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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是使文化、科技能走向昌盛与辉煌必经的道路，是引领人类前进的绝对因素。以外国语教育为例，其目

的是培养人才文化交际能力，具备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能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更好地相处，更好地沟通合作、达成共识、共

同进步。语言间的交流学习，人类的共同进步是文化差异的沟通与协调，其过程中必然存在许多的问题。在中国近代教育的

程度发现中，发现无论是教学环境、师生素质能力都存在一定的提升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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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传承，是知识文化更古流传的必要工具，是动

物文明发展的必备条件。“教育”是以知识为工具教会他人思

考的过程，思考如何利用自身所拥有的创造更高的社会财

富，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1]观察世界的发展，“教育”的地

位是无可撼动、无比重要的。人类的共同发展需求流畅的沟

通，语言学习便是沟通的桥梁，外国语教育因此诞生。语言

间的学习是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交流与不断地妥协，而优质的

外国语教学能更深入了解文化的多样性，更好地提高多方面

发展稳定性。

一、教育提高的目的与意义（外国语）

良好的发展需要物质文化的传承，物质文化的传承需要

教育来实现。社会是由人民组成的，良好的教育可更好地使

人们体现自我价值，也就是优质人才的培养从而社会综合价

值得到提高，使集体更稳固的发展生产。

语言的掌握程度可以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

能力，掌握多门语言能使自身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更稳定

地发展。而要社会集体使达到更稳固的发展生产，仅靠个人

的力量是不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他国的合作交流不可

避免，也就是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交流。而外国语的教育的目

的之一是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减少不同文化间的沟通理解

障碍，达成共识统一。所以优质的外国语教育是当代社会环

境必须具备的能力。

二、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过程与明显教学成果

（一）创造良好教学环境

1.比较中外教学差异，选择性提高

在中外教学文化的对比中取长补短，理性选择符合我国

当代社会环境发展的他国优势教育措施学习，并加以运用到

现代教育环境中。

①教师的培养与筛选

当我们在探索卓越教师应如何培养时，除了坚持本土创

生的现实需求外，同时应吸纳国外教师教育的先进理念。

[2]2009 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虽然面临金融危机带来巨大

的经济挑战，奥巴马政府仍投入大笔经费培养优质教师，追

求卓越教师，完善教学设施，主动提高“教师”职业在社会上

的待遇与地位，鼓励非师范类学科人才加入教师方向。在师

范生培养过程中，评估体系注重其综合素质能力，除了过硬

的学科知识，还要卓越的领导能力、灵活的信息技术运用能

力、问题解决能力，与家长的沟通能力等。在实习教师培养

实践过程中不断追踪教学反馈，鼓励教师间的合作提高、更

好地带领学生研讨学习。对于实习教师，我们可效仿美国的

做法，加强对他们的教学跟踪，根据实习期内的学生成绩反

馈与课堂情况表现等方面完善评估系统，达到更公平更可靠

的评价体系。外国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试卷分数、口语能

力。

②教师的合理分配

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要求教师的薪资应当与教学成绩

挂钩，通过大量经费的投入刺激，以奖金的方式鼓励卓越教

师与领导团队转移到成绩低迷的学校，以达到教育的均衡、

加强教师的职业素养。[2]相比，我国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待遇

亦在不断地提高，人才也不断涌入“教师”行业，竞争也愈发

激烈，而体系的弊端也逐渐体现，从我国当今的教育情况来

看，出现不同地区学校与学校间的师资力量相差甚远的情

况，人才的均衡培养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人才的分布情况一

定程度决定贫富程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需要人才的合理

分配。我们可以适当效仿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从人才的培养

入手，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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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变错误的教育、学习风气

教育，是为了培养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而当代的教育

与学习风气似乎与其背道而驰。学生成绩的反映是评判学

校、老师优良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因此导致某些教育的

急功近利，最终受害的是学生。越是满足于那几个死板的阿

拉伯数字，学生的“残废”程度越是严重。教育的目的是让学

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学会在生活中运用，更是要学会做“人”，

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而非忽视学生的理解、做人的素质，

一味地灌输刻板知识。近年来，高学历“人才”作出对社会危

害的新闻已经到见怪不怪的程度，我们对此必须加以重视。

学生功利心理极速膨胀，也许是因为物质享受主义的盛行，

但最有可能的是因为“一考定终生”的思想贯穿了整个社会，

导致学生忽视了自身综合能力的培养。而在当今这个竞争愈

发激烈的社会中，一味地追求数字似乎已是普遍的“思想”。

（二）教师综合素质

1.避免刻板教书

①正确教学理念

丰收的前提，是种子得到良好的培育。教学并非忽略学

生的接受能力，以任务式的心态传授知识，盲目追求高效益，

一味地将知识塞进学生脑袋将适得其反。而衡量自己的教学

能力其实很简单：在课后观察学生是更加积极向上地研讨，

还是寡淡无味的翻动课本。

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比单单追求学业优秀更

加重要。一个学习成绩优秀而不会做“人”的学生，对社会的

发展作用是极其不稳定的，甚至还会减缓发展速度。而一个

会具备良好品德，优秀处事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学生，不管他

的学业是否优秀拔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必然是促进的，即

使作用程度可能是太耀眼。“学生崇拜老师不值得炫耀，培养

出一个令老师崇拜的学生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②充分运用教学资源

社会在不断发展，知识也随之不断发展。纸质教材上的

知识固然重要，但其纲要的更新速度周期远不及信息教材，

也远不及信息教材的完善。备课期间，在必要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充分灵活运用数据库，寻求更完善的信息内容，充分

运用信息时代带来的优势。

2.发挥带头作用（外国语）

在中英教学交流活动中，发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能使

学生更加注重记忆，而师生互动课堂更倾向于引导学生逐步

深入思考，二者的选择取决与教师对学科性质与课堂内容的

判断。外国语教育可结合不同的单元内容，选择不同的课堂

方式，达到更高质量的知识传授。

①重视外国文化素养

教育也是思维的传授。优秀的外国语教师，除了熟练地

掌握专业知识之外、传授学生应试知识外，还应具备相应的

国外知识素养。不同文化间存在一定的思维差异，许多方面

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这时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以当地人

的文化思维模式将知识传授于学生，让学生更好地比较、妥

协，更好地理解与运用知识。课后生活中鼓励学生主动接触

相应的外语文化产物，例如著作、小说、影视作品等，鼓励

学生多方面地培养学科兴趣。

②鼓励深层学习

在学生可熟练掌握书本知识的情况下，可鼓励和带领学

生进行更高程度的探讨，培养其学科兴趣与自我钻研能力，

提高师生互动率。以中学的英语教学为例，教师鼓励与学生

感受与总结那些相同字面义但含有不同感情色彩的词句。

（三）学生综合素质

1.端正学习观念

学生有必要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学习是为了什么，要正

确地明确学习的动力。学习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亦不是为了

逼着你学习的长辈。高效率的学习需求主动性。当然，学习

不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道路，但它却能带来许多选择，学

生应意识到现在的努力是为了未来的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更

多的可能，而不是使未来的自己事事都处于被动状态。在追

求优秀的成绩的同时，还要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提升，学会

做“人”，未来要运用的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要考验为人

处事的能力。

2.积极外语学习兴趣（外国语）

知识的获取是学习者的认知和活动又是与情感活动、意

志活动以及个性心理倾向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3]学生时

常感到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其实关键取决于对它的看待它的

角度。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积

极培养学科学习兴趣，不仅使学习更加集中，精力也会随之

提高。“乐之者”因其在学习中收获知识而感到快乐，是学习

更加轻松与高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避免对

外语的刻板印象，它们象征的不是考试，而是文化、思维等。

我们可以通过关注相应语言的时事新闻，观看相关影视作

品，培养对学科了解的兴趣。在培养兴趣的同时还要注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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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母语的迁移，尝试学习语言思维。

三、结语

主动外界相比，不断查找教育缺陷，追求教育的完善，

参与者需清晰教育与被教育的目的，主动积极地相互配合，

明确目标，到结果事时才能给社会集体带来更优质更持续的

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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