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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英语隐性课程体系构建 ①

郝俊杰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高职英语隐性课程体系构建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构建须在高职教育整体人才培养框架下，结合高职英
语教育实际，与时俱进地进行。高职英语隐性课程体系由校园文化类隐性课程、讲座报告类隐性课程、比赛竞赛类隐性

课程、实训实习类隐性课程、网络资源类隐性课程组成。这五类隐性课程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的隐性课程体系。教

师在隐性课程构建中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担当建设发起者、引导者和督察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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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职英语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隐性课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少研究者就如何构建高职英

语隐性课程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研究者普遍认为应从物质环境、制度文化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入手

构建隐性课程体系［１－３］，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倡加强在隐性课程中的教师介入［４］，另有研究者大力倡导引

入互联网资源［５］。他们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体系不够完善、涵盖

不够全面、分类不够清晰的问题。本文尝试从课程理论出发，结合高职院校英语教育的实际，构建一套

系统性强、涵盖全面、范畴清晰的高职英语隐性课程体系。

１　高职英语隐性课程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高职英语隐性课程体系的构建有其必要性。第一，隐性课程是对显性课程的有益和必要补充，是教

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习时间来看，面对浩如烟海的专业知识，课堂学习时间远远不够。如果没

有隐性课程的补充和熏陶，学生势必会将时间白白浪费。从学习内容来看，隐性课程所能提供的体量甚

至远远超过显性课程。第二，隐性课程有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自主学习能力。隐性课

程大部分需要学生自觉完成，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为成为学习型人才打好基础。第三，

语言类课程的特点决定了英语隐性课程尤为重要。大量接触视听资源、不断自主操练与合作交流是掌

握一门语言的不二法门。而这些训练对时间和频度的要求，远远超出显性课程的承载量。综上，积极开

发高职英语隐性课程，构建隐性课程体系，对于提高高职英语教育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２　高职英语隐性课程体系的组成
构建高职英语隐性课程体系必须遵循以下原则。首先，它必须融合入高职教育的整体人才培养框

架，这不仅有助于隐性课程的高效开展与繁荣壮大，也可有效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其次，各类别

的隐性课程必须融通互补。隐性课程的融通互补可以增强其体系性，形成一个前后贯通、相互关联的整

体。再次，隐性课程的开发需要跟上信息化网络社会的步伐。随着高职校园网络建设的日新月异，网络

资源愈加丰富，学生花在网络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用好网络是高职教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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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责任。将隐性课程引入网络，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按照以上原则，结合当前高职英语教育和人才培

养的实际情况，高职英语隐性课程可以分成如下五大类：校园文化类隐性课程、讲座报告类隐性课程、比

赛竞赛类隐性课程、实训实习类隐性课程、网络资源类隐性课程。这五类隐性课程相辅相成，既有关联，

又有区分，构成一个有机的隐性课程体系。

２．１　校园文化类隐性课程
校园文化对学生的熏陶往往胜过教师在课堂苦口婆心的规劝。文化不仅提供了校园精神生活的框

架，更导引了学生的生活方式。故而学风正派文化清新的校园，就更容易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具体到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类英语隐性课程的内涵也很丰富。其一是晨读文化。想把英语学好，大量的诵读必

不可少。教导学生养成晨读习惯，清晨置身校园，四处传来朗朗读书声，对学生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熏陶

和鼓励。其二是搭建英语角。英语角对于训练英语口语，提高交际能力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英语角的

形成需要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以及参与人的不懈坚持。只有长期存在、风雨无阻定期举行的英语角才能

形成文化。其三是英语社团文化。丰富多彩的英语社团文化是英语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社

团又可按不同主题分为英语口语社、英语戏剧社、英语演讲社、英语电影社等等。这些社团的存在和不

断发展，将实现社团内旧生带新生，从而实现共同进步。此外，英语社团也是组织各类英语活动的主体，

为丰富校园文化起到重要作用。其四是校园的环境文化。校园物质环境可以成为英语隐性课程的载

体。校园内可以采用中英双语的标语，既体现国际性，又提供了英语学习的素材。校园内可以开设英文

广播站，或在校园广播中加入英语节目，使英语弥漫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其五是校园视频文化。有条件

的话在校园内安装可直接收看外文电视台的闭路电视或网络设施，另外，可定时播放外文原版电影，造

就一种感染力很强的群体性英语视听文化。如此，学生目之所及、耳之所听、情之所动都有英语的痕迹，

学好英语的意愿自然会更强。

２．２　讲座报告类隐性课程
讲座报告是一种重要的隐性课程类型。用之得当，有指点迷津、四两拨千斤之功效。讲座报告是一

种对教师和学生资源的双向整合。一方面，它将校内教师的优势最大化发挥出来。众所周知，人非通

才，各有专长，英语教师也概莫能外。有人擅长语音，有人专攻写作，有人则对词汇有研究。通过讲座，

教师可以将自己的专长浓缩展示，达到普惠众生的效果。另一方面，讲座时间灵活，不像课程表的时间

雷打不动，可以根据学生的空闲时间来安排，因此它又是一种对学生时间的整合。除此之外，讲座报告

还可延请校外专家或业内人士主讲，以补校内资源之不足。讲座报告是对显性课程的重要补充，学期初

可以提前安排好讲座报告的场次，根据不同时期的教育需要或学生要求灵活安排。如此，既整合了教育

资源，又给了学生更多的参与选择。

２．３　比赛竞赛类隐性课程
隐性课程体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各种类别的比赛竞赛。英语竞赛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鼓

励竞争精神，培养合作能力。故而“以赛促学”是许多高职英语教师喊出的口号。在设计英语比赛竞赛

类隐性课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丰富英语竞赛的层次和种类，尽量扩大竞赛的参与面。当前

的英语竞赛，从国家级到院校级林林总总，数目很多，但有一些竞赛的真正参与度不高，甚至沦为少数尖

子生的秀场。英语教师要及时搜集各类比赛信息，或身体力行亲自组织比赛，通过一级级的选拔赛扩大

比赛的参与面，让没有获奖能力的同学也能感受到比赛的氛围和熏陶。其次，要根据学生年级层次和专

业方向来设置不同比赛。以高职三年制英语类专业为例，大一可举办语音语调或电影配音大赛，提高学

生对语音的兴趣，大二可举办口语或演讲大赛，培养学生的公众发言能力，大三可举办翻译大赛或用英

语陈述的创业大赛，以检测学生的翻译能力，促进学生的创业就业意识。最后，要注重对竞赛过程和获

奖同学的宣传，以发挥比赛的辐射作用。

２．４　实训实习类隐性课程
实训实习课程在有些院校中列入教学计划之中，有些院校则没有明列。由于大部分英语类实训实

习课程在校外及真实工作场景分散展开，教师无法逐一跟踪到位，因此从课程属性而言，大部分实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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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课程应该归入隐性课程之列。实训实习类隐性课程对于高职英语教育尤其是英语专业有着重要的意

义。它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英语工作场景，让学生有机会操练学到的知识，检测学习成果，还可

以补课堂教学之不足，为学生积累工作经验。尤其是高职高年级学生，更可以借实训实习培养职业能

力，寻找就业机会。设置实训实习类隐性课程时，要考虑以下两点。首先要选取能运用英语的真实场

景，起到锻炼学生、提高能力的作用，真实场景是任何仿真类、模拟类实训无法替代的。其次要结合地区

优势和行业优势。如地处广州的院校可以借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之便利，安排学生赴现场参加实训，

拥有酒店或导游行业资源的院校则可以借行业便利为学生提供实训机会。

２．５　网络资源类隐性课程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高职英语教育在建设网络资源上的力度越来越大，为形成网

络资源类隐性课程提供了良好基础。它具体又包含网络课程、网络资源库、在线视听资源等。网络课程

可以配合正规课程展开，不仅可以提供课程全套资料方便学生随时查阅，还允许教师收发批改作业。网

络资源库可以根据教学与学习需要，提供各种类型的学习资料，例如试题库、教学课件库、电子书等。在

线视听资源可以提供英文影视视频、英文录音以及著名英文新闻广播网站的链接等。当今的高职学生

是在网络伴随下成长的一代，有使用网络的能力和习惯，如果能鼓励学生合理利用网络资源类隐性课

程，必能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之中得到提高。

３　高职英语隐性课程构建中的教师介入
隐性课程中的教师介入指教师在隐性课程中的指导、建议、参与、促进、评价等一系列活动。按照介

入和性质和目的划分，大致又可分为引导性介入、参与性介入、管理性介入、评价性介入等［４］。教师介

入在高职英语隐性课程的构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首先，教师介入有利于保证隐性课程的体系性。

隐性课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如果各隐性课程资源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与互补性，就会造成松散无

序和重复建设。英语教师要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设计整合各类隐性课程，使之成为一个关联度高、互

补性强的整体。其次，教师介入为隐性课程的开展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和保障。因隐性课程的潜隐性和

自主性，学生不易发现自身的错误和不足，而教师可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在隐性课程开始之初就保证

它正确的方向。再次，教师的适度介入为隐性课程的开展提供了督察机制。适度的监督和检查，对于大

部分高职学生来说是必要的。最后，教师的适度介入有助于隐性课程效果的评价。倘若教师将一些教

学目标融入到隐性课程中，并针对这些目标进行考察，就可以及时对学生在隐性课程中取得的进步做出

评价，起到激励作用。总之，在隐性课程体系的构建中，高职英语教师不仅要挖掘自身资源，充当积极的

建设者，还要利用专业知识，充当引导员、督察员和评判员。惟其如此，才能让高职英语隐性课程与显性

课程相得益彰，发挥“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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