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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通理工类院校英语

教学“边际效用值”的提高 ①

黄　坚，杨　烨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１５）

摘　要：普通理工类院校的英语教学存在着不少问题。运用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对教学目的、课程设
置、教学模式、教材内容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将有助于英语教学“边际效用值”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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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综合类大学和重点理工类院校，普通理工类
院校的英语教学劣势比较突出，主要体现为：一是决策层

观念存在偏差，导致人文学科建设薄弱，二是教师教学研

究水平参差不齐；三是生源英语水平偏低；四是资金投入

不足使得教材的建设跟不上时代要求；五是教学模式陈

旧。因为决策层观念、管理机制等诸多原因，教研教改进

展缓慢，教学耗时长却效率低。鉴于此，思考分析英语教

学存在的问题并寻找对策十分必要。

１　边际效用递减的内涵与英语教学的相关联系
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效

用”即商品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带来的满足度，满足度

高则效用大，反之则效用小。假如消费者无法从消费某

种物品中获得满足甚至是感觉痛苦，就产生了零效用甚

至负效用。“边际”是指增量的边界。口渴了，该喝几瓶

矿泉水才能止渴并且停止购买矿泉水的行为？那个停止

购买的临界点就是边际。处在临界点上的某个物品即边

际产品，例如，能够止渴的最后一瓶矿泉水。边际产品的

效用就是边际效用，指的是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

个单位商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在一定条件

下，随着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所获得的边际

效用呈现出递减趋势。用数学公式表示为：效用 ＝需求
量／供给量。依据这个计算方式，某个物品的边际效用的
值可以被计算出来。假定某人需要 ３瓶矿泉水才能止
渴，供给量按照１、２、３的顺序增加，于是就有：第１瓶水边
际效用＝需求量／供给量 ＝３／１＝３；第２瓶水边际效用
＝需求量／供给量＝３／２＝１．５；第３瓶水边际效用 ＝需
求量／供给量＝３／３＝１。假如矿泉水供给持续增加，其

边际效用＜１。其函数关系如下：
边际效用值增减的函数关系

当前大学英语是普通理工类院校开设的必修课。毕

业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让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形成了

需求、供给和边际效用的关系。

２　普通理工类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大学英语教学之于学生犹如“矿泉水”之于消费者。

英语教学也要应对消费者（学生）的需求，不断提高教学

质量。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普通理工类院校都经历过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具体表现在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学

模式、教材内容等几个方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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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阅读能力。进入２１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２００２年
春，高教司司长张尧学提出“必须把听力和交流放在英语

教学的重要位置，并全面发展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

能力”［１］。这对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来说，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因为“这是自我国有大学英语教学以来，教育部

主管领导第一次直接挑战以阅读为主的大学英语教学培

养目标”［２］。２００３年３月，教育部通过了“高等学校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总体方案。次年１月，《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要求》正式颁布，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一

举“奠定了听说领先、全面提高的法律基础”。自此，我国

绝大多数高校将“由阅读为主的大学英语教学转移到听

说上”的精神写入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

教学目的的改变迫使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发生了对

应的变化。尽管在变革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论争，大学

英语课程设置最终从以往的“分类指导，分级教学”变为

“统一大纲，统一考试”，再变为“听说领先，计算机教学”。

有了明确的大纲指示和课程设置要求，加之计算机技术

的日趋成熟，各大高校逐步“采用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

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的逐一改变让教材内容出

现了很大变化，阅读权重逐步向听说倾斜，以配合政府强

有力的英语教学改革。大学英语教学这种“饮用水”在政

府的干预下，通过各高校（饮水生产部门）被源源不断地

送到学生（消费者）的面前。

普通理工类院校大学英语教学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前面提及的诸多原因，大学英语教学

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及教材内容等配合环节上还是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少问题。在过去５年中，笔者不定期
对华南、华中、华东及华北地区１０所普通理工类高校进
行了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材内

容、教学方法、教师职业倦怠、学生满意度、学生需求度等

方面。数据表明，普通理工类院校的课程设置相对于重

点院校，变化不大。６５％以上的院校仍在沿袭４个学期
１２～１６个学分的课程设置模式；５２％以上的院校无法
１００％保证为英语教学提供多媒体教室；９５％以上的院校
采用《新编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其语法点中的７１％与中
学阶段重叠；８８％以上的院校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情景教
学法和任务教学法；教师职业倦怠的数字也十分惊人，

５１％以上的教师有职业倦怠心理，其中１２％的教师有着
严重的职业倦怠；对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只有４６６％的学
生表示基本满意和比较满意，而勉强满意和不满意的达

５３．４％；尽管半数以上学生对大学英语教学不满意，而在
新生入学时的调查中却反映出８３％以上的学生对英语还
是有需求的，其中有强烈需求的占 ２６％，比较强烈的占
３１％，一般需求的占３６％。

以上数据反映了普通理工类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所存

在的现实问题。新生入学时，对大学英语教学还是有憧

憬的，然而陈旧的课程设置、落后的教学法和教学模式、

知识点重复率高的教材和教学积极性不高的教师因素综

合在一起，让“饮用水”的水质大打折扣，自然满足不了学

生的需求。

３　解决大学英语教学效用递减的对策
２１世纪的大学生深知学好英语的重要性，重点院校

的学生如此，普通理工类院校的学生尤其如此。虽然有

很多学生质疑甚至反感大学英语教学，但却并不是他们

的初衷。从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笔者对５所普通
理工类院校１６１０名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第一项
就是询问学生是否对英语学习感兴趣。数据表明，超半

数的学生还是渴望消费大学英语这瓶“矿泉水”的。在接

下来的连续跟踪调查中，这个数值有很大变化。结束第

一年英语学习的学生，对大学英语感兴趣的人数下降了

１０个百分点；再过一年后，下降比率更大，多达５７％的学
生表示没学到什么，英语水平没什么进步，不再对英语感

兴趣了。入学到大二结束这短短的２年，英语学习给学
生带来的满足度在下降，其过程就如前面边际效用递减

函数图一样。

如何解决普通理工类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效用递减问

题，需要科学可行的对策。其一，微调教学目的。可以考

虑在教学大纲的宏观指导下，根据本校专业特色和就业

情况，对大学英语教学目的进行微观调整。让教师在明

确本校英语教学目的的前提下，因材施教。其二，改变课

程设置。许多普通理工类院校进行了分级教学，但加入

滚动机制的是少之又少，开设选修课或提高课的院校也

不多。认真落实滚动机制，积极开设选修课或提高课以

配合分级教学，将会让学生更有自主感和挑战感。其三，

升级教学硬件。如前面所说，普通理工类院校因为决策

层的观念偏差，无法满足英语教学所需的教学硬件设施。

缺乏多媒体教室的大学英语教学，在很多学生看来不可

思议。其四，加大教材建设力度。大学英语教材内容与

中学课本重复的现状，让学生很容易产生厌倦感和疲劳

感。普通理工类院校应该在自编教材方面加大奖励力

度，加强教材质量监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材编撰，为

本校学生提供适合其专业需求的英语素材。其五，调整

教师授课频度。不少普通理工类院校的英语教师都面临

这样的情况：１年甚至２年中负责３个班级或４个班级的
教学，期间不再进行调整。这样的教学安排极易让教师

和学生之间产生审美疲劳，不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为

教师安排一学期一次的轮换，让学生在每个学期中能够

接触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英语教学

带给学生的重复感。

４　结　语
诚然，改变普通理工类院校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绝

非易事。但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揭示的规律，对大

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找出相应对策并认真

落实下去，还是能够提高“效用值”的。大学英语教学这

瓶“矿泉水”是否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其消费者的需求，在

于它的品质改变是否能够把握需求量和供给量之间的相

互关系。在一定供给量（２年英语学习段甚至更少）的前
提下，让消费者（学生）由于品尝到优质的“饮水”而大大

提高自身需求量，才是改变边际效用值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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