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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者需求看高等美术院校

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①

焦迪
（湖北美术学院 公共课部，湖北 武汉４３０２０５）

摘　要：学习者的需求决定了教学的内容与方式。研究采用问卷调查，采用项目选择与问答两种方式收集了在校学
生对于湖北美术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形式及课程设置的意见及建议。数据显示，学生们认为现行课程设置存在不合理，建

议增加与其专业课程相关的内容；对于教学方式他们认可但表示仍待改进；学生大多能接受现行的平时成绩加试卷成绩

的期终成绩评定方法。研究者针对调查所得数据，给出了相关分析说明以及改革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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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为全球化语言，大学英语课程在不同高校的设置是否最优化，教学是否受到各校特有学习者

的欢迎，大学英语教学还存在哪些亟待改进的地方，这些都是值得教育者们思考的问题。

１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背景
蔡永良认为我国外语教育界混用了“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两个概念［１］。外语教学是针对教学

技术而言，外语教育更应注重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而我国外语教育更多的是注重方法和技术，忽视语

言文化以及社会功能，这不利于学生们正确理解语言学习的作用和意义。

为了顺应改革的大潮流，我们一步步探索有效且符合我校实情的外语教学方法。然而正如吴蕾指

出迄今为止美术院校英语教学研究重理论而轻实践［２］。无论是从研究者们丰富的研究成果中还是《大

学英语教学指南（试行）》，我们都不能找到现成的针对美术专业学生的改革方案。鉴于此，我们的改革

研究从理论出发，以教学实践为重心。曹丽华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应从应试向应用转变，因为实用性的英

语才能够培养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３］。

２　美术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与课程设置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近年来，湖北美术学院开展了一系列英语教学改革的探索。此次教学改革主要围绕英语学习为美

术院校学生专业学习服务的宗旨展开，以学生为本，学有用的英语。从参加全国性的英语教学改革研讨

会进行理论学习，到在学生中实地试行美术专业英语的教学等一系列举措，都给我们寻求实用性的英语

教学提供了思路。

调查采用问卷形式，大范围涵盖了我校在校大学生。调查问卷包含选择性问题和开放性问题，涉及

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学评估等方面，调查对象为在校大一、大二（正开设大学英语课），大三（已完成

大学英语课）的学生，主要考查学生对我校英语课程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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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对于我校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核心问题，学生普遍认为我校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不合理。从表１数
据来看，大多数学生接受４个学期的大学英语课，有１８％的学生认为不合理，这说明２年的大学英语课
现阶段适应我校学生的现实情况。而绝大部分学生认为“每２周６个综合英语课时，２个听说课时”不
合理，仅有１４％的学生认为英语课程设置合理。学生建议减少常规综合英语课程，增加美术专业英语
以及对就业有帮助的内容，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有９％的学生认为在大三开设英语选修课是
合理的，这反映了我校学生中少数学生对于提高阶段英语学习的需求。而更多的学生则愿在大学后２
年花更多的时间在专业学习上。

表２数据显示，学生对于我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大多表示认同，有同学认为部分教师做的教学课件不
够生动，有教师按部就班ＰＰＴ上的内容显得课堂枯燥无味，建议在课件中插播视频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还有同学提出朗文交互英语自主学习任务重，自学效果欠佳。当学生自身英语能力不足的时候，

他们会期待教师给予更多有力的辅助。一旦教师的方式不能为学生所接受，他们就会有一种逆反心理，

从而排斥英语课。而对于本身对文化课就缺乏兴趣的美院学生而言，自主学习对他们而言难度更大，他

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自觉性和自控能力去完成每周相应的任务，这也直接导致自主学习成效不显著。这

一调查结果和王守仁的调查结果一致，王守仁对全国５３０所高校的大学英语现状调查结果中显示４１．
２％的高校发现“教师讲授＋适当的课堂语言实践”非常有效［４］，而认为“学生完全借助网络教学平台自

主学习”方式有效的高校只有１．５％。
表１　课程设置

合理 较合理 不合理

四个学期的大学英语课 ３９％ ４３％ １８％

每两周三次综合课，一次视听说，４学

时美术专业英语
１４％ ２７％ ５９％

大三开设英语选修课 ９％ ３７％ ５４％

表２　教学方式

合理 较合理 不合理

教师讲解＋多媒体辅助 ３９％ ５８％ ３％

教师讲解 ＋语音室电脑设备辅助视

听说教学
４４％ ２５％ ３１％

教师指导＋朗文交互英语自主学习 ３１％ ３９％ ３０％

我校采用的平时成绩评定方法和省内其他高校基本保持一致，虽然之前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平时成

绩评定方法有弊端，比如班级人数越多，考勤点名浪费的课堂时间也越多；课后作业不能看出是否为学

生单独完成，每个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机会不等［５］，但是这种测评办法在现阶段综合情况而言适

合我国高校实情，学生也大多认可这种主流的平时成绩评定方法（表３）。只是学生呼吁能够增加平时
成绩的比例，这样他们课堂参与的积极性会更高。我校公共课部从２０１４年９月开始引入朗文自主学习
系统（即从２０１４级新生开始采用“总评成绩＝平时成绩１０％ ＋自主学习２５％ ＋口语１５％ ＋卷面考试
５０％”，而之前一直采用“总评成绩＝平时成绩３０％＋口语考试２０％＋卷面考试５０％”的考核方式），学
生每周需要完成一定的自学任务，包含自学系统内的听力和口语练习及其自测，也包括教师根据各班不

同学习情况布置的各种形式的练习，并同时将学生自主学习的成绩纳入到学期末总评成绩考核中。学

生对将自主学习成绩纳入期终考核的做法表示认同，但建议应该有更为合理的监督机制来促进学生的

自主学习。

表３　成绩评估

合理 较合理 不合理

平时成绩＝考勤＋作业＋课堂表现 ４６％ ３６％ １８％

总评成绩＝平时成绩３０％＋口语考试２０％＋卷面考试５０％ ３３％ ３８％ ２９％

总评成绩＝平时成绩１０％＋自主学习２５％＋口语１５％＋卷面考试５０％ ４３％ ３０％ ２７％

３　教学方式及课程设置改革的可行性
调查表明，一方面肯定了我们英语教学的成果和做出的改革，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教学提出来了新

的思考题。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新一轮教学改革，并不是所有改革的成果都能为我们所用，我们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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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适合我们美院的改革思路。

首先是课程设置。经调研，国内各大专业美术院校中，绝大部分仍然采用４个学期的大学英语综合
与听说教学。蔡基刚教授提出在在条件成熟的大学，可以通过压缩基础阶段的大学英语学习的时间，来

开设各类应用课程和实用能力课程，让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课程。已有美术院校在

每学期的大学英语综合教学中加入了２～３周不等的专业英语教学课时，并在第三学年开设英美文学、
跨文化交际和ＥＳＰ专业英语等选修课。大学英语课程就是以专业人才培养为目的而开设的为专业课
程配套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６］。有兄弟院校的教学改革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可以择其长处而习

之。首先针对我校英语选修课缺乏的现状，我们应尽快开设出相应的选修课。文秋芳建议选修课体系

可以由通用型与学术型两大模块组成［７］。美术院校的通用型选修课可以是用英文来学习中外美术史

或者美术作品，或美术相关的听说读写技能。而学术型选修课可以是学术写作等。开设这些选修课的

前提是我们教师加强自身修养。除了教授大学英语课程，我们每个教师都应根据自己兴趣和擅长的领

域加强学习和钻研，这样才能开设出高质量的选修课。而对于 ＥＳＰ这个领域，我们的工作背景是美术
院校，所以我们要找准契合点，结合英语与美术。美术不是我们英语教师的专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教

师自身的努力，加上大家的通力合作，共同建设开发完善的美术专业英语ＥＳＰ课程。
其次是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形式从最初的兴起备受欢迎，到现在受到各方质疑的逐渐变化的理

性化运用，经历了一段兴衰历程。而现在，当各方都认为多媒体教学减少了师生间的互动，认为多媒体

将教师的教学模式化的时候［８］，它在美术院校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媒介。美术院校的学生是视觉

性的学习者，通过ＰＰＴ呈现的图片、视频等都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现在的问题是，市面上的教材
大多是面向广大普通综合院校大学生，教师用书都提供了制作精良的教案课件，有些教师就会直接使用

这些课件，忽略了美术院校学生的个性，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在备课阶段，教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

殊性，在介绍相关文化知识背景时，可以增加图片或视频资料，给学生以视觉和听觉上的刺激。美术院

校的学生大多个性张扬，教师应该适当放开课堂上领导人的角色，让学生把压抑的才能充分的释放出

来。任务型教学法通过完成任务的过程来引导学生跟进课堂教学，有利于学生沉浸式学习，但是无论是

课堂任务还是课后活动，任务教学中的教学任务都要尽量真实，这样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就会犹如身临

其境，使学生真正理解所学内容的实用性。

无论何种形式的教学改革，学生是主体。无论是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还是对学生的成绩评定，都应

该从学生的特点出发，符合学生的具体情况。我们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围绕着学生的需求来制定

一套更为完善的大学英语课程和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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