书时学生仔细观察
,

又为

他们们提供了一个怎样
“

写
”

的范例
。

此外
,

还可

利用简笔画与讲解配合板书
,

寥寥几笔构成 的图

案
,

不仅形象逼真
,

而且激发 了学生 的兴趣
,

可达

到画起来顺手
,

看起来清楚
,

听起来明白
,

记起来

深刻的效果
。

笔者任教英语专业泛读已有多年
,

大凡第一

次给新生上课
,

我从不一开始就涉及课本正文
,

而

是在黑板上写下这样几个问题
,

和学生们一起讨

论
:

( l) HOW do yo u ik 拍w al 力 u t E次te sn iv e
eR adj 吨?

( 2 )oD y o u h a v e a hab i t of 姗山嗯 E l l
刁i

s h lx 犯k s

or ils te恤gn ot E n
目i血 m山?o

( 3 )研飞
a t i s ht e p少ep s e fo r

us ot l

eam
E次te sn iv e

Rea 山 gn ?

( 4 )从飞滋 二 ht e 击玉:er
n e es be wt een E次t

esn iv e

R蒯城 an d htI esn iv e R既 dI in g?

( 5 ) H ow do yo u l e am xtE esn ive Read 吨 ?

通过以上问题的讨论
,

使学生 了解什么是英语泛

读
、

有何重要性 以及如何学习泛读等相关的基本

信息
,

这无疑对学生以后的成功学习大有帮助
。

当然
,

根据教材需要
,

还可以把挂图
、

实物
、

图片等

粘贴在黑板上
,

与英文内容相配套
。

如果条件许

可
,

使用先进的投影设备 (如投影电视系统 )和幻

灯片制作演示 系统 (如 P洲
e

卿in t 软件系统 )
,

无

疑会提高授课效果
,

更有利于学生听懂授课内容
。

3 媒体教学
,

激发兴趣

我 国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说过
: “

教师

惟其学而不厌
,

才能诲人不倦
,

如果天天卖 旧货
,

不感到疲倦是很 困难的
。 ”

z[] 而任何一本外语教

材
,

无论它一度 曾经多么辉煌
,

都很难跟得上语言

发展的步伐
,

满足学生的需要
。

在这方面
,

我们可

以通过媒体这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

实践证明
,

利用多媒体技术可 以对文

字
、

图像
、

音频
、

视频等多种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

再

以图
、

文
、

声并茂的形式表达出来
。

教师可以在英

语课上通过多媒体 C A I 教学
,

开展视
、

听
、

说等活

动
,

并利用它显现出各种情景的虚拟实景
,

给学生

提供逼真生动的语言学 习和交际环境
。

这样
,

学

生不仅成为信息的接受者
,

也是教学过程的参与

者
。

在 C赶虚拟的实景中
,

学生可 以模拟在美国

商店里购物
,

与店员和顾客交谈
,

或在虚拟的导游

引导下
,

进行参观访问
。

在这一过程中
,

学生不仅

习得地道的语言而且也可以从中了解许多历史与

文化背景知识
。

C刀 通过虚拟实景使教学内容故

事化
、

案例化
,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意识记忆成

分增多
,

机械记忆成分减少
,

从而使学习变得更 自

然
、

更有趣
、

更容易
,

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又提高了学习效率
,

而且多媒体 C A I 以其教学 内

容组织非线性化
,

打破了学生
“

齐步走
”
的传统教

学模式
,

能较好地解决
“

优生吃不饱
,

差生吃不 了
”

的问题
,

有利于因材施教川
。

实践证明
,

学生 在学习过程 中
,

一旦养成兴

趣
,

就会由被动变主动
,

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

形成

孜孜探求
、

刻苦钻研的精神
,

牢固地掌握所学知

识
。

反之
,

没有学习兴趣就不会有强烈的求知欲
,

就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
,

甚至抗拒知识的传授
。

因此
,

对大学低年级学生开展英语兴趣教学
,

值得

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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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科技论文标题英泽及英文摘要写作

主动语态
。

有助于文字清晰
、

简洁及表达有 如
:

力
。

必要时省去主语和状语
,

直接以谓语动词开 oT
s tU d y…

,

oT
~

it ga t e
.

二 ,

oT deCS ir l犯…
,

oT

头
。

被动语态
。

在有些情况下
,

施动者无关紧要
,

as ses s’’
· ,

oT d

~
e ”

’

必须要用需强调的事物做主语
。

2
.

4 数词

2
.

3 人称 避免用阿拉伯数字作首词
。

如
:

行文时最好不用第一人称
。

原来较为常见的 肠溉 hun dr ed D en 山or h m us tal ul a e fo lr in s C

~
摘要首句多用第三称伽

。 砷拌 r
.

二
等开头

,

现在则 aer
c o ll e c

edt … 中的 叨巨既 hnU d r e d 不能写成 300
。

倾向于采用更简洁的被动语态或原形动词开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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