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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为，教育的真正

意义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素质选修课程作为大学

生专业课程外不可或缺的补充部分，能有效的开阔学生

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多元人文素质。学生能

够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求以及社会的导向，结合未来的

发展自主选择想要学习的课程，这对学生来说，也能提

高对学校的满意度和学习的兴趣。而素质选修课的主要

目的也在于展示素质教育的精神，丰富学生的人文、社

会、科学知识，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拓展学生

的多元文化认知，使学生兼备文理科知识，提高未来走

向社会后的综合竞争能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优

秀复合型人才。如今的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带

一路”倡议的提出，澜湄合作框架的确立，对周边国家

小语种的综合型人才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为了适应这一

大趋势，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掌握一定外语技能的

复合型人才，许多高校开设了小语种素质选修课。然而，

在开设了小语种素质选修课之后，如何让学生实实在在

的真正掌握一定的外语交际能力，发挥小语种素质选修

课应有的作用，也成为了许多高校面临的难题。文章以

吉首大学选修课《泰语入门》为案例，分析了该校泰语

选修课的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从而探讨高校如何开发

小语种精品素质选修课。

一、吉首大学《泰语入门》选修课现状分析

1. 选课原因及考核方式

自 2011 年起，研究者在吉首大学开设了一门全校范

围内的公共选修课《泰语入门》。根据多年来的课程统

计，参加这门课程的学生中有 49% 是源于对泰国和小语

种的好奇，36% 的同学是对泰国文化感兴趣，只有 15%

的同学真正想学习另一种语言。从同学们的课堂表现来

看，学生们对这门课程还是很感兴趣和热情的，大部分

学生的出勤率非常好，常年来基本都保持在 96% 左右，

并且在课程中配合教师也非常积极。

《泰语入门》选修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泰语字母，

泰语元音和语音的发音拼读规则，简单的词组和短语表

达，实用的日常对话，泰国概况，包括文化、习俗和基

本礼仪等。课程的评估采用百分比系统，具体来说，平

时成绩占总得分的 40％，最终的期末考试结果占总分数

的 60％；其中，在平时成绩中，出勤率和课堂成绩（包

括积极回答问题以及上课练习等）各占 50%，出勤率大

家的基准分数都是 80 分，旷课一次扣 10 分，迟到或早

退、请假一次扣三分，扣完为止，如果整个学期全勤，

即无迟到、早退、旷课，则奖励 10 分；期末的考试形式

为口试加上听写，听写占 30%，考试占 70%。主要的教

学模式是教师讲授与学生实践相结合，也即是教师先讲

授基本的语言知识和重点，然后再指导学生进行分组或

者 1 对 1 的口语练习与对话实践。在练习中，学生可以通

过掌握发音规则来练习单词拼写，扩大词汇量，从逐渐

学会说字母到单词再到学会说简单的泰语句子，进而能

够进行简单的泰语会话。

2.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在《泰语入门》的教学中，教师认真仔细的琢磨课

程教案，改进教学设计，充实教学内容，在多年的教学

实践中不断丰富课程形式，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

到让学生主动学习的目的。通过调研，了解到大部分学

生选修《泰语入门》素质课是因为他们对泰语和泰国文

化感兴趣，所以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保持和提升学生对

学习泰语的兴趣，让学生能够真正的掌握一定的语言交

际能力。因此在课堂上，教师设计了形式多样的课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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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日常对话安排、情景剧配音、真人秀、现场配音

以及一些简单的泰语游戏等，积极参加课堂活动就可以

加分，以此来鼓励学生参与教学。此外，教师还与时俱

进，运用新媒体，为课堂加入关于“新”元素，如“头

脑风暴”，“摇一摇”，“打字”等，以此来吸引学生对课

程的关注，争取让学生更多的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打到

让学生再简单有趣的活动过程中提高学习语言的兴趣和

自信心。

以研究者教授的《泰语入门》课程为例，在教师讲

授完基本的发音规则和语法要点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

两人或三人一组的情景模拟练习、语音拼读练习或者简

单的视频配音活动等，让学生通过实践练习，真正掌握

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由于吉首大学泰语课程的学生很

多对泰国文化感兴趣，所以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进一

步加深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课堂上会有选择的加入

泰国相关的文化、风土人情等知识的介绍和讲解，以加

深学生对泰国文化和泰国语言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进

行教学时，也通过运用多种方法如新媒体，以图片、视

频等形式展示泰国文化，让学生有直观感受，激发学习

热情。

二、泰语通识教育选修课需要改进的问题

1. 课程范围太广，而课时有限

素质选修课程一般是一个学期上十周课，每周两课

时。通过短短 10 周掌握一门语言的入门知识、发音、并

且能说简短的句子，实施起来就很困难。而学生选择选

修课时，兴趣和爱好是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与专业相关

的主要课程都在课程中，所以选择专业以外的科目占多

数。语言学习的时间短，学生几乎没有基础，给小语种

的教学工作会带来巨大的难度和一定的影响。在课堂教

学中，由于学生人数多，分配给学生个人的能够说出来

的发音对话实践机会就会比较少，而且选修课的课程时

间一般都是比较紧张而有限的，所以无法及时详细的了

解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大部分学生在大学之前没有接

触过泰语，有些学生外语基础也比较薄弱。而泰国语本

身属于拼音文字，与我们的象形文字体系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它的发音复杂，发音、词汇都吸收了古梵语、古巴

利语、古汉语以及现代英语中的部分词汇，如果不了解

其渊源，很难有规律的进行记忆，让人感觉语法复杂，

体系庞大，学生们往往会觉得非常困难，措手不及。

2. 小语种选修课教学师资稀缺

目前，在很多高校，小语种选修课的教学属于“单

兵作战”，懂得小语种的教师属于很少部分，并不能形

成教学团队，更没有成熟的教学团队设计目标等。而素

质教育选修课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不会如小语种专业的学

生一样掌握较为娴熟的专业技能，大多数上小语种选修

课的学生都是出于好奇。随着时间的推移，兴趣的降低，

他们将无法做好语言的学习，而对于泰语课来说，因为

泰语太难了，相对来说，泰国文化的讲解，对他们来说

更加易懂，而且更具有吸引力，所以很多学生反映，能

否将课程改为泰国文化 ?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小语

种的语言选修课，是教学生语言还是文化为主呢 ? 另一

方面，许多教师开设小语种的公开素质选修课，也有完

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方面的考量，由于开设选修课

的初衷是课时不足，所以会缺乏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质量的动力，这也是素质教育选修课的通病。

三、对《泰语入门》选修课改革的建议

1. 开展调研，了解学生需求，完善课程设置

教师在设计课程内容和具体目标之前，需要进行

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了解学生选修课程的主要目的以及

他们的需求，与学生做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他们想在课

堂上学到些什么？喜欢哪些教学方式？为什么选修本课

程？了解学生的喜好，分析学生的需求，从而更好的设

计课程的教案，完善选修课程的内容。在课堂教学中，

积极鼓励学生克服初学陌生语言的害羞与恐惧心理，将

学到的语言知识说出来，争取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在有

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展示自己。

2. 根据选修课的实际需要，改进教学方法

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

课堂上，首先要真正的传授给学生一些基本的语言技能，

让学生在这门选修课中学习到更多更实用的知识，让学

生知道这门课程是能真正学到东西的，是一门学有所用

的课程，而不仅仅是混到学分。其次，在课堂上，引导

和激发学生的自学能力。小语种选修课的目的之一是提

供一个引入的门槛和平台，为对泰国和泰国语言感兴趣

的学生以后更进一步的自学打好基础。再次，由于素质

选修课的课时普遍有限，课堂上的时间少，可以通过泰

国电影、电视剧、网络剧以及流行音乐等课外资源，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授学生一些

实用的泰语日常对话。还可以安排分组对感兴趣的影视

剧对白进行“配音”、对影视剧的桥段进行情景再现、复

演等有趣的形式，让学生复习和学习新的实用知识，让

他们在电影中学，音乐中学，在玩中学，在愉快中学习。

另外，还可以不局限于在语言方面，在课堂上介绍一些

泰国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如泰国饮食文化、泰剧欣赏、

泰国名人、泰国历史等。

3. 加强对选修课出勤率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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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一级，可以让督导或记录员定时抽查学生的

到课情况。对于教师来说，要注意加强师生交流，及时

发现学生的心理变化，改进选修课的考勤和考核方式，

注重课堂互动讨论，根据课程性质选择鲜活有趣的教学

方式：如唱小语种的歌曲、对小语种影视剧进行翻译配

音、学生创新活动、参加某些比赛等，都可以是考试的

形式。选修课的不断完善也是对专业教育的良好补充，

有利于培养具有多元文化修养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小语种选修课旨在为对小语种感兴趣的

学生提供学习小语种和小语种国家文化的机会，另外，

也可以为对小语种感兴趣而想继续学习的学生提供一个

平台。为充分发挥小语种选修课的作用，使学生真正掌

握多一种交际语言，高校在开设小语种时应充分考虑学

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而作为小语种选修课教师，在以

后的教学过程中，也应该从学生出发，对不同的学生采

取不同的教学策略，与时俱进，做好课堂教学设计，不

断的完善、调整、充实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充分

发挥教师的积极主观能动性，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也要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多站在学生的角度思

考，从学生出发，因材施教，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与时

俱进，灵活运用多种教学设备，让学生快乐学习，让课

时有限的小语种素质选修课，也能让学生真正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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