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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语言教育。大家从小到大，必考的三大
主科有两门是语言，一门是语文母语，一门是英语外语。而在美国和英国的小学，
外语很多是选修课程。（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3月28日《南方周末》）
“英语无用论”的声音一直没间断过，而且几乎是每隔十年，就会达到一个讨论的
高峰。
我研究英语教学三十多年了，从宏观的政策层面，到微观的课改层面，现在我们面
临的问题的确很多。
但这绝不意味着学英语没有用。你不能因为学不好，不好学，就说学英语没有用。
显而易见的是，英语学习关乎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顺畅与否，也关乎每一个国民的素
养。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语言教育。大家从小到大，必考的三大
主科有两门是语言，一门是语文母语，一门是英语外语。而在美国和英国的小学，
外语很多是选修课程。
20年前，我们小学开设英语课是中央拍板的。我曾参与过决策前的研究，研究大概
持续了四五年。当时中国要对外开放，就需要走出去的政策配套。加入WTO、办奥
运会……需要全面提高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所以决定还是“要从娃娃抓起”。
但到现在，英语教育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拿高考改革来看，英语一年两考政
策在推出前我就反对，认为既没有必要性也没有可操作性，会大大加重学生、老师
的负担。
这些年来我们天天喊高考改革，但所做的改革只是调整考试科目、考试分数这些小
事，而高考最重要的效度（内容）和形式（题型）却三十年基本不变，值得深思。
从另一方面看，考试正在倒逼课程改革、教材改革。学生经常觉得平常能学好，一
考就砸。为什么？现在我们考试重视“原汁原味”，试题篇目常常直接从外文期刊
上照搬过来。但教材、课堂给学生学的不是“原汁原味”，两相矛盾。
我搜集了全世界两百多套英语教材，发现我们的英语教材非常落后。教材最大的问
题是基础知识体系不系统、不显性，基本技能训练和关键能力培养不到位。
我们的教材现在还是以话题为主，而不是以语言为中心。翻开课本全是一个一个小
对话，全都是些倒装句。学生能学到的知识面非常窄。
这个“窄”从词汇就能体现出来。英语词汇分词频，低、中、高频词汇。我国的小
学和初中英语教材的词汇量太少，小学4年、初中3年，共7年所学的英语词汇量还
不如俄罗斯初始一年的英语词汇量，更有甚者，英语音标要到初中二年级才开始教
授。
淡化语法，不学音标，我认为是个很严重的错误。简单说，如果我们学汉字不学拼
音，那怎么入门？一开始就要学音标，要不纠正不了发音。语法是语言规则，只有
学语法才知道举一反三。
所以，教材篇目的选择和改变应当以语言为纲，在大量参考借鉴国外真正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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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材的基础上，进行适合国内学情的调整。而学英语还要“正本清源”，英语怎
么教关键看老师，但现在很多课堂教学理念出现偏差。
比如，上英语课老是强调全英语教学，“English-English”，不要使用汉语。所有
优质课都是这样，表演式的，全说英语。但没有基础的孩子，不用母语解释，真的
听不懂，没法消化。这种教学模式，实际上排斥了汉语，达不到真正跨文化交流的
目的。
还有一个理念更要不得。是以学生为中心的“隐性教学”，让学生自己去探索习得
。这其实费时费力，课堂还是应该以老师的教和导为中心。
我认为应当鼓励研究和探索省时省力的教学方法，对选课走班、分层教学、自主、
探究、合作等教育理念持审慎态度，不可运动式盲目大范围推广。
英语教不好，是不是现在的英语老师水平不行？是，那就要提高！恕我直言，教育
均衡是个伪命题。优秀教师数量有限是引起各种教育乱象的根源。
我国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教学教辅人员有两千万之众，现在各地对教育现代化技术
等硬件建设很重视，但对教师的继续教育和教师在职培训（统称为教师可持续性专
业发展，CPD）重视不够，以中小学英语教师为最甚。各级教师培训质量不佳，学
历合格但专业不合格现象普遍存在。在县城及县城以下的乡镇，有大量转岗改行教
师，英语26个字母、48个音标发音不准的教师大有人在。
我曾多次向教育部建议：国家要高度重视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使师范院校务
正业，即搞好师范教育、搞好教师职前培训和在职专业发展。另外，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更要加大对在职教师进行学科知识和教学能力的专业培训力度。
（包天仁，曾任通化师范学院院长，现任中国英语外语教师协会会长）
（编辑邮箱：nanzhouedu@sina.com 欢迎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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