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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外国文学课程教学的改革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外国

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应结合该课程的课堂教学特点和需求,坚持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

和教学方法,培养新型应用型人才。而探究式、启发式教学模式的应用在该课程教学改革中具有很深的

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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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 reform of foreign literature curriculum teaching in 

Mongo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The teaching reform of foreign 

literature curriculum should combin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ourse requirements, adhere to 

the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adopt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s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cultivate new 

applied talents.The application of inquiry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ode has deep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lass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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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背景 

外国文学史是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语言文学专

业必修课程,在该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一

门知识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外国文学史旨在从整体上掌

握外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了解不同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文

学思潮和文学流派,还要熟知每个时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创作及

其特点,理解代表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目前,蒙古学学院外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上遇到以下两个层

面的问题。一是从教师层面来看,近十年内,随着老一代教师退

休,教师队伍一度断层,即便近两年引进青年教师,但年轻教师

缺乏教学经验和教学研究能力,因此导致该门课程的教学停留

在传统教师模式,未能突破创新；二是从学生层面来看,本科生

学习习惯较不理想,除了少数学生能够自主学习并深入理解进

行研究以外,大部分学生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缺乏对学习内容

进一步思考和探究。例如,课程中出现难记的外国作家或作品人

物时一些学生不想读不想记,或者由于外国文学中出现的外国

文化背景与中国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甚至难以理解,大多数学生

就会逃避查找资料深入了解。虽然学生都会应用电子产品和网

络传媒进行自主学习和延伸课堂知识,但宁愿把时间花在娱乐

上也不愿花时间阅读一本文学作品。 

从上述问题来看,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需要改革创新,根据课程大纲和学生实际情况应当开展探究式、

启发式的教学模式,灵活应用各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积极性和实践能力。在近三年的外国文学史教学过程中,

以各种教学方法,注重实际情况和教学效果试图探索适合本科

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2 教学模式与方法探索 

2.1教学模式 

在外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中,“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模式仍

影响着课堂教学。这种教学以教师遵照教学大纲来讲授各个

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学发生发展背景、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

以及作家的生平、代表作品分析等等。如果只按照这种注重

“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结果只会让学生遵循单一的、

固定的思路来接受知识,更会认为外国文学这门课程只不过

是一门介绍文学发展史和作家、作品的课程,导致学生对外国

文学史无法产生学习兴趣。互联网时代,上述教学模式显得十

分机械化,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未能发挥文学课程

的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功能。因此,对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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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改革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和共识。 

在本科生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教学模

式包括启发式和探究式,以此来激发学生对这门课程的积极性

和兴趣。 

首先为启发式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参与主体

作用,教师并非是旁观者, 而是至关重要的引导者和全局的控

制者。[1]例如,在讲授浪漫主义诗歌特征时,教师先采取让学生

阅读两首浪漫主义代表性诗歌,然后引导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

学生对这两首诗歌的共同特点和不同特点, 后以学生的分析

来总结出浪漫主义诗歌的特征。再比如,在讲卡夫卡《变形记》

中的异化问题时,教师以人变动物的话题或展示动态图片激发

学生的兴趣,然后与学生共同分析作品中人变成甲虫情节,以提

问的方式一步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异化前和异化后的情形,以及

异化背后的隐喻是如何的呢？又为什么不变成鸟和鱼,而偏偏

是甲虫呢？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启发学生探究作品中的异化问题

与作家卡夫卡的思想,以此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后总结出课程

的主要知识点。“启发既然要激发学生的思维,就要以学生为基

本出发点来安排整堂课的讲授。”[2]因此,相比于传统教学中教

师直接讲授,学生自主思考问题进行学习知识点更有利于加深

印象。 

其次为探究式教学模式。探究式教学具有开放性和自主性、

交互性和探究性的特点,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是

师生围绕解决问题共同完成研究内容、相互合作和交流的过程。
[3]在外国文学课堂中,通过探究式教学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例如,在讲海明威的《永

别了,武器》时,先把学生分成四个小组,教师提供关于小说主

题、艺术表现手法、主人公等等的关键词让每个小组随机抽取,

接着小组成员结合课前阅读作品的基础,合作查阅关键词相关

资料进行讨论,随后教师从每组选出代表展示各自小组的探究

学习情况,再由教师做补充总结。通过学习学生们不仅探究出该

作品的主题、艺术表现手法特征,对海明威的作品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还通过教师的补充总结了解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特

点。共同的探究学习会让外国文学课堂氛围活跃起来,让学生真

正体会到作为课堂的主体。 

2.2教学方法 

在教学模式改革中必定会应用各种灵活且有效的教学方法

才能够进一步完成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依据教学的内容

来应用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2.2.1阅读分享 

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

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 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4]对于大学生

来说阅读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仅是拓宽知识,而是培养一种

人文素养,丰富自身精神。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以读书分享会的

方法让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某部经典外国文学作品,并以多种形

式分享给班级其他同学。这一分享过程能够使学生阅读中学习

和查找作品相关资料,还能够从中获取新的理解。学生分享后教

师和其他同学进行点评和补充。 

2.2.2影视欣赏 

图像时代,课堂教学不再是单一的以书本进行教学,可以

通过图像声音来帮助课堂教学。众所周知,许多外国文学名著

被拍成影视深受人们喜爱,也成为代替阅读文字作品的方式

之一。因此这些被拍成影视的作品可成为外国文学课堂的一

部分教学资源。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需要播放即可成为辅助

理解作品的手段。例如,通过播放电影《王子复仇记》中哈姆

雷特的相关片段,让学生以影音的形式进一步了解哈姆雷特

的性格矛盾。影视欣赏方法能够让学生对作品印象更深刻,但

无法取代文本的阅读。 

2.2.3分组探讨 

外国文学课堂上教师可设置问题创造情境,引导学生以小

组进行自主学习和讨论。例如,学习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时,

课前已经布置学生观看或阅读作品,因此学生对基本情节和人

物有一定了解。课堂上,教师播放相关人物关系图片创造情境,

提出问题,让学生们在各自的小组进行讨论,学生们在教师的问

题引导下 后了解小说所体现的美丑对照原则以及人物的塑造,

因而也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 

2.2.4学生讲课 

因为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是师范专业,因此大学期

间掌握教师教学技能是必不可少的能力。通常外国文学史设

置在教育实习的上一学期,所以让学生在外国文学课堂上进

行讲课,让他们尝试备课、讲课、制作课件的过程能够帮助学

生锻炼实践能力、教学技能。这一方法适用于每位学生,学生

选择讲课的文本后做准备,讲完后让同班学生相互评价,然后

由教师进行点评,指点学生的不足之处和优势之处。对教师的

教学而言,这种方法能够考查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分

析和掌握。 

2.2.5戏剧改编与表演 

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中,曾尝试让学生分组对外国经典戏

剧作品进行改编和表演。教师选择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

的《哈姆雷特》《奥赛罗》和法国作家莫里哀的《伪君子》《吝

啬鬼》等四部剧作为实践课内容。让学生充分阅读理解上述

作品的基础上,选取经典片段后组建导演、编剧组、演员组、

道具组、技术组, 终以微视频和舞台剧形式呈现。这一过程

不仅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才能,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钻研戏

剧剧本了解了剧中的人物角色以及这些戏剧作品的主题。这

一教学方法也深受学生喜爱,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能动性,

活跃了课堂。 

3 教学模式改革的意义 

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

改革与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吻合。我国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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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

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纲要中特别

提出“要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

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

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5]这

为大学外国文学教学模式改革指明了重要的方向,教学模式的

改革也具有深远意义。 

3.1探究式 

启发式教学模式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教学模

式的革新,是促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的革新。传统课堂教学模

式的注重点在于教学生积累知识,从而忽视学生的能力培养,学

生始终是被动者角色。传统课堂教学过程突出的特点是单向化。

其中,教师始终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的掌控者,教师传授的教

学内容被学生被动的接受成为知识的积累。教学手段同样单一

化,不灵活,导致学生积极性不高,对教学内容没兴趣,课堂气氛

不活跃。而探究式、启发式教学模式的应用会扭转这种单一化

特征。不再是以知识灌输和积累为主的模式,而是引导学生提高

学习的主动性,开拓学生的思维方式,从被动变为主动,培养创

新人才。 

3.2探究式 

启发式教学模式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能够促进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交流互动、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课程的教学效

果。“对于每个学生来说,要把学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学习

本来是自己的事,是每个人的权利,就应该把学习的选择权还

给他。”[6]也就是说当前的教学模式改革 重要的是让学生充

分自主学习,从被动走向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

摒弃“填鸭式”教学,促进和学相长,更有利于促进新一代创

新人才培养。 

综上所述,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应

结合外国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特点和需求,坚持以学生为主

体,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培养新型应用型人

才。探究式、启发式教学模式的应用具有很深的理论价值及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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