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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不可取消英语主科地位。英语是一门很有趣的学
科——看美剧、学歌曲，掌握一些英文的典故，了解一些
国外的文化背景、人文思想、风土人情。外语本身就是一
门素质教育课，能够帮助学生在对比视角下，更好地了解
中国文字的特点，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

妙之处，同时能够扩大学生视野，让学生做到从中国看世
界，也能从世界看中国。有数据显示，全世界知识总量的
70%用英语记载，因而学习英语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知己
知彼，如何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正光说过：“语言的边界
就是世界的边界。”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促进
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
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同时，交流与
融合也体现“一带一路”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

取消英语主科地位不可取。语言属于
一种工具，是不同种族国家人们之间沟通的
桥梁。目前，英语在世界范围内仍是主流语
言，要想获得更多更优质的信息必须得掌握
这门语言。无论从哪个层面，都没有合理充

分的理由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
英语学习确实需要有兴趣，但是在

中小学生时代，更多的是需要引导学生
学什么？每个人走向社会不能用到所

学的全部知识，但这些知识都是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是根本。从长远看，并不一定未来
从事相关工作才去学习，书到用时方恨少。
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服务于自身，在某些环境
中肯定会得心应手。

语言是交流工具服务自身

英语也是一门素质教育课
西安市新知小学英语教师 薛芳

小学生家长 陈洁

←日前，由陕西省森林资源管理局与佛坪县人民政府
主办的“秦岭林区2021年森林宣传月”活动在佛坪县启动。
现场通过体验扑火设备、宣传展板、赠送学习用具，倡议杜
绝野外违规用火等，动员号召社会各界及广大中小学生积
极行动，向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大声说“NO”，保障森林资源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图为汉中市佛坪县初级中学的中学
生体验扑火装备。 □袁景智 摄

↑近日，安康市汉滨区果园小学邀请汉滨区交警大队
江南中队宣教交警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讲座。通过现
场模拟等形式，对师生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图为交警教学
生如何正确过斑马线。 □王婷 摄

安全知识要牢记

可以考虑取消英语在中小学校的主科地位。目前，
中小学的英语学习功利化较强，努力学习英语并非真正
出自对英语的喜爱和职业选择，更多是出于考高分的目
的。英语在高考中占 150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学生的
总分档次，大部分学生为提高分数而努力学习英语。

英语是一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语言学科，是一门包

罗万象、涉猎广泛的知识学科，是搭起世界桥梁的语言工
具。但是在英语学习中，缺少语言环境，学生无法构建英
语思维，在理解和表达中，会受到母语的干扰和影响。大
部分英语教师不能有效使用主题语境使英语学习生活
化、情境化，仍然孤立地讲授词汇和语法，让学生所学英
语知识碎片化，学习过程枯燥化。

学习的功利性会对学生和家庭产生一定影响，花宝
贵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但未来可能用不上。有些家庭
还会高薪请家教为孩子补习，导致孩子和父母都焦头烂
额，得不偿失。

我认为可以取消英语
的主科地位。作为英语专
业毕业生，我并未从事相
关工作，而是成为了一名

建筑工程师。据我所知，同学中除几个出国留学和做英
语教师的使用英语，其余均未从业相关行业。以我本人

为例，学习英语从小学、中学、大学，至少 16
年，但毕业至今 10余年，从未涉及到使用英
语的行业。工作后，我花更多时间钻研建筑
类相关专业，我学习生涯中 80%的时间用于

学习英语，却并没有为我的事业发展创造价值。
目前，大部分学生都在学习“哑巴英语”，在国内工作

真正需要用到英语的机会很少。在义务教育阶段，感兴
趣的学生可以选学英语，在日后工作中如果确实需要英
语，可以报名培训班，参加针对性培训，既可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负担，也有更多精力学习其他科目。

需要时可针对性培训
英语专业毕业生 谢源

英语学习功利化较强
正高级教师、铜川矿务局第一中学英语教研组长 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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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
委员许进建议，取消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的必修
课主科地位，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来安排音体
美三小科等素质教育课程。

许进说：“在美国，大学毕业生通常能掌握
3万至5万个单词。在我国，掌握4千个单词就
可以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为了上重点中
学，很多小学生取得了相当于大学英语4级考

试或者更高级的英语考试证书。英语教学课
时约占学生总课时的10%，但英语只对不到10%
的大学毕业生有用。成果应用率低，课程设置
不普惠。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人工智能时
代，翻译职业位居即将被淘汰职业前十名。”

面对这一建议，本报记者采访了多名教
育专家、英语教师、家长及学生，听听他们怎
么说？

■职通车■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通常止步于

专科，这被认为是其发展的关键“瓶
颈”。如何打破职业教育学历“天花
板”？“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实施现代职业技术
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建设一批高水
平职业技术院校和专业，稳步发展
职业本科教育。深化职普融通，实
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
认、纵向流动。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
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
位。”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
长陈子季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在
职业教育领域要做好制度建设三件大
事：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职教高考制
度。目的是依托这一制度，把中等职
业教育和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
育在内容上、培养上衔接起来，使任何
职业院校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职教高考
制度，进入任何一个职业院校的任何
专业学习。

陈子季说，第二件事是健全普职
融通制度，在课程共享、学生流动两个
层面进行，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的资源共享和理念借鉴。第三件事
是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规定职业
教育的学生和普通教育的学生学习
成果等级互换关系，进而规定在特定
领域两个教育序列的学生都享有同
等权利。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职业学校
1.15万所，在校生 2857.18万人；中职
招生 600.37 万，占高中阶段教育的
41.70%；高职（专科）招生 483.61万，占
普通本专科的52.90%。

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全国职业学
校开设了 1200余个专业和 10余万个
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领
域，每年培养 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
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毕业生。

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迫切要求
培养大批掌握精湛技能的高技能人
才，迫切要求强化数字技术人才的有
效供给与超前储备，迫切要求建设知
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但目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仍是短板。截至2020
年，已分批建设了 22所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学校。

专家指出，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
实现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
的重大举措，也是职业教育由参照普

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
教育转变的重要路径，有利于使教育选择更多样、成长道
路更宽广，使学业提升通道、职业晋升通道、社会上升通
道更加畅通。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徐国
庆认为，未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将由三级学制构成，即职
业中等教育、职业专科教育和职业本科教育。这是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将对职业教育发展产生
极为深远的影响，使职业教育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职
业本科教育的举办也丰富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是
我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新华社记者 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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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是否应该取消主科地位 ？
英语热的主要原因，其实还在

于西方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仍
占据优势。截至目前，从互联网上
使用的主要语言到国际主要期刊以
及大学使用的教材、文献等，英语还
占据主导地位。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从小夯实基础尤为重要。失去中小
学教育阶段的学习机会，可能降低
英语教育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使
学科被边缘化，继而影响全民学习
英语，从而脱离世界交流轨道。多
数人毕业后可能不会应用英语，但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
联系将日益紧密，英语的价值将更
加明显。虽然有翻译软件，但只能
起辅助作用。

外语从必考科目变成选修科目
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随着我国科技经
济实力不断发展，汉语优势更加凸
显，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降低英
语学科的主科地位，也非一朝一夕
所能办到，牵连对象较多，除中小学
的学生和教师，还包括与英语专业
相关的高校毕业生、科研人员、外交
翻译人员、计算机行业人员等。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也是保障公
平。一些网友认为，取消外语必修课，并不会降低外语
热，还可能加剧阶级矛盾：普通阶层的孩子失去学习英
语的机会，而既得利益阶层的孩子照样通过贵族学校、
培训机构掌握外语。所以保留英语主科地位，是体现
教育公平。

对于英语教育改革不能因噎废食，建议改变英语
教学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在高考中可以将赋分制调整
为等级制，适度降温。

记者手记：
在采访过程中，“取消英语在中小学的主科地位”

这一观点可谓是见仁见智。有人说，不是英语出了问
题，出问题的是教学方法和考核标准，“哑巴语言”的学
习方式需要改革。其实，我国的国际化之路仍需良好
的国际语言环境，而这还需要教育工作者努力推进，使
局面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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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笔者，几乎每天都
在被各种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狂轰滥炸，

“都两岁了，还没有开始学英语，您快要错过
敏感期了。”“三岁再不学编程，孩子就被时
代抛弃了。”既然是广告，自然要制造紧迫
感，“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
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

说白了，有的广告，真的就是“智商
税”。但是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比推销广告
的话术来得还夸张——不用商家“忽悠”，就
能“自投罗网”，争着抢着被“割韭菜”，交纳

“智商税”。
笔者曾想过一个问题，家长们不断前置

“人生起跑线”的想法源头在哪里？想来想

去，大概是“一代要比一代强”的这个执念
作祟。的确，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拥有更
强的能力、得到更幸福的人生。但这个想
法本身就有漏洞，孩子要比自己高，后代一
代比一代高，那几代以后不就成了“巨人
族”？有好的愿望无可厚非，但是执着于梦
想成真，就不切实际了，到头来伤了自己，
更伤了孩子。

也有很多家长“鸡娃”的心态，自己说很
“佛系”——花钱买心安，孩子以后别埋怨，自
己也不后悔；还有家长声称“三观皆正”——
我自己努力，以身作则，有了快乐童年就没有
幸福人生。于是，在这种彼此“激励”，互相

“鼓励”下，“教育焦虑”成了社会流行病。还

是举补课这个小例子，谈起课外辅导，走过来
的人都认为作用不大；还在经历的人深感乱
象丛生、不堪重负；即便是局外之人，也不胜
其烦，希望能加大力度清理整顿。但事实上，
大家交起这份“智商税”时，依然争先恐后，唯
恐自己交晚了、交少了，耽误了孩子。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
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谈道：“好的教育应
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
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
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福国家社会。今天孩
子的全面素质就是国家未来的整体实力，也
是我们社会的幸福程度。”在他看来，补课班
报多了，只能破坏孩子的兴趣，没了兴趣又何

谈学习？这番话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好的教育应该是会让学生变成更好的

自己。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优秀的学生，更需
要优秀的人。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一个人的
能力远不是分数、证书可以量化的。如果我
们只是将升学作为评判标准，那么我们传递
给孩子的不只是难以自拔的焦虑，也让他们
失去了本来的更多可能。换句话说，你今天
交过的“智商税”，难道还要让孩子们长大后
再交一次吗？

不过，说到底，家长们如此焦虑，是因为
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以及不同区域教育发展
不均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从源头入
手、从教育资源的供给侧入手。 □苏墨

莫让你的“教育焦虑”成了别人的“智商税”

为让学生在书写中发现汉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
的勃勃生机。近日，西安爱知中学初一年级部以“传
笔下经典 做向上少年”为主题，在全级学生中开展
了一场硬笔书写活动，遴选出的 72 名优秀书写代表
一展风采。 □陈飞波 摄

3 月 23 日，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中
心学校与西安市王林波“名师＋”研修共
同体联合开展“跨区域语文课堂教学核心
素养观摩研讨活动”，发挥名校优质教育
资源的引领带动作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 □张永峰 摄

□本报记者 牟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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