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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氛围丨品经典丨悟人生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宋代

教育家、诗人朱熹曾这样论述读书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

全民阅读的不断推进和深化，青少年阅读受到各方关注和重

视。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这是自

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连续第十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把开展读书活动作

为一件大事来抓，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一年之计在于春。随着又一个美好春季的来临和新学期

教学工作的推进，高校外国语学院陆续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

阅读活动，将校园阅读“奏鸣曲”融入全民阅读“交响乐”。

精选世界经典名著 创新阅读活动形式

《简·爱》 《双城记》 《威尼斯商人》 等65本世界经典名著

于2020年被列入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

委”）的《阅读书目》，与《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同时发布。据

了解，《阅读书目》分进阶、必读、推荐阅读三个层次，与《外国

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质量标准》所规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

格要求相一致，坚持经典阅读理念，突出人文特色，强化大学

意义，引领社会阅读。同时，由于它成型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时期，也是全民阅读书目中的一部分。

《阅读书目》发布后，成为许多高校英语专业课外阅读的

重要参考书单。据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金万锋介

绍，学院要求英语专业本科生每学期阅读《阅读书目》中的四

本书，根据各年级特点指定不同书目。例如，大一上学期，学

生的英语能力还相对较弱，学院为其指定的阅读书目为进阶

层次的《富兰克林自传》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爱丽丝漫

游仙境记》和《野性的呼唤》，学生可以阅读英文原著，也可以

选择英语简写版或汉英对照版，旨在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在此阶段，教师通常会要求学生提交读后感，或在考

试中设计相关题目检测学生的阅读情况。大二、大三学年，学

院开设了英/美文学史和英国/美国文学选读课程，授课教师

会结合课程内容要求学生阅读必读层次的书目，以作文或论

文的方式考查阅读效果。

金万锋告诉记者，还有一些教师会根据自己所授课程

的需要为学生指定《阅读书目》之外的图书。“以我本人为例，

我给大三学生开设了英美犹太文学课，要求选修这门课的学

生通读What is Jewish Literature一书，学生通过阅读，可对

整个犹太文学的发展流变获得清晰的、脉络性的认识。”他表

示，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学院还计划策划一些活

动，将教学活动与社会热点有机结合，打造更有吸引力的阅

读项目。

记者了解到，除了参考教指委的《阅读书目》外，一些高

校会定期邀请本校教师为学生推荐阅读书单，鼓励英语专业

学生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近日在学院官方微信号上启

动了2023“爱阅荐书”活动，该活动是上外英语学院建设“学

习型”学院的一项重要举措。2015年，英语学院在教职工大

会上增设荐书环节，为教师提供交流读书心得的平台。2020

年，学院成立“爱心阅览室”工作团队，开始在学院微信号上

开展荐书活动。前不久发布的2023“爱阅荐书”活动推文中

汇总了往年教职工大会及20-22年“爱阅荐书”的书单，包括

《鹅浴池》 《荷马史诗·奥德赛》 《美学散步》等书籍，供学生参

考制定今年的阅读计划，学院将收集书单上列出的纸质书供

学生借阅，鼓励其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拓宽视野和知识面。

以“品读世界文学经典，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

主题的明德读书计划日前在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启动，活动

致力于为外语专业本科生搭建阅读写作的交流平台，助力书

香校园文化建设。记者注意到，英文系的书单包括《红字》 《白

鲸》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等10部文学名著。学院将在4月-11

月期间组织学生以读书笔记、现场朗诵、主题研讨等形式分

享读书感悟。

打造立体出版平台 助力英语专业教学

据了解，为了配合教指委《阅读书目》的落实，外研社自

2020年以来推出了由英语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蒋洪新教授

主编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经典必读丛书”。据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综合出版分社社长姚虹介绍，为方便广大师生制定

阅读计划，该丛书从词频、句长、语法、篇幅、体裁等维度对文

本的可读性进行了分析，按难易程度分为4个级别，分别对应

蓝、绿、橙、紫4种封面颜色（难度依次递增）。

丛书配有外籍专业舞台剧演员或配音演员真人朗读的

全文音频，每本书均配有试题库，由北外、北师大、北交大等

高校的英美文学专家参与出题。上述资源已在外研阅读平台

（大学版）上线，供英语专业教师和学生使用。平台还设置了

查词、笔记、搜索和分享等辅助功能，可多层次助力学生词汇

记忆，深化对丛书中英文经典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内容

的阅读理解，为英语教师提供高效教学辅助，提升学生英语

能力与人文素养，全方位助力英语“教”与“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也依据《阅读书目》推出了“外教社

经典伴读丛书”，为英语专业师生提供高品质阅读体验和有

效的教学实施及管理方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谢宇

表示，该套丛书配备移动学习平台，学生可通过WE Learn平

台查找注解、获取录音、自学自测，教师则可通过WE Teach

平台进行教学管理，发布学习任务，掌握学生阅读进度，并将

平时的学习情况作为对学生形成性评价的组成部分。

“经典伴读，贵在有‘伴’。”谢宇介绍到，这套伴读丛书由

知名专家何其莘教授担纲主编，邀请上外、北外、复旦、南大

等高校的名师编写伴读本，内容涵盖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作

品梗概、难句注解、作品主题等，凝练了专家对相关作家作品

的研究积累，助力于原著的阅读和理解。“伴读本以章节为单

位设计了阅读理解题，为教师考核学生提供了一种方案。拓

展思考题则有助于引发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有意识地培养一

定的文学研究能力。”

倡导经典阅读理念 促进高质量英语阅读 

尽管高校积极倡导课外英语阅读，但在专家看来，外语

专业学生的课外英语阅读量尚显不足，外语教师仍需大力引

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特别是高水平、高质量的阅读。

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中

外阅读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郭英剑强调，英语专业学生要

增加课外英语阅读的重量。“必须要清楚的是，没有大量的阅

读作基础，个人校园教育中的成长会显得残缺不全。对此，学

生要有明确的意识，教师对学生也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金万锋也坦言，学生虽在课外阅读方面具有一定积极

性，但在如今的碎片化阅读时代，大多数学生很难全身心投

入到大部头著作的阅读之中，其实际阅读效果也与教师的期

待有一定距离。“东北师范大学是师范类院校，我们的大多数

学生未来会去中小学做教师。教育部近年来为中小学生推荐

了一些经典名篇的阅读，因此我们会向学生灌输这样一个理

念：作为中小学英语教师，教育部要求学生阅读的经典，特别

是涉及外国文学类的，我们一定要读。”

在金万锋看来，本届教指委十分强调人文素养的培养，

因此入选《阅读书目》的大多为文学名著。“学生阅读的经典

书目越多，他们的知识面就越宽，在课堂上和考试中也会表

现得越好。”金万锋说，“文学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用之用’，但

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认知能力，有助于

他们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看清方向，树立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谈到经典阅读的意义，郭英剑进一步指出，人类阅读的

目的多种多样，可以为了自娱自乐，但不能因此忽略阅读与

思考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阅读不仅带给人愉悦，应该

甚至更多的是带给人思考，思想的价值和魅力才是支撑阅读

的内在动力。“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经典阅读的重大

意义和价值在于，她是在着眼未来地解决当下的问题。阅读

经典关乎人的成长，经典阅读往往能够引发人们宁静的感悟

和睿智的思考，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倡导人文学科时

所说的一句话就是：经典阅读更能使人学着去‘明辨是非，甄

别善恶，区分正义与非正义，并且教人从有用之中发现高贵

与美’”。

本报记者 王晓珊

英语阅读“奏鸣曲”融入全民阅读“交响乐”
海南师范大学是海南省基础教育卓越师资的重要培养

基地，被誉为“琼岛名校 教师摇篮”。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英语专业前身始建于1960年，1987年开办海南省第一个

英语本科专业，2013年获批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硕士授权

点，2019年英语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

年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在推进一流专业建设

的过程中，学院秉持“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的教育理念，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卓越中学

英语师资。

一、 师德为先，涵养教育情怀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院构建了以“环境育人、课程育

人、榜样育人”的立体化、多层次的育人体系，帮助师范生明

师德，树理想，涵养教育情怀。

环境育人。外国语学院充分利用教学楼的公共空间，打

造丰富的“外语+教育”语言景观。教学楼随处可见多语种的

教育名言、名师介绍、优秀校友事迹等内容，充分发挥环境育

人的功能，助力学生树立教师职业理想，涵养教育情怀。

课程育人。学院通过安排课程组集体备课等方式，鼓励

教师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家国情怀、本土文化、职

业道德、理想信念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内容。

榜样育人。学院通过定期开展“名师讲坛”活动，邀请中

学名师分享职业发展经验，让师范生体会和感悟名师的成长

历程，从而坚定从教信念，增强教师职业的认同感、责任感，

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

二、 第一、二课堂协作，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

学院倡导专业核心课程课堂教学师范化。课堂教学师

范化指课堂教学不仅要使师范生掌握语言知识，发展语言能

力，而且要使他们通过小组合作汇报、展示等活动体验、感受

学英语与教英语的方法与过程。

为了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助学效果，学院坚持开展“五

项师范职业技能训练”，推进“4100强基工程”。具体而言，

“五项师范职业技能训练”是指师范生从入学之初开始，自主

练习钢笔字、粉笔字、简笔画、普通话、英文歌曲等五项教师

职业基本技能，毕业前通过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校内二字

一画等考核。“4100强基工程”旨在提升师范生的人文素养，

夯实其读写诵译的基本语言技能。师范生在大学四年的课外

时间需完成英语阅读百篇、写作百篇、诵读百篇以及翻译百

篇的实践任务，读写结合，诵译结合。

三、 延展学习空间，实现能力转化

第一、二课堂外，学院也为学生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

应用能力搭建平台。学院将学科竞赛、社会服务作为人才培

养中的重要一环。为了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学院组建了多

个竞赛指导团队，包括演讲比赛指导团队、写作比赛指导团

队、阅读比赛指导团队、翻译比赛指导团队、教师技能比赛指

导团队。近年来，学院以“院、校、省、国”四个级别的比赛为载

体，构建英语专业技能竞赛（演讲、写作、阅读、翻译、配音、戏

剧比赛）与师范职业技能竞赛（教学技能竞赛、班主任工作技

能竞赛、三笔字比赛）相结合的学科竞赛体系，实现以赛促

学、以赛促练、赛练结合的目标。

学院充分发挥英语师范生“外语+教育”的优势，组织优

秀学生参加教育服务类与国际语言服务类志愿者活动，让学

生在社会服务中锻炼自己的专业能力。多年来，学院形成了

服务乡村教育的优良传统，每年暑假均选派优秀师范生参加

乡村支教活动，为他们了解和服务乡村英语基础教育提供机

会。自2001年首届“博鳌亚洲论坛”开始，学院每年均选派优

秀师范生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志愿者活动，为国际会议提供

语言服务。

以上教育教学改革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近三年英语

师范生英语专四、专八考试通过率远超全国师范院校平均通

过率，毕业生中从事教育行业人数逐年递增。他们扎根基础

教育，展现了深厚的教育情怀。

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供稿           

海南师大外院学生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做志愿者。

强教必先强师。教育部颁布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旨在加快构建教师思想政治建设、师德师风建设、业务能力建设相互促进的教师队伍建设

新格局。本栏目聚焦高校外国语学院英语师范生培养过程，关注英语教师职前教育方案，助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英语基础教育教师队伍。

海南师范大学: 师德为先 能力为重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在校园内的西索寓言书店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