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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Dörnyei 提出的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理念 , 注重从学习者层面研究自我学习动机 , 强调发挥

学习者的个人主观能动性。本文以现阶段国内英语专业泛读课程教学现状为背景 , 从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的三个维度探讨英

语专业泛读课程教学策略 , 以适应新形势下的课程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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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泛读课作为英语专业低年级阶段的基础课，不仅

能够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还能扩充学生的知识

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但是，国内目前的泛读教学还存

在很多弊端，并且现有相关研究也是基于此探讨英语泛读课

程教学改革及英语泛读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优化等（王旭

霞，2013；吴华兰，2015；吕娥娥，2018），鲜少有研究从

学习者的角度讨论如何优化英语泛读课程教学。而二语动机

自我系统理论注重从学习者角度出发研究学习动机，因此基

于该理论探究英语专业泛读教学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

当前的二语动机研究已发展至社会动态阶段（Dörnyei 

& Ushioda 2011)。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是这个阶段的标志

性成果，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它包括三个维度 : 一是

理想二语自我 (Ideal L2 Self)。它指的是与二语相关的理想

自我，会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缩小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

之间的差距；二是应该二语自我 (Ought-to L2 Self)。它指为

了实现期望或避免负面结果而应该具有的特征，如老师、

长辈的期望和考试的压力；三是二语学习体验 (L2 Learning 

Experience)，指与具体学习情境相联系的动机因素，如教学

方式、学习环境、课程或学习群体等。

二、英语专业泛读课程教学现状

1. 教学内容

目前国内英语专业泛读课程教学仍然以课本内容讲授

为主，注重教材知识点和课后习题的讲解，如课文中出现的

生单词，长难句等，以致于很多泛读课教师将泛读课上成了

精读课。另外，很多泛读课教师忽视了阅读技巧和阅读方法

的讲授，导致很多学生始终依赖老师和词典 , 英语阅读理解

能力很难得到提升。除此之外，有些泛读课程教材的内容比

较老旧，导致学生对所学内容兴致不高，进而导致学生知识

面狭窄，文化素养难以得到提高。

2. 教学模式

国内大部分泛读课程教学依旧选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老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学习内容。泛读课的课

堂教学一般都是老师先让学生总结文章大意，接着做课后阅

读理解习题，然后老师对答案 , 最后对文中出现的生词和长

难句进行讲解，学生和学生、老师之间的互动不够，结果导

致课堂氛围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大打折扣，思辨能

力难以提升。

3. 评估方式

以终结性评价为主 , 形成性评价为辅是大多数英语泛读

课程选择的评估方式。也就是说，大部分泛读课教师更加注

重考查学生对课内讲授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表现不是很重视，应试教育使得学生更加看重考核结果而

不是学习过程，学生为了应付考试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死记硬

背上 , 而忽视了对自身发展的认知以及阅读能力的提高。虽

然有的老师也意识到了形成性评价的重要性，但是形成性评

价方式仍然比较单一，还是以学生的出勤和作业完成情况为

主，对每个学生的具体表现关注不够。

三、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对英语专业泛读课程教学

的启示

1. 帮助学生构建理想二语自我

有学者经研究显示（韦晓保，2013；刘凤阁），二语

动机自我系统中理想二语自我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最大。因

此，在英语泛读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构建理想二

语自我，培养学生对阅读课的兴趣。首先，从教学内容上看，

要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结合时事，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并展开讨论，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另外，要注重阅读方法

和阅读技巧的讲授，如如何根据上下文猜测词意，如何把握

文章的结构，了解主旨大意，怎样理解长难句，如何区分事

实与观点等。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要灵活掌握课堂，丰富教

学手段，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活跃课堂氛围，

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如在讲阅读

课文前让学生就相关话题进行讨论，头脑风暴，辩论，阅读

报告等。这样不仅能够增强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还能增强

学生的成就感和信心，强化理想二语自我。最后，要优化评

估方式，加大形成性评价的比重。在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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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如对他们的学习态度、课堂参

与度及所取得的进步等进行记录，并对他们的表现做出适时

的积极反馈。

2. 帮助学生明确应该二语自我

为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动机，提高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

泛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清楚泛读对英语学习的

重要性，将泛读与专业考试、就业和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等方

面联系起来 , 强调学生对泛读的应该二语自我。首先，泛读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 ,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 提高文

化素养，还可以增强语感 , 提高阅读能力。其次，阅读是专

四专八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学生的阅读能力不强，不

仅会影响考试，还可能影响毕业和就业。另外，泛读有助于

学生更好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他

们成为一个有思想、有内涵的人，促进个人发展。因此，泛

读课程教师可以借助课堂，结合当今的社会背景和学生的自

身情况，向学生强调泛读在考试、就业以及个人能力提升方

面的重要性。

3. 营造良好的二语学习体验

二语学习体验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如教师的人格魅力、专业素养、授课方式、课堂氛围等。因

此，泛读课教师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专业素养，多

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需求，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其次，泛读课教师要积极参加专业培训，向经验丰富的教师

学习，注重反思，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另

外，在教学过程中，泛读课教师要丰富自己的授课方式，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增加课堂的的趣味性，如利用雨课

堂和课堂派等现代教学工具辅助教学。最后，泛读课教师要

尽可能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来活跃课堂氛围 , 如组织学

生对某个单元的主题进行辩论、演讲等，还可以定期组织学

生在课堂上对课外阅读情况进行交流，如读书报告会，好书

推荐会等。同时，教师也可以针对这些活动进行评比，如优

秀读书报告评选、阅读积极分子评选等，通过开展这些活动 , 

不仅可以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增强学生的参与感 , 

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阅读兴趣，还可以让学生交流思想 , 提

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获得良好的

二语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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