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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双语教育 

    为迎接国际化科技、  信息化环境、  全球化经济的到来,近些年,以加强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为  21

世纪人才特征的中小学教育教学课程改革方兴未艾,“探究型学习  ”  、  “  双语教育  ”  等新概念成为热

门主题,其中,“  双语教育  ”  更是成为众人瞩目的素质教育新视点。但在各地蓬勃开展双语教育,兴办双语

学校,开办双语专业的过程中,存在许多误区,有待反思 

。 

        一、  双语教育的界说与表征 

  (一)什么叫双语教育。何谓双语教育?  关于这个问题,同对双语现象的看法一样,国内外也存在着见仁见

智的看法。麦凯和西格恩在《双语教育概论  》  一书中指出:“  双语教育  ”  这个术语指的是一个把两种

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  《朗文语言教学及应

用语言学辞典  》  对双语教育的解释是:在学校教育中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所进行的学科内容教学。我国学

者关于双语教育的定义与界说颇具代表性的有三种:一是所谓双语教育,就是用母语进行教学的同时用非母

语进行非语言学科的教学,通过其它学科的教学达到学英语的作用,让孩子积极主动、  生动活泼地学好母语

和一门外语,掌握两种语言;二是双语教育指在某个时候,同时或先后有计划地使用至少两种语言进行教学活

动的学校教育系统;三是认为凡是在存在双语现象和双语人群体的地区和国家,其学校采取双语教学手段、 

开展双语学习活动等措施进行的系统教育,就叫做双语教育。 

            (二)双语教育的功能。 

            双语教育既有正面功能也有负面功能。正面功能主要是融汇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内不同种族之间的相

互理解和互补。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长短互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理解和互补

集中体现于文化,而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双语教育增加了学生对所学外语的接触

机会,强化了学生的弱势语言,扩大了学生弱势语言族群的接触。在存在双语现象的地区和国家,开展双语教

育可以适应、  巩固、  提升双语现象,以进一步培养高水平的双语人。现代心理学关于语言与智力关系的研

究是实施双语教育的心理学基础。研究表明,双语教育能为儿童智力的发展提供一条重要促进渠道。从认知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双语人的思维有更加开放、  自由的特点,属于发散思维,在这方面,双语学生的思维优

势是突出的。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双语教育的负面功能亦是显而易见的,它排挤了学生的本民族语言

的使用权,剥蚀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对学生掌握本民族语言产生消极影响。在中小学里,学习一种外语是必要

的,甚至适当地增加一些学习外语的时间和机会是也可以理解。但是硬要广大中小学生都必须接受双语教育,

那就不得不令人怀疑。   

        二、  双语教育的开展与反思 

  (一)开展双语教育的条件。众所周知,双语教育是自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全世界逐渐热门

起来的,而现在已日趋衰落。虽然如此,但仍有不少地区和国家在进行双语教育。为什么二战后会兴起一般双

语教育热呢?  这是由于殖民统治结束,大规模人口迁移,形成了一些成员来自不同地区、  国家或民族的人口

聚居地,他们说着各种语言,这就为双语教育创造了条件,也对双语教育提出了要求。由此看来,有双语现象和

双语人群体存在的地区和国家,乃是推行双语教育的必不可少的根本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的地区或国家,就不

宜大力普遍推行双语教育。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国,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着双语现象,即他们既要使用本

民族的语言,也需要使用汉语,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是可以且应当进行双语教育。除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汉族

聚居的广大地区包括大中城市都不必普遍地大力推行双语教育  (汉语和一门外语  ) ,即使是特别发达的大城

市也不例外。除了根据社会需要培养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双语人才外,没有必要让我国广大中小学生  (包括幼

儿园的孩子  )都成为体现双语现象的双语人。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绝对不能进行双语教育,关键是师资条件的

具备。开展双语教育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对双语教育的心理特点和规律有足够的了解。以双语现象

为前提的双语教育,同以单语现象为基础的一般教育相比,有其独具的心理特点和规律。这反映在师生的认

知、  情感、  个性与行为等各个方面,他们接受和处理语言信息的方式也有自己的特点,在社会心理方面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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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不仅如此,参与双语教育的教师和学生,也会在心理方面发生许多变化。对此,教

师和学生都必须有一定的了解,才能顺利而有效地开展双语教育;反之,如果师生在这方面准备不足,则双语教

育是难以收效的。   

          (二)双语教育的现实思考。 

            我国现在的双语教育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多方面走进了误区,误区之一:“  只要在课堂上说了外

语就算是双语教育  ”  ,目前许多地方中小学的双语教育仍处于不成熟阶段,老师用英语表达的往往只是“谁

能回答这个问题” “  请大家拿出练习本  ”  等日常用语,而习题解析,计算方法等学科内容却都是用汉语讲

的。全面地用英语讲课,帮助学生掌握些在英语教学中不常接触到的术语和单词,这才是双语教育的标志。误

区之二:“双语教育有助于学习非语言课程  ”  ,外语只是中小学总体教学计划中的一门课程,非语言学科在

整个教学计划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在通常情况下只有用母语

作媒介进行教学,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并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这是因为教师和学生的母语表达及

接受能力大大高于他们的外语能力。相反,如果将母语弃之不用,代之以半生不熟的外语作为媒介开展课堂教

学,其结果必然是教的吃力,学得费劲,甚至还可能教不清楚不明白,特别是自然学科中有许多专业术语,这些

术语对于刚刚学习外语的中小学生来讲可能相当难掌握的,而在社会科学的学科中,涉及语言方面的知识就

更多,仅单词量这一项就让学生难以承受,这样学生连起码的教学语言都听不懂,他们又怎么把学科的专业知

识学得好呢?误区之三:“  双语教育有利于学好外语  ”  。很明显,实行双语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外语水平,

但以降低或损伤学科教学质量为代价,来换取与英语“亲密接触  ”  的做法,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我们所

说的“  亲密接触  ”  ,应该是接触比较地道的英语词句,而不是接触通过汉语思维讲出的“  中国式英语  ”  。

假如学生经常接触的是“  中国式英语  ”  ,久而久之,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养成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语言行

为,反而不利于他们英语水平的提高。 

        鉴于此,我们认为,双语教育的开展应注重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这对培养学生的英语实践能

力是大有裨益的。双语教育未必要局限于课堂之上,形成一个学习外语、  应用外语的环境更重要,比如校园

中的一些指示性标志可采用中英文双语;双语教育也不是适合所有学生,因为学生之间的外语水平差距很大,

双语教育也不是可在任意年龄段开展,考虑到逻辑思维的养成和稳定性,双语教育应在掌握好母语的基础上

进行;双语教育也并不适用于所有学校,只有在具有一定师资力量的学校才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