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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教师课堂教学情况调研报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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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２０１４级外籍教师和英语专业学生就课堂教学的方式
方法、师生互动情况、学生反馈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外籍教师课堂存在师生文化差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在教学内容、教学环境以及教师的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外教课堂教学效果的具体措施，进

一步挖掘利用外教资源，更好地服务我国高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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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办学质量，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引进了外籍教师教学，开设了系列课程。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引进外籍教师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得到大多学者的一致认可。外籍教师的引
入不仅增添了课堂活力，也让学生能够接触外籍教师，体验原汁原味外语的机会。然而外籍教师的课堂

教学方式与教学效果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分析

外教课堂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国内学者对外教课堂进行过诸多研究。陈之刚提出应把好引进外教的质量关，提出“要想在中国

教授外语最好还是引进那些国外的职业教师，从国外来的职业教师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师

德和敬业精神，他们对于教非英语国家的学生学习有一套成熟的教学方法。”［１］魏梦飞、王银霞等详细

指出，“在外教教学模式下，由于自身所在国家文化差异，外籍教师教学理念与思维方式迥异，师生之间

缺少及时有效的沟通与深入了解，学生与外教的沟通往往只局限于课堂，大部分学生课外或课后几乎不

与外教联络或交流。”［２］王宏军在调研中对外教的教学优势进行了整理，明确指出，“５０００年的中国文化
培养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而幽默风趣的表现风格使绝大多数的外籍教师可轻易煽动学生的课堂

情绪。”［３］外教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各个学校的情况又存在差异，因此我们进行该项调查研究，以便了解

外教的课堂现状，针对现存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１　调研方法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湖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４级英语专业学生和外籍教师，采用实际调查问卷和网上调查

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１６０份，回收１３４份，回收率８３％。除此之外，本研究还专门对外籍教师以及
２０１４级英语专业部分学生进行了采访，并做了记录，深入了解外籍教师课堂，考察其教学效果。

２　教学方法调查与分析
由古至今，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已根深蒂固。虽说教育改革一直在进行，但终究未触及根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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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思维模式一时难以调整。在教学方式上国外与国内截然不同，西方人讲究以人为本，从学习的本能

出发，他们觉得教师主要是充当指引者，应该像朋友一样与学生去探讨问题，外教关注师生之间的互动

和交流，在互动模式上通常采用合作化、个别小组讨论等教学形式，灵活进行教学。

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该校外籍教师共７名，调查发现大多外教喜欢选择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活
跃课堂气氛，让同学们养成发散性思维，尽量避免让学生在与外教沟通中产生害羞和焦虑感。同时外教

喜欢让学生配对或小组工作，分配不同的任务并开展特色活动，以确保学生能够积极参与。

在调查中，３０．４７％的同学表示自己基本上能跟上外教的授课步伐，积极与外教进行沟通；４０．２３％
的同学表示自己虽然能跟上但是有难度；２０．４％的表示自己很难跟上外教的进度；８．９％的同学则表示
完全不能跟上教师的思路。学生的水平本来就参差不齐，加之湖南科技大学又是一本和三本的教师资

源共享，所以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上就应该更加细细斟酌，这样才能保证教学的整体效果。

我们对学生在课堂上说英文与中文的频率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６０％的同学更多地使用中文而非
英文，他们或由于词汇量不足而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害怕“说多错多”而很少主动选择说英文，仅有

２５％的同学尽量用英文来进行表达，还有１５％的同学干脆就不在课堂上做任何发言。如此一来，达不
到口语课开设的最初目的，外教往往对此束手无策。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外籍教师课堂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教学方式上，外籍教师习惯用提问的方式

来促进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中国学生心里都存在出口成错的畏惧感，造成了课堂的冷场现象，从而

影响了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其次，在外籍教师的采访中，他们表示学生使用的口语教材过于限制，而

学生则表示，外籍教师自己准备的材料比较零散，不成系统，这样不利于教学内容的衔接。第三，中国学

生的学习带有功利性，学生不能直接从外籍课堂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就会讲小话做低头族。

３　教学效果调查与分析
口语课程对于英语或语言专业来说是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程，同学们在口语课程中与外教进行交

流与沟通，从中能直接发现我们口语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同学们对于口语课较感兴趣，期待值也较高。

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认为实际的口语课和自己的想象存在较大差距，学生对课程的期待值

与回馈值不等值。高达９４．１％的学生最初都希望通过外教课程来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力，１学年以
后，情况并不乐观，２３．１％的同学认为老师讲话速度过快，他们跟不上节奏，４３．２％的学生觉得自己的词
汇量不足，即使老师说话语速慢也不能完全理解，２３．４％的学生认为中西方的文化差距导致上课不能理
解，１０．３％的学生则认为外教课上不上不重要，听不听都无所谓。这样一来，外教课成为了一节语言体
育课，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生活非必需品，在学识的增值上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回馈。

检验课堂是否有收获关键在于学生是否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灵活运用。我们对于外教课堂的实用

性也进行了一个检验。调查发现，１９．７％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经常运用外教课堂的知识，８．６％的同学
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收获，而７１．７％的同学认为自己偶尔会用，但觉得知识的应用面不够广。

教学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与老师之间存在语言理解的障碍。沟通不便直接导致上课效果受

到影响，学生现有的单词掌握度与实际的运用能力并不相当，自己的想法无法用英语来表达，有些学生

甚至在上课时都没有和老师对过话，而教师发现学生对某些词不理解时会通过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表

达出来让学生明白，因此在外教课堂上，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师生之间的沟通理解上，而非实际知识的传

授，同时由于上课习惯的问题，双方之间对于各自的行为也存在理解差异，西方人表达想法描述事物时

表情动作夸张，比较直接；而中国人比较含蓄，表达事物比较委婉，两者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由于在课后

师生之间的交流甚少，而课堂上又没有有效地学习专业知识，部分学生认为口语课没有意义，如果只是

让上课成为一个见面的纽带将彼此硬生生地牵扯到一起，会增加师生之间的距离感，课堂上师生的默契

感也会下降，学生不知不觉会产生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对外教的教学逐渐失去兴趣。在调查

中，我们发现外教的更换频率快也是影响口语课程学习效果的原因之一，有的班级一个学期就会更换一

个外教，对教师而言，他们需要一个适应期去熟悉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对学生而言，频繁更换外教导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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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适应新的教学方法，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４　提高外籍教师课堂教学效率的建议
从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外教课堂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外籍教师的教学内容较为随意，缺乏系统性；其

次，外籍教师课堂的冷场现象较为严重，师生之间不能做到很好的互动；第三，师生之间在课后或课外交

流过少等。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的解决措施：

首先，在教材的选取上充分尊重外籍教师的意见，如果是外籍教师自己设计课题教学内容，应该也

要有系统性，要设立对外籍教师备课的监督机制。其次，为了缓解课堂的冷场现象，加强师生之间的沟

通，我们建议给外籍教师搭配助教，可以选择班上口语较好的同学作为老师的小助手，课中带动同学积

极和老师交流，课后与同学交流外教课的收获与看法，并及时与外教沟通，让外教能第一时间改善教学

方法。第三，多开展户外活动，拓宽师生课后交流渠道。可以考虑开设英语角、组建课外学习小组等课

外活动。外教可以通过活动向学生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化，在交流中他们也自然会对中国文化有更为深

入的了解。

５　结语
引进外籍教师进行教学的好处已经达成共识，学生在提高口语能力的同时也能帮助提升听力水平，

也有利于让学生更快地适应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然而目前的外籍教师课堂还存在种种弊端，我

们应该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好外教资源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我们应该在过程中不断完善，追求从量变达到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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