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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力与阅读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拟从听力与阅读有机结合的角度论述英语教学中听力教学和阅读教学的相互渗透作用，结合国内
外的第二语言听力教学和阅读教学的理论、经验，提出了一套有效地进行英语不同文本的听力和阅读
的具体方法。它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指导，以策略、内容、听力和阅读相结合的教学综合方法为
具体操作模式进行的立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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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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