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重燃英语学习热情，部分高校有“新动作”

一生中，英语水平的巅峰时期大概是高考前？大学英语学了四年，词汇量
水平不增反降?大学生英语“退步”撬动高校英语教育创新改革

“考前怕往答题纸上誊答案的时

间不够用 ， 考试时发现自己想多了 ”

“这张卷子我做下来就一个感受： 走过

路过 ， 全部错过 ； 只有姓名和学号有

把握 ， 其他的都没有把握……” 这些

考后感并非来自 “学渣”， 而是上海交

通大学的一些 “学霸 ” 在网上针对校

内一次英语水平考试的 “吐槽”。

事出有因。 据悉，上海交大英语水

平考试挂科率约 5%-7%。 这就相当于

全校约 4000 名考生中有 200 多人不及

格。 如此高的挂科率对这些高考拔尖人

才来说，实属不小的打击。 甚至有学生

给出“差评”，专门去教务处“投诉”。

为什么要把英语水平考试做得这

么难？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导 、 常务副院长常辉的回答一针见

血：“对交大学生而言，保证国家统一的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并非难

事，但我们必须给学生的英语水平设定

一个更高的门槛。 ”

在日前的一场英语教学论坛上 ，

常辉的观点获得国内多所高校外国语

学院院长 、 教授们的认同 。 他们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 ： 目前

我国会说英语的大学生不在少数 ， 但

真正能说好英语的依旧凤毛麟角 。 写

作 、 翻译和口语表达仍是大学生的几

大 “短板”。 在提倡讲好中国故事、 传

播中国声音的当下 ， 培养掌握高水平

英语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 尤其是涉外

行业人才迫在眉睫。

大学生不愿在课外花
时间学英语

“一生中 ， 英语水平的巅峰时期

大概是高考前” “大学英语学了四年，

词汇量水平不增反降 ， 学了个寂寞 ”

“如果大一进校就能考四六级， 肯定能

通过 ” ……这是网上不少大学生在总

结大学四年的英语学习时的真实感受。

学生经过高考 、 步入大学后 ， 英

语水平却在退步 ？ 如果这一点属实 ，

那高校的公共英语教学是否有责任？

对此 ， 不少高校英语教师也有话

说 ： 一方面 ， 部分高校的大学英语学

时 、 学分正被大幅削减 ； 另一方面 ，

学生课外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太少

了 ！ 如今的大学校园中 ， 不少学生平

时把英语 “晾 ” 在一边 ， 等到考前再

开一个 “夜车”， 目标很明确： 不求高

分， 只求及格。

常辉给记者分享了一组数据 ： 根

据上海交大在校内组织的问卷调研结

果 ， 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

上 ， 学生们表现不俗 ， 通过率高 ， 且

四级分数在 570 分以上者不在少数 。

但统计也显示 ， 入校后 ， 文科生平均

每周花在课外英语学习的时间仅 1 小

时左右， 理科生更少。

为什么学生进入大学后 ， 学习英

语的主动性下降了 ？ 同济大学外国语

学院院长吴赟分析 ， 一方面是原有的

高考压力逼使学生们努力学 ， 而到了

大学后， 来自考试的 “高压” 没有了，

学习动力有所减弱 ； 更重要的是 ， 很

多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认知尚有欠缺。

比如 ， 一些学生认为他们的英语学习

在高中阶段就已经完成了 ， 但其实 ，

高中只是打基础的阶段。

“英语能力不仅仅是语言的能力，

还包括思辨能力 、 跨文化交际能力 、

读懂对象国国情社会的能力等等 ， 我

们的学生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

空间 。” 吴赟说 ， 尤其是在涉外行业

中 ， 比如基建 、 机械 、 汽车等行业 ，

亟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 不仅需要有

过硬的专业技能 ， 还应当掌握高水平

的英语能力。

教、学、测一体化，“反
拨”英语学习

那么 ， 高校该如何 “治疗 ” 学生

在英语学习上的拖延症 ， 重燃学生的

学习热情？

以上海交大的做法为例。 记者注意

到，学校在教学中增加了英语教学的难

度， 挑选与时事相关的内容进课堂；另

一方面，考试难度同步升级 ，不仅词汇

量要求从常规 5000 左右提高到 1 万 ，

而且在英语听说考试方面不断加码，其

中听力部分占比 35%， 阅读占比 35%，

写作等占比 30%，通过口语考试的同学

还将获得学校发放的证书。

常辉认为 ， 测评的本质是一种学

习反馈机制 ， 水平考试在大学英语教

学中不仅有抓手作用 ， 同时具有 “反

拨 ” 效应 。 果不其然 ， 在测试的推动

下 ， 背单词 、 课外时间学英语的现象

重回校园 ， 学生的大学英语四六级成

绩也显著提升。

就这样， 上海交大的 《大学英语》

期末考试从一场单纯的课程考试 ， 上

升为一场全校英语水平考试 。 这也是

交大打造的上海市本科教改重点项目。

“教 、 学 、 测 ， 三者是一体的 ，

不能割裂 。 测试固然有很好的反拨效

果 ，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也要与时俱

进。” 在吴赟看来， 要扭转学生对英语

学习的错误看法 ， 大学英语课堂必须

在通识英语和专业英语间做好衔接 。

以同济大学为例 ， 外国语学院和土木

学院合作开设土木英语 ， 还与医学院

合作开设医学英语 ， 此外还开设了学

术英语试点课程指导学生学术论文写

作 ， 让学生们在 “真实英语环境 ” 中

活用英语， 中西贯通。

站在变革风口，大学
英语课堂亟需转型

“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困境还不

止于此！”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

院长徐锦芬表示 ， 除了高校的大学英

语学时 、 学分被大幅削减 ， 学生学习

英语的热情下降之外 ， 新技术对传统

英语课堂造成的冲击更大 。 “外语学

习的条件变好了 ， 但是我们教育的理

念 、 生态 、 方式 、 课程 ， 包括师生关

系的转型等， 还没有跟上。”

“站在时代变革的风口上 ， 英语

教育也应当转型。” 吴赟认为， 大学英

语课堂应呈现出一种 “反拨性”， 课堂

的作用不止于教知识 ， 知识点的教授

应该在课堂外通过线上学习等方式完

成 。 比如 ， 阅读课前一周 ， 老师布置

阅读 100 页内容 ， 课上时间就应该用

于学生就阅读中遇到的问题与老师交

流 、 讨论 。 吴赟强调 ， 学生要带着思

考与问题进课堂 ， 而后老师利用课堂

时间进行针对性解答 、 指导 ， 让学生

获得在单纯知识获取之上的深度提升。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洪

化清教授同样认为 ， 大学英语的课堂

应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 要用 “少教

多学 ” 替代填鸭式灌输 。 他以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 该校近八成的学

生拥有第二学位 ， 老师们并不提倡通

过超大型教室集体授课 ， 而是主张通

过 “少教多学 ” 的方式促成学生自主

学习 。 比如 ， 在教学中 ， 课前自学占

70%， 课堂时间占 10%， 主要由教师

引导学生自由讨论 ， 最后 ， 课后 20%

的时间加以巩固。

问题就在于 ， 如何保证学生在课

堂之外高效学习 。 “这就需要依靠智

慧教育的技术手段。” 洪化清表示， 可

以结合教育大数据的挖掘分析技术 ，

对学生的学习过程数据进行捕捉和分

析 ， 从而对学习情况进行预测 、 调整

和干预 。 比如 ， 如果大部分学生都不

认识某单词 ， 那么教师可以在教学中

对其着重讲解。

“上外正在探索语言数据 AI 赋能

教育上的研究应用，支持科学决策和智

慧教育，我们希望建立真正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智慧教育新模式。 ”洪化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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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人们常说“高雅艺术”，却不会说

“高雅科学”？ 这是否意味着科学比艺术粗

俗？将科学与艺术相提并论，科学是否高攀

了艺术？

在日前举行的“墨子沙龙”上，清华大

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追溯了 “科学”与

“艺术”的历史根源和演变，“实际上，两者

其实都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 如果将科学

与艺术硬生生割裂，人类无疑会患上‘精神

分裂症’”。在他看来，目前的教育正在努力

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 使科学与艺术共同

成为人类追寻真与美的翅膀。

透视法助力伽利略发现月
亮环形山

在当下公众的认知中， 科学家和艺术

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科学家的工作

很有用，他们总是在与公式、实验打交道，

产出的成果会转变成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

力；而艺术家的创作则不求实用，他们追求

的是展现情感、表现美。

“科学求真，艺术求美”，这是泾渭分明

的两条路吗？ 显然不是。 追溯“科学”与“艺

术”的词源，这两个词在古希腊、古罗马时

期几乎是混用的。吴国盛介绍，古希腊人崇

尚自然、 崇尚理性， 因此 “尊科学而贬技

艺”。 直到 18 世纪，欧洲人在划分学科时，

还经常将音乐、文法、修辞与逻辑、算术、天

文等放在一起，称为“自由之艺”，而戏剧、

建筑、绘画、雕刻则被归入“机械之艺”，是

工匠所要学习的技艺。

“我们经常会好奇，达·芬奇怎么会同

时精通数学、天文、解剖学、绘画等学问，其

实有很多技艺在当时本就归属同一门类，

而且‘机械之艺’希望能够上升到‘自由之

艺’。”吴国盛说，为了让诸如绘画之类的视

觉艺术进入“自由之艺”，达·芬奇自觉向数

学靠拢， 数学教育成为当时艺术家的主要

训练科目。

比如，透视法就是将数学运用到绘画中

的典型代表。 “当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到月

球表面的阴影时，他立即意识到那并不是一

个二维平面，而是大大小小的环形山，并通

过计算，将阴影还原成这些山的实际高度。 ”

吴国盛说，在当时，没有经过透视法训练的

人，是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的。由此可见，是数

学重组了物理空间和艺术空间，也意味着现

代科学与现代艺术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18 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将人类知识

分成科学和艺术两大并列门类。 在 19世纪

的英国则诞生了“科学家”一词，它标志着科

学职业化时代的到来。 “当时，以电磁学、化

学、生物医学的兴起为标志，科学快速、全面向技术转化，从而成为第一生

产力。”吴国盛认为，这也使得科学在公众认知中逐步向“实用”靠拢，科学

的分科化、专业化、职业化，使科学与艺术分裂成为大势所趋，“科学逐渐

下行，变成单纯的壮劳力，将人类的精神高地拱手让于艺术”。

通识教育正使科学与艺术再度融合

尽管在大众认知中，科学与艺术泾渭分明，但古往今来的科学大家

们却一直认为两者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印度裔美国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就认为， 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大

小，事实上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 科学在艺术上不足的程度，恰恰是科

学上不完善的程度。 20 世纪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甚至表示，“使一

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重要”。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则道出了科学与艺术在本质上的共

同之处：艺术和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科学推动社会进展，只是其实用

功能的显现，而推动科学发展的终极驱动力，始终来自‘无用’的部分，

也就是对于自然的崇尚、对于理性之美的追求。”吴国盛认为，要培养具

有创造力的人才，高等教育应将科学与艺术的培养融合起来，不能人为

地加以割裂。

同台演讲的吴中博物馆馆长陈曾路提到， 现代的考古学、 博物馆

学，早就超越了文科范畴，“吴中博物馆里，最值钱的设备几乎都是科学

仪器，它们可以分析出文物的各种成分和结构，从而帮助人们更准确地

认识和推理曾经存在过的历史”。

近年来，不少高校大力推广通识教育，吴国盛认为这将有利于科学

与艺术的融合，“文科生和理科生不能相互看不起， 而应尽量跨到对方

的领域中，只有从源头培育科学精神，才能使科技发展拥有源源不竭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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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校园的阅读空间
不仅有颜值，更有值得铭记的故事

申城又一家大学书店上新，东华大学文绮书店开业

大学的校园书店可算是大学的 “书

房”。 近日， 沪上大学书店 “朋友圈” 再

迎新伙伴： 东华大学上新了一家 “小而

美 ” 的校园书店———文绮书店 。 随着鼓

励实体书店的各项政策出台 ， 上海多所

高校的校园书店都旧貌换新颜 ， 如上海

交通大学的 “文创·书里”、 华东师范大

学的 “知先堂” 和上海体育学院的绿瓦

体育书店等。 这些校园书店美得各有千

秋， 并独树一帜地代表了各自学校的文

化气质与人文精神。

庭院的桂花树郁郁葱葱 ， 春日暖阳

穿过落地玻璃窗照亮了数十米的长廊 ，

步入这座高颜值的建筑， 就能看到知名

设计师与学生围坐于阶梯书架前侃侃而

谈……这个生长在东华大学校园的阅读

空间， 不仅颜值超高， 它的命名背后更

有一段值得代代铭记的故事 。 “文绮 ”

二字本义为华丽的丝织物 ， 也是我国纺

织实业家、 教育家、 近代色织工业先驱

诸文绮先生的名字。 东华大学的前身之

一， 就是由诸文绮创办于 1936 年的私立

文绮染织专科学校。

“文绮书店的开业 ， 正是为了纪念

以诸文绮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纺织

人。 他们积极兴办纺织教育 ， 努力振兴

民族工业， 这种实业救国的精神也将被

今天的大学师生代代传承。” 东华大学出

版社社长陈珂说。

书店名大有来头，勾连着
一段百年家国故事

在文绮书店的醒目位置 ， 放着诸文

绮为学校毕业生题的词 “信、 勤”。 一段

校史、 一位名人、 一家书店 ， 这里饱含

着先辈的爱国情、 兴国志 、 报国行 ， 也

寄托着他对青年一代的期望。

“有段时间战局动荡 ， 上海物价飞

涨 ， 学校资金周转不灵 ， 但祖父坚持

‘再难不能难教育 ， 老师的钱一分不能

拖’， 硬是让我爸爸骑着自行车， 扛了一

麻袋钱送到学校去给老师们发工资。” 书

店开业当天， 诸文绮的孙子诸茂华回想

起儿时见闻， 仍记忆犹新。

诸文绮 1886 年生于上海， 早年曾留

学日本， 其间加入同盟会。 学成归国后，

他和当时一批有识之士为了挽救民族危

亡， 从实业强国到教育兴国 ， 进行了艰

难探索。

当时， 国内纺织品市场被洋货垄断，

老百姓生活所需的丝光线只能向日商洋

行订购。 诸文绮深为忧虑 ， 于是潜心设

计出国产棉线丝光机并成功试制丝光线。

1915 年， 他研发的双童牌丝光线产品在

巴拿马博览会上斩获特等奖 ， 并彻底打

破了国外垄断， 产品供不应求 ， 还远销

南洋。 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丝光染织业

鼻祖。

抗战期间， 诸文绮一边积极宣传抗

日， 一边将个人财产尽数投入教育事业，

筹建文绮染织专科学校。 在他眼里 ， 培

养实业人才是民族振兴的关键。

“我们留下的照片里 ， 他还是穿着

普普通通的布鞋， 其实以他当时的财力，

完全可以穿最洋气的衣服。” 诸文绮之孙

诸慎裕回忆， 爷爷把物质上的财富看得

很淡， 但在帮助别人时却非常慷慨 ， 同

时他对社会、 对国家的责任感远高于个

人享受。

赋予校园老建筑新生，让
书店成为大学文化地标

占地面积 500 多平方米的文绮书店，

不仅陈列着全国最齐全的纺织专业图书，

还设有舒适的阅读区、 讲座区 、 艺术展

览区、 设计作品展示区、 咖啡吧等文化

交流综合空间。

顶天立地书架与木质的阶梯座位 、

多组巨幅涂鸦黑板画， 共同构成了一个

兼具艺术感与功能性的阅读区和讲座区。

在这个区域左侧， 还设置了专门的展览

区配合主题活动。

书店里 ， 一条长达 50 多米的走廊

上 ， 一道道高大的门廊和落地玻璃窗 ，

延伸出了三间相互连通的多功能区域 。

在这里， 可以看到学校师生创作的时尚

设计作品， 可以邂逅各色精美的校园文

创， 还有出售绘图工具、 服装面辅料及

缝纫工具的专区。

很难想象 ， 仅一年前 ， 这家高颜值

的书店还是一个老旧的储存仓库 。 文

绮书店的设计师黄更也是东华大学服

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 他告诉记

者 ： “这座老建筑最早曾是学校的化

纤实验楼 ， 后来作为图书仓库使用。 在

改建中我们尽量不 ‘大拆大建’， 力求保

留历史情怀， 让书店真正成为大学的文

化地标。”

生命危险，只因牙痛后吃了一粒药
上海龙华医院成功救治一名因口服头孢类抗生素后引发过敏性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药不能乱吃，

这话不是吓人 。 昨天 ， 记者从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获悉 ， 龙华医院胸

痛中心近日成功接治了一名因口服头孢

类抗生素后引发 Kounis 综合征的患者 ，

这是一种与过敏相关的 ST 段抬高性急性

冠脉综合征 ， 患者在发病前就吃了一粒

“头孢”， 结果出现生命危险， 所幸抢救及

时才化险为夷。

64 岁的朱先生 （化名） 因为 “胸痛伴

意识丧失 30 分钟 ”， 由 “120” 送至龙华

医院急诊， 龙华医院胸痛中心团队即刻启

动胸痛流程。 患者到医院急诊时， 已经神

志不清， 首份心电图提示患者为急性心肌

梗死。 急诊科屠亦文副主任医师仔细询问

患者家属病史， 原来患者此前因牙痛服用

了一粒头孢类抗生素 ， 随后出现皮肤瘙

痒、 全身散在皮疹、 胸痛、 冷汗淋漓， 持

续不能缓解， 在到医院的过程中， 病情进

一步发展， 抵达医院时， 患者已陷入休克

状态。

在抢救室内， 床边心电监护显示， 患

者已出现心房颤动、 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

交界性逸搏等各种心律失常， 病情危急凶

险 。 及时抢救操作后 ， 患者神志逐渐转

清， 但胸痛仍持续不能缓解。 胸痛中心团

队建议马上进行冠脉造影。 经胸痛中心紧

急调度， 龙华医院心病科主任邓兵、 副主

任医师郑望 、 住院医师赵英利等迅速到

位， 冠脉造影提示患者多支血管痉挛， 推

注硝酸甘油后痉挛狭窄消失， 前向血流恢

复……经医疗团队诊治， 危情警报最终解

除， 目前患者已顺利出院。

吃了一粒头孢 ， 怎会把自己陷入如

此危险的境地 ？ 邓兵介绍 ， 因药物 、 环

境因素 、 食物等导致的过敏性冠状动脉

疾病称为 Kounis 综合征 。 根据冠脉造

影情况分为 3 型 ， I 型最常见 ， 此类患

者一般无基础冠脉疾病 ； II 型患者在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引起斑块侵

蚀或破裂 ； III 型指既往有冠状动脉药

物支架植入史 ， 出现支架内血栓形成 。

就治疗而言 ， I 型患者可仅给予抗过敏

治疗即可改善症状 ； II 、 III 型患者需

给予抗过敏以及针对急行冠脉综合征

双重治疗 。

Kounis 综合征是一种比较少见的过敏

情况。 医生分析， 该病人算 I 型， 日常生

活中， 大众遇到 Kounis 综合征， 应第一时

间拨打 “120” 急救电话 ， 就医过程中特

别要注意提供相关病史， 比如发病前是否

存在相关过敏史。 这类患者平时应避免相

关诱发因素， 做好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此

外， 市民朋友在生活中还是不能自行随意

服药， 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以免发

生险情。

■本报记者 吴金娇

■本报记者 储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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