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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1782 college students of non-English majors, this 

survey explor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ge English follow-up course system,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students do not have much interest in the present English 

course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in follow-up courses.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should be put on the agenda. The research aims at provi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Student needs; Follow-up courses

Received: 2020-01-23 ; Accepted: 2020-02-23 ; Published: 2020-02-29



·44·
基于学生需求的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体系建设探索 2020 年 2 月

第 2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20100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基于学生需求的大学英语后续课
程体系建设探索

许保芳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北京

邮箱：

摘  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属高校的 1782 名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对当

前大学英语教学现存问题、学生后续课程开设需求以及教师队伍建设进行了探

讨。研究发现，大学英语基础课程教学存在学生兴趣不高、教学效率低等问题，

学生对于后续课程呼声较高。高校大学英语后续课程设置有待完善，教师队伍

建设形势严峻，亟待政策的支持和教师自身努力。该研究旨在为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提供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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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不断深入，特别是 2013 年习近平主席“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国家对人才的英语综合能力越来越重视。大学英语课程

也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许多高校为了适应国际化人才培养的

需求，加大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力度。

大学英语课程通常分为基础和提高两个阶段，其中提高阶段通常被称为后

续课程阶段，在这一阶段开设的课程为大学英语后续课程。2007 年版《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要求》就强调英语课程不仅体现在基础阶段，更应该体现在提高阶

段，以便因材施教，使学生在满足基本要求之后，能达到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英语基础阶段课程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大学英语后续

课程设置提出要求。2016 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更强调大学英

语课程要“满足学生专业学习、国际交流、继续深造、工作就业等方面的需要，

对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学习英语有助于学生树立世界

眼光，培养国际意识，提高人文素养，同时为知识创新、潜能发挥和全面发展

提供一个基本工具，为迎应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做好准备”。该要求把学

习者的需求作为开设后续课程的基础，在课程设置上明确提出“各高校应根据

学校类型、层次、生源、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等，遵循语言教学和学习规律，

合理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课时，形成反映本校特色、动态开放、科学合理的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为满足通过四级考试的学生的升学、就业等不同需求，

学校开始探索设置大学英语后续课程。

２  后续课程定位及设置现状

对于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如何定位，国内学者争论非常激烈。文秋芳（2014）

争论的焦点在于坚持“通用英语”还是“专用英语”，即“互补派”与“替

代派”之争［1］。高校英语教学应定位于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要重视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学并对其教学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2］

［3］［4］［5］［6］。也有学者通过分析专门英语，特别是学术英语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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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现状与高中英语衔接等因素坚持认为不宜将其作为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全

部内容，应以通用英语为主［7］。文秋芳则认为应该二者兼顾，并构建了专用

与通用英语并存的新大学英语教学体系［1］。一些高校英语教师通过对学生和

教师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论证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构

建后续课程体系，探讨合理的教学模式和科学的教学评价标准。专门用途英语、

学科英语和通识教育英语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系统阐述了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EAP）作为大学英语后续课程的内容设置［8］。也有学

者通过对四所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调查分析，认为有必要压缩通用英语学时，

开设“一般学术英语”与“人文素养类课程”，并对英语教师提出新要求［9］。

相关研究显示，学生对语言基础类和应试英语类课程选修需求最为强烈，其次

是语言应用类和语言文化类课程［10］。而其他研究者通过分析不同学校的办

学定位以及学生个人需求、社会需求和学科需求，分别构建了基于学生个性化

需求和基于学校个性化需求的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体系，呼吁推行分层次、多样

化的多元化外语教育模式［11］。 

综上所述，学者与一线教师对大学英语后续课程理解差别较大，说明目前

国内大学英语后续课程目标定位含糊不清，各高校在后续课程设置上各行其道，

都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内容五花八门，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

合理性。目前多数高校大学英语后续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选用、

课程评估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因而直接影响到后续课程的教

学质量”［12］。

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和学生的需要，课题组开展了对本校大学英语后续课

程体系建设研究，旨在通过充分是的调研，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为学校有步

骤有条理地逐渐开设高质量的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完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提

高教师教学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3  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

课题组对北京某市属高校 2016 级和 2017 级两个年级 1800 名同学进行问卷

调查，涵盖了所有非英语专业。调查问卷采用不记名原则，以期获得真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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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主要调查受试者大学英语学习现状和对后续课程需求情况，以期掌握学生

大学英语学习中的现存问题，通过了解学生对后续课程的真实期许有针对性有

目的地开设相关课程。共收回有效问卷 1782 份，其中大一学生 1129 人，大二

学生 653 人，男女生各占 51.29% 与 48.71%。受试者中 79.01% 能保证一周大约

七小时的英语学习时间，其余受试者一周学习时间在 8~14 小时甚至更长。这些

数据足以说明该校学生对英语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开设科学系统的后续课程对

他们的英语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3.1  大学生个人英语技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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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生语言技能状况调查结果

Figure 1  Finding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language competence

图 1 显示了学生听说读写译五项英语技能的掌握情况，从强到弱依次是翻译、

阅读、写作、口语、听力。翻译、阅读和写作技能是该校学生英语学习重点项目，

学生掌握相对较扎实；而听力差有其历史原因，高中对学生没有硬性听力要求，

所以学生主要精力放在读写译的训练上，听力没有保证足够的练习时间。在大

学，尽管有视听说课，而且四级考试听力占 35% 的比重，只有少数基础好的同

学听力较好，大部分同学听力和口语都不过关。这表明该校在后续课程设置上，

需要增加提高学生听力与口语方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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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表 2  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调查结果 

Table 2  Findings of current problem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选项 小计 比例
A．课程内容简单，与高中内容重复多 249 13.97%
B．课堂教学目标不明确 538 30.19%
C．评价方式单一，不能考核出真实水平 335 18.80%
D．课程开设时间太长，浪费时间 150 8.42%
E．教师的讲授枯燥无味，提不起学习的兴趣 266 14.93%
F．教学方法单一，教师课堂讲解为主 447 25.08%
G．教材内容枯燥，引不起兴趣 655 36.76%
H．其他 570 31.99%

由表 2 可见，学生对大学英语课堂并不十分认可，教材内容枯燥，引不起

兴趣是受试者抱怨最多的一项，比例高达 36.76%。其次是课堂教学目标不明确

以及教师的教学方法问题导致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后续课程教材的选择

在学生的提升阶段显得尤其重要。同时，授课教师的素质有待提高，授课方法

也应摈弃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多元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提升学习者的兴趣。

3.3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需求

新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摈弃了“通用”“专用”之争，明确提出“大

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三个部分，

由此形成相应的三大类课程。大学英语课程由必修课、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

课组成”。表 3 是大学生对后续课程选择意向的调查结果。

表 3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选择意向调查 

Table 3  Survey on the requirement for follow-up courses

选项 小计 比例
A．开设一般学术英语，如 “学术写作” “应用文写作”“文

献阅读与检索”等
1094 61.39%

B．开设与主修专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学术英语，如“财
经”“商务英语”“计算机英语”“工程英语”等

758 42.54%

C．开设与学生就业相关的职业英语，如 “广告英语”“艺
术英语”“会计英语”等

584 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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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小计 比例
D．开设文化拓展课程，如“英美概况”“ 影视赏析”“跨

文化沟通与交流”“英文经典名著导读”和“中国
经典名著外译本导读”

846 47.47%

E．开设应试类课程，如托福、雅思、大学英语六级考
试和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等

917 51.46%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首选的是“一般学术英语”，主要原因可能是学生无

论是学习高年级专业课程，还是打算毕业后继续深造，都离不开阅读大量的英

文原版文献，甚至需要用英语撰写论文，这些学生必须掌握学术英语，为未来

的学业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以及出国热的

蔓延，许多学生比较务实，表 3 中有 51.46% 的学生热衷于“托福”或“考研”

等应试类课程。社会培训机构考试类课程学费高昂，相比之下，学生更希望学

校后续课程中增加应试类课程，为他们的升学或出国助力。受欢迎程度排在第

三位的课程是“文化拓展类”课程。由于本校是工科院校，学生接触人文知识

较少，开设此类课程正好能弥补他们知识结构中的不足。而与职业和专业相关

的后续课程之所以不太受欢迎，主要是学生对此缺乏了解，感觉专业性太强难

度太大而不感兴趣。

3.4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任课教师 

表 4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任课教师调查结果

Table 4  Findings on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follow-up course teachers

选项 小计 比例
A．大学英语教师 380 21.34%
B．本专业双语课教师 111 6.23%
C．教师共同体（包括 A、B 与外教） 1111 62.38%
D．其他（外聘讲座等） 179 10.05%

表 4 显示，单纯由大学英语教师开设的后续课程并不太受欢迎，只有

21.34% 的同学做出选择。由于大学英语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导致他

们只能开设专业性质不强的通用课程，针对性不强，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由

于专业老师能开双语课的人相对也较少，也不是学生主要选择，但这部分老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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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的宝贵财富，可以同时引领大学英语教师和

专业课教师实现语言与专业的双提升。最受学生推崇的是由大学英语教师、专

业课教师以及外教组成的“教师共同体”，强大的授课队伍可以使学生从语言

形式到专业知识受益良多。有 10.05% 的同学欢迎以外聘讲座的形式上大学英语

拓展课，说明同学渴望新的学习体验，同时这个数据占比较小，间接证明了同

学们期望有稳定的教师队伍开出系统的科学的课程。教师发展需要学校和院系

的支持与政策保障［13］。同时，教师的发展也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大学英语

教师，特别是勇于接受挑战的后续课程教师要“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主动适应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新要求，主动适应信息化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发

展的需要”提升专业能力，健全知识结构，增强学术研究能力，实现教学团队

发展和个人的自我价值。

4  结语

本研究从市属高校学生大学英语学习现状与问题出发，探讨了大学英语后

续课程开设的时间，内容以及对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研究发现：

（1）被试入校时英语水平不算低，大学英语基础课开设时间过长势必浪费

学生的提升时间，而且大学英语基础课程教学内容与学生所学专业无关，势必

无法引起学生兴趣，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效率低下。所以学生可以尽

早参加四级考试，并根据需要开始进修后续课程。据悉，该校已经开始了改革

试点班的有益尝试并受到学生的欢迎。试点班的规模可以扩大，经验可以推广

到其他普通班级，更符合现阶段学生的需求。

（2）我校后续课程教学团队尝试开设了契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精神的“通

用英语 + 专门用途英语 + 跨文化交际”模式的课程体系，亮点是开设了基于学

生直接需求的应试类课程，且颇受欢迎。但是课程设置仍处在探索阶段，与庞

大的可开设后续课程资源相比较，内容还过于单薄。大学英语如何与其他学科

合作，用外语去武装学生，帮助他们提升在“一带一路”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

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3）大学英语后续课程教师队伍建设需提上日程。《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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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倡的课程改革，给大学英语教师带来巨大的挑战。“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要

求势必是专业化的，与不同学科门类相联系”［14］。而多数大学英语教师基

本上是学习语言出身，开设文法类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已属勉强，更不用说理

工科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了。就跨文化交际课程同样是挑战性极强的课程，对

于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大部分老师来说，如何正确理解外国文化，外介中国文化，

跨越不同意识形态实现跨文化交际绝非易事。

总之，高校应结合自身教师实际情况，给大学英语教师提供跨学科合作平

台与出国进修的机会，提升教师自身素质，建立一支强大的高素质后续教师队伍，

为大学英语后续课程的建设与完善提供师资保障。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建设已经

是当务之急，且任重道远，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不断

完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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