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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晋英语教师，在教学之初，既需了解学生学情，也需把

理论学习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学以致用，探寻出属于自己的一套教

学方法。对于新晋老师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本文旨在为新晋

英语老师提供几条教学原则，以应对新环境和新情况。

1　没有最好的方法

为了充分理解“没有最好的方法”这一原则，我们可以考

虑 Prabhu （1990） 提出的三种解释：（1）不同的方法适

合不同的教学环境； （2 ）所有方法都部分正确或有效；

（3）好方法和坏方法的概念本身就是误导。这三个解释还需要

详细讨论。

首先，没有最好的方法意味着每种方法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

境来迎合不同的学习者。其次，所有方法都部分正确或有效。

这表明不同方法的重叠可以有效应对不同的课堂需求。第三，“最

好”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定义。与其提高语言学习的数量，不如提

高学习质量。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融洽也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提高

学生的兴趣并使学习更有成效。好的教学法也需要教师合理性操

作才能呈现。新晋老师不必一味遵循所谓的“最好的方法”或者

只顾时下最流行的方法。

2　根据语境教学生

语境是教师在语言课堂中考虑的基本因素。每个教学环境都

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教师应该选择合适的方法。谈到教学环境，要

涉及到一些社会因素，如语言政策、语言环境、经济因素，以及

教育组织的一些因素，如班级规模、行政效率等。这些都会对教

学方法的选择产生影响。此外，教师和学习者本身可能会在教学

或学习经验、教学或学习技能以及对教学或学习的态度方面影响

教学方法。因此，某种教学方法未必适合所有的教学情境，这就

需要教师的情境意识和敏感性。教师应该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需

求，帮助他们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培养语言能力[1]。

3　教师应促进课堂协商互动

在语言课堂中，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应该有协商的

互动和有意义的交流。 Kumaravadivelu (2002) 将协商互动定义

为：学生应该有机会并被鼓励选择他们自己交流的话题，而不是

只回答老师的问题。协商互动为学生提供了提高理解和语言产出

的机会。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理解语言点，还要帮助学生理解真

正交际的意义[2]。

此外，学生之间的互动也很重要，因为学生可以一起学习和

练习语言，包括阅读课文、讨论所学知识和做任务。不同的人之

间存在信息鸿沟，这就是真正的沟通出现的原因。由于信息鸿沟，

学生可能会发现课堂活动更有动力和益处。同时，结对合作和小

组合作不仅让学生有时间交流、分享想法、合作和谈判，提高他

们的学习主动性，也让教师有时间与不同的学生一起交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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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师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学习机会

教师应尽可能为学生创造学习机会，并充分利用学习者自己

创造的学习机会。

语言课堂中的教师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教师

可以是组织者，通过指导如何开展活动、将学生分组或时间一

到就停止活动并组织反馈来组织课堂活动。当学生希望得到老师

的纠正、反馈和支持时，老师可以担任评估员。教师可以作为

资源提供帮助。此外，教师可以是控制者、导师、提示者、

参与者或观察者（Harm e r，2007）。更重要的是，教师应该

是创造者，他们应该为语言学习者创造学习机会。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教师需要在规划教学行为和作为学习行为的中介者的不

同角色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水平

和所学知识来安排课堂活动，并根据学生的表现和反馈修改课程

计划。

学习者自己创造学习机会，教师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加以利用。

学习者会通过寻求澄清、提出疑问、提出建议等方式寻求帮助，这

可能是课堂上所有学习者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机会。由于课堂

上的学习者往往处于同一水平，他们可能会面临相同的困难或问

题。因此，这些机会不应被忽视，而应引起注意[4]。

诚然，这些原则不仅仅适用于新晋教师，对于有经验的英文

教师来说同样应该把握。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英语

教学的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教师还需在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原

则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以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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