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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改变我国大学英语课堂教学重知识传授，轻思辨能力培养的现状，受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启

示，在英语课堂教学中，通过围绕主题不断提问来启发学生思考，将传统的知识型教学，转型为知

识、思辨、素质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思

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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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s and Functions of Socratic Method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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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more emphasis 

has been put on language knowledge tha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rgumentative ability.  The writer 

tries to apply the Socratic method to practice to chang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into a 

knowledgebased, argument-based and qualitybased teaching model, in the hope of improving their 

English language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thereby cultivating their English argument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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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普遍现状是重知识

传授，轻思辨能力的培养，认为培养学生创新、思辨

能力不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任务。近年来，随着计算

机辅助教学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许

多教师在课堂上单纯播放 PPT，但是这无助于学生

思维能力的培养，无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欲望。

即使开展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学生讲的内容

也非常肤浅，没有思想深度。笔者曾带队参加中国

日报社主办的第十四届“21 世纪·联想杯”全国大

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总决赛，外教评委对所有参赛选

手总的评价就是中国学生缺乏思辨能力。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首先要改变课堂

教学现状，把课堂教学变成一个启迪、引导和培养学

生积极学习和实践应用能力的重要场所。要做到这

一点，创新性提问不可或缺。国外研究人员非常重

视外语课堂教学中的提问研究，并从多角度多方位

的研究中取得众多成果，比如 Long、Sato、Brock 和

Nunan 等[13]在提问的分类问题上进行了展示性问



第 2 期                   郑大湖：苏格拉底教学法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启示和作用                       161  

 

题 (display questions)和参考性问题 (referential 

questions)的划分。具体而言，展示性问题是提问者

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这对于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

有明显作用；而参考性问题是提问者不知道答案的

问题，这对于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语言输出，促进学

生语言习得有很大帮助。但如何使提出问题既能引

导学生参与课堂活动，促进语言习得，又能培养学生

的思辨能力？笔者尝试在课堂上采用苏格拉底教学

法，在师生不断提问，不断辩论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

决问题的方法，以期培养学生英语综合能力，以及用

英语进行思辨、沟通和表达的能力。 

一、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不断引进外国的教学理论来促

进外语教学，在各个时期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一度

在我国外语教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语法翻译法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侧重对学生阅读能力

的培养，重视语法教学，却忽视口语教学。随后引进

的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强调听说领先，教

学方式以句型训练为中心，通过反复操练，形成习

惯。然而听说法无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而

且脱离语言内容和语境的句型操练不利于学生对语

言的灵活运用。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引入的认知法

(cognitive approach)强调语法理论知识的重要性， 

注重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重视语言知识，提倡听说读

写并进。但是认知法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文化意义在

其使用情景和语境中的得体性，同时也没有强调学

生交际能力的培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交际法

(functionalnotional approach，又称功能—意念法)

无论是在我国外语教学研究还是实践中均独领风

骚。它是一种以语言功能项目为纲，培养交际能力

的教学方法。它强调外语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在特

定社会环境中恰当地使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所

以教学活动要以内容为中心。然而由于其自身的某

些缺陷，教师在实际运用中难以兼顾学生语言能力

和交际能力的培养。近年来，一种“用语言做事”

(doing things with the language)的教学理论逐渐引

入我国的基础英语课堂教学。它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

代，是一种强调“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

语言教学方法——任务型教学(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该理论强调学生在活动中使用语言来达

到学习和掌握语言的目的。教师通过设计各种多样

的任务，使学生在完成任务中将语言知识和语言技

能相结合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综合的

语言运用能力。 

上述教学方法各有其优点，在不同时期促进了

我国外语教学的发展，甚至目前仍在发挥某些独到

的作用。然而，随着国际化交流程度加深，学生英语

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我们在考虑如何促进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的时候，却发现这些

方法在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方面凸显不足了，而苏

格拉底教学法则可以对此进行有益的补充。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 469－公元前 399)

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强调哲学的目

的在于研究人类自身，因此他认为人的智慧在“自

知其无知”，从认识自己开始，达到认识的最高境界

——善和接近智慧。他注重培养具有自我意识的思

考者，所以苏格拉底在哲学研究和讲学中，逐步形成

一套由讥讽、助产、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组成的独特

的教学方法，被称之为“苏格拉底法”。所谓“讥讽”，

就是老师并不直截了当地将学生所应知道的知识告

诉他，而是通过讨论问答甚至辩论来揭示对方认识

中的矛盾。所谓“助产”，就是用谈话法帮助对方把

知识回忆起来，就像助产婆帮助产妇生出婴儿一样。

所谓“归纳”，就是通过问答使对方的认识能逐步排

除事物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揭示事物本质的和普遍

的东西，进而得出事物的“定义”。苏格拉底这种采

用对话式、讨论式、启发式的教育方法，通过向学生

提问，不断揭露对方回答问题中的矛盾，引导学生总

结出一般性的结论，要求学生和教师共同讨论，互为

激发，共同寻求正确答案的方法，有助于激发学生积

极思考，判断和寻求正确答案，在西方教育史上产生

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

所倡导的启发式教学就是从苏格拉底方法发展来

的，现在已经成为英美法系国家法学院最主要的教

学方法。苏格拉底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

怀疑批判的精神，使他们能够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

的思考，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

地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苏格拉底教学法近几年才在我国的教学中得

到实践运用，众多学者对其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对思维方式训练的研究上。李朝晖认为，教

育必须得有质疑，只有质疑才能进步，只有质疑才能

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只有质疑才能够在挑战中有

所突破，有所创新，实现对知识和自我的完全认识和

把握。杜永红认为，苏格拉底教学法主要是运用思

维教学方法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

行培养。搜索文献显示，鲜有将苏格拉底教学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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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笔者认为，苏格拉底的

这种问答法在有一定知识和具有推理能力的大学生

中使用，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极具意义。

所以，尝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苏格拉底教学法，并对

其运用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作用及其意义作一探

讨。 

二、苏格拉底教学法在大学英语课堂 

教学中的应用 

苏格拉底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教师在课堂上围

绕课文主题提出问题，激发学生进行积极思考。提

出问题的目的在于建立学生思考的主体(即学生思

考的方向)。它有三大提问方式——自发式、探究式

和焦点式。自发式提问是在讨论中形成的；探究式

提问是预先的，是教师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分析得出

的教学内容的一部分；焦点式问题是师生围绕需要

探究的中心问题相互提问与探讨，也是课堂教学的

中心问题。 

(一) 提出问题，形成焦点 

教师利用教材主题作为刺激物提出问题，在形

成焦点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参与，引出学生在思想、

情感和行动上的反应，进而联系实际，结合真实世

界，创造真实语境，开展真实交际，使学生进入应用

英语进行积极思考和交流的环境中去，以培养学生

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比如，笔者在讲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出版的《新世纪大学英语》第二册第一单元 A 篇课

文“I Forgive You”（“我原谅你”）时，紧紧围绕本

单元的主题——Living in Harmony(和谐共处)——

及其意义所设定的教学目标，通过“You are now 

living on campus. How do you get along with your 

roommates?”（“你现在生活在大学校园里，你如何

与你的室友共处?”）这个既与主题有关又与学生的

个人大学生活有关的“热身问题”，引导学生开口参

与，导入课文，进而对“当你受到伤害时，你是否应

该原谅对你造成伤害的一方”进行探讨。并对哪些

伤害是可以原谅的、是否有不可原谅的伤害、宽恕别

人的好处以及不宽恕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如果宽

恕对方，应该马上表示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谅解等一

系列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有了以上这些问题

的细致探讨，教师还可以就诸如“So would you rather 

be right or happy?”（“因此你要选择所谓的正确呢还

是选择快乐?”）等深层次的话题让学生进行小组讨

论。在问答和讨论中得出问题的结论——宽恕的核

心在于受伤害的一方要马上表示谅解，因为这是迈

向和谐生活的第一步。 

正是这种紧紧围绕课文主题进行师生问答的

过程，不断创造了真实的交际语境。这不仅使学生

的语言输入多元化，也使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得到

明显提高；而且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促进了对课

文主题和思想内涵的理解，能够问出一些让教师费

一番思量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有一位学生在讨

论中就提出一个切身的问题：他的女朋友爱上他的

室友，要与他分手，他是要报复，还是原谅他们两

人？面对这种大学生生活中既常见又棘手的问题，

教师可以利用自己丰富的阅历，举例说明“受伤害

时如果采取报复”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样，既有

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进一步理解，还能帮助学生

对所遇问题的认识，学会如何处理碰到的问题，可谓

一举两得，从而促进学生思想认识的升华。 

(二) 利用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 

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以语言为手段，强调对英

语语言的理解与掌握，造成教师多教少问，学生多

“接受”少思考，表现为“满堂灌”和“注入式”

的教学形式。即使有少部分问题，也仅仅是教师提

出问题，学生被动回答问题，而不是启发式地给学生

提供产生问题的情境；或学生提出问题，教师解答问

题，而不给学生提供自行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机会。

苏格拉底教学法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利用

教师提出的问题，让学生围绕中心问题进行思考，

锻炼学生理解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促进他们

勤提问，而且会提问，进而质疑自己原来所认知的某

些问题的“答案”，最后学会解决问题。 

比如在讲授《大学英语》第三版第四册第四单

元“撒谎还是不撒谎——医生的困惑”这个主题时，

由于学生从小就被家长和老师要求不要撒谎，要做

个诚实而有道德的人，因而认为撒谎还是不撒谎是

关乎品质、道德和信任的问题。教师可以先从这个

已知的命题导入主题，在课堂上层层深入地进行提

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儿子

生病了，父亲拿来药，儿子又不愿意吃。于是，父亲

就欺骗儿子说，这不是药，是一种糖果，儿子吃了药，

病就好了。你说这种撒谎是不道德、不符合美德标

准的吗？曹操在一次行军时对口渴的士兵撒谎前方

有梅林，最终使部队摆脱困境，也是不道德的吗？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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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了让病人好好享受假期而对一个患癌症晚期的

病人撒谎，这种做法会失去病人对他的信任吗？通

过如此等等的答问和交流，使学生明白撒谎在不同

语境下的不同含义，使学生弄清楚这样的撒谎不存

在对与错，无关乎撒谎者的道德问题，进而提高学生

的思辨能力。 

师生在课堂上以这样的探究式进行互动，通过

最初的几个问题引出后面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要么将学生引导向更高层次的对真理的探索，

要么指出学生在回答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以及在推理过程中发生的缺漏。要求学生对已经存

在的概念和定义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学会质疑，学会

对任何问题都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而不是人云亦云。

同时在交流过程中，学生对目的语的输入和输出量，

远超过传统的教学方式所能得到的。 

(三) 在问题讨论中提升学生的英语素养 

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什么”、“怎

么教”、“何时教”。应用苏格拉底教学法的主要目的

就是教会学生怎么学，让学生的主体作用在英语教

学中充分彰显出来；让学生不仅学会英语，更重要的

是学会如何学英语，如何用英语，明白什么时候用、

怎样用最恰当。传统英语教学重视学生词汇量的积

累，这点很重要。苏格拉底教学法让学生在实际语

境中运用单词时记忆单词并且掌握单词的用法，把

英语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从人文素养的角度

对整个英语学习进行综合掌握。 

如在讲解课文中出现的“ initial、cling to、

keep…in the dark”等要求学生掌握的新词汇时，笔

者摈弃通过举例、让学生记诵等传统教学方式，而是

通过建立语境来引导学生对这些新词进行理解与应

用。1) What is emphasized in the saying “A good 

beginning makes a good ending”?（“良好的开端等

于成功的一半”这句古语强调的是什么?)(It empha- 

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itial efforts you have made 

when a plan is carried out.)(它强调是你在实施一项

计划时，你最初所做的努力的重要性。）2) What do 

your parents always keep you in the dark?(你父母通

常会向孩子隐瞒什么?)(Their sadness，etc.)(他们伤

心的事情等。）3) What do you think a drowning 

person would do if he found a branch floating towards 

him?(如果一个溺水的人看到一根树枝向他飘来，你

认为他会怎么做？)(He would try his best to catch 

the branch and cling to it.)(他肯定会尽力抓住树枝

并紧握住它。） 4) Why do you think some people 

cling to power?(你认为为什么有些人紧抓权力不

放?) (They think power can bring them happiness，

money，benefits，convenience，etc.)(这些人认为权力

会给他们带来诸如快乐、金钱、便利等等的好处。） 

通过问答方式讲解词汇，既将学生置于真实的

语境中进行交流，又可以促进学生对词汇的掌握和

应用，加快学生语言的习得过程，还可以促使学生积

极思考，在问答中扩大学生的视野。如我班级的学

生就是在这次课堂教学中第一次认识了 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 首次公开募股)等现代经济生活中常

见的词汇。 

三、苏格拉底教学法在我国大学英语 

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在分析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结合教学

实践，对苏格拉底教学法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

运用进行实践探索，总结出了苏格拉底教学法在我国

大学英语教学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 转变了课堂焦点。苏格拉底教学法让大学

英语课堂教学由教师独角戏变成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提问式教学模式，使教学方法更加科学实际，让教学

过程更加细致、紧密，符合对学生思维训练与对学生

素质提高的要求。 

(2) 确保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

位，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将学生引入思维训

练模式。同时，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

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得到有效的彰显，提高了学生

的自主能力。在提问与思索中，不断进步，清晰思路，

充实自我，完善自我，把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起

来，形成自主学习模式。 

(3) 在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的同时，使学

生获得成就感。 

(4) 有效地实践英语教学知识，提高英语教学

效果。让英语学习深度化、系统化、规范化。在有效

的时间内实现英语教学的教学价值，提高学生的英

语文化内涵和英语文化素养，将知识教育与文化教

育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5) 改革了英语教学方法，让听、说、读、写、

练融入到辩论这一过程中，将所有的教学方法融入 

到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苏格拉底教学法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虽然

具有上述积极作用，但在应用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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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学方法的正确运用、合理提问、合理引

导、正确判断。Penny Ur 认为，问题要清楚明了

(clarity)；具有学习价值(learning value)、能激发兴

趣(interest)、刺激参与(availability)、具拓展作用

(extension)，能引出更深远更广泛的答案。同时注

意不能把提问作为教学的唯一方式，而是主要方式，

配合其他教学方法进行综合性教学，提升学生学习

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4]。 

第二，对话教学方式的合理运用。在运用苏格

拉底教学法的过程中，要注意了解不同学生的不同

性格，使用不同的方法，要有合理的调整与控制。

Seliger 发现，积极发起并参与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使用的交际中的学习者进步较快[5]；而 Allwright 在

一次教学的研究中发现，在第二语言发展中取得最

快进步的则是那些在班级里较少发言并参与交际的

学生[6]。其实，对话教学在苏格拉底教学法中也一直

强调因人而异。 

第三，在备课时，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

认知水平，准备好主要问题及提问顺序。对问题的

推理必须有自己的推理办法和思路，应拟出有严格

逻辑顺序的问题提纲，一般不可脱离教学内容随意

提问。对学生的回答要有预见性，充分估计可能出

现的问题和困难，并据此准备好解决措施，这样才能

确保课堂秩序和教学质量。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运用苏格拉

底教学法，有助于改变英语教学只注重知识传授，

忽视学生人文素质提高和思维训练的现状。通过启

发学生从问题的根源出发，不断进行自我提问，从被

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这将有利于对大学英语教

学模式进行改革，将知识传授与思维训练结合起来，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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