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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现状分析与教学改革的建议
吴蕾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  安徽安庆  246052）

摘　要：当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日常工作学习交流中英语的使用率越来

越高，在我国的普及率也呈现上升趋势，高校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愈发明显。作为我国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类高职院校，
英语教学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本文笔者根据多年艺术类高职类院校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基础薄弱，
缺乏学习动力，学习兴趣的丧失以及教材选用、教学方法方式不恰当、教学形式单一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合理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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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且我国自 2011 年加
入 WTO 已有 10 多年，英语在人们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
的运用越来越多，普及率也大大提高，高校英语教育重要性
也愈来愈明显。艺术类高职院校英语教育作为我国高校英语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但当前，艺术
类高职院校的英语教育仍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结合多年的
艺术类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学经验，从学生特点出发，对教学
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现状分析

艺术类高职学生作为我国当代大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与其他专业学生有所不同，有其
自身鲜明的特点。艺术类学生普遍性格外向，思维敏捷，求
新意识、创造力很强。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我们才能经常
看到一些别具一格的文艺作品。客观上来说，艺术类学生的
这些特点，对于学习是有益的。但是艺术类学生又存在自我
意识过强、集体意识不强的问题。这些学生常常以自我为中
心，比较散漫，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这对高职院校的文化
课的学习是不利的。高校英语作为必修课程，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艺术类高职院校实际的英语教学中或是忽视了艺术
类高职学生的自身的特点，亦或是低估了艺术类高职学生与
其他专业的学生的差异性，导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 学生英语基础薄弱，缺乏学习动力，英语学习的兴
趣进一步丧失。

相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艺术类高职学生文化课基础
相对较弱，英语基础更是普遍薄弱。以笔者所在的院校为例，
大多数学生的高考成绩都在五六十分左右，及格分以上的学
生寥寥无几。英语课堂上，听不懂、不想听、没兴趣的学生
大有人在。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预设一个公共课的班
级五六十人，基础尚可的学生一般只有五六人，仅占班级比
例 10% 左右。全国大学生应用英语 B 级考试（PET-B）通
过的占参考总学生数比例也只有 40% 到 50% 之间。

艺术类高职学生普遍缺乏英语学习的动力。自中学起，
艺术类学生就开始有目的地针对艺考进行专业课程的训练，
且根据以往的艺术类高校的录取总分，较文化课高考录取总
分还是相对较低。从而导致学生往往忽视了文化课的学习，
在潜意识上学生形成了“重专业，轻文化”的观点。专业课
投入的时间更多，文化课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又由于英语
属于语言类学科，需要长时间的不断积累，成绩的提升又不
是立竿见影，往往又有一定的时间性、难度性，学生极易产
生“畏难”情绪。久而久之，学生逐渐缺乏学习兴趣。倘若
说是在中学时期，英语是高考必考科目，艺术类学生可能尚
且存一定的英语学习动力，但自进入大学以后，升学压力的
明显减小，学习目的性的明显减弱，造成了英语学习动力的

进一步减弱了。
艺术类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进一步丧失。区别于

中学阶段的教育，大学教育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自控能力的
要求会更高。大学期间，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但在当今信息化社会的现实下，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手机、
iPad、网络游戏等对学生的诱惑实在太大，课余时间学生选
择的余地更多。艺术类高职学生大多数本就性格外向、思维
活跃。课余时间，就更难将注意力放在英语学习上，大多数
学生更愿意去玩玩电脑游戏、摆弄一下手机。加上英语基础
本身就薄弱，并且在校园内日常使用的还不多，或者根本无
处使用，这就造成了英语学习的兴趣进一步丧失。

2. 教材选用、教学方法的不恰当、教学形式的单一性
难以适应艺术类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需要。

在教材选用方面，虽然目前市面上也有专门针对艺术
类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编制的教材，且很多艺术类高职院校也
已选用。但是由于艺术类高职院校的特殊性，特定、单一的
艺术类教材很难做到“普适性”，无法适应所有的艺术类院
校。例如，类比音乐类的高职院校和戏曲类的高职院校，专
业和文化课的关联性明显不同，学生兴趣点不可能一致，教
授相同的教材很难起到相同的效果。

在教学方法方面，目前各艺术类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
改革仍在不断的摸索，但类似中学英语教学的传统讲授模式
仍普遍存在。课堂教学很难抓住艺术类高职学生的兴趣，做
不到“吸睛”，继而导致出现“学生听的难，教师教的累”，
学生学习英语没兴趣，教师教学没激情的现象。

在教学内容方面，很多英语教学中都存在照本宣科、
就书论书的问题。课堂上，教师仅仅讲授课本上的知识，缺
乏相关知识以及文化、背景材料的拓展。学生只能了解单一
的知识，并未了解知识的关联性，知识的本身可能也是枯燥
乏味的。但是语言类的学习，恰恰需要这类相关知识的学习。
教学内容上的单一性，让本就知识储备一般的艺术类高职学
生受益十分有限。

在教学形式方面，当前大多数艺术类高职院校的英语
教学形式仍然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课堂是英语教学的“主阵
地”，成为艺术类高职学生接触、使用英语的唯一场所，教
学形式较为单一。但众所周知的是，语言类学科的学习，必
须反复的操练、频繁使用，是一个学习 - 操练 - 使用 - 掌握
的过程，必须通过不断地实践才能真正的掌握运用。千篇一
律、沉闷乏味的课堂学习，学生学习英语之路如履薄冰。课
下，也没有更多的途径、场所去实践所学，课堂所学的语言
知识，很容易因为缺乏实践就习惯性的抛之脑后。长此以往，
学生自然会产生“听不懂、不想学、没兴趣”的倾向。本就
基础薄弱、缺乏动力的艺术类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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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丧失。
二、教学改革的建议。

1. 选择或编写与专业相关的教材。针对艺术类高职学
生基础薄弱、英语学习兴趣不足的问题。在教材的选用上，
必须考虑选用更加贴近学生的相关专业的教材，使英语学习
能够与专业学习产生关联性、唤起共鸣。合适的教材能够很
轻易的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教材内容上才能更容易的引起学
生的兴趣。使学生在课堂上从没话可说，转化为参与讨论，
直到提出问题，积极互动。合适的教材能够更容易的提高学
生参与课堂教学的主动性、积极性。一般来说，人总是会对
自己熟悉的话题感兴趣。例如：音乐系的学生一般会对关于
著名音乐家、英文歌曲介绍之类的英语文章产生兴趣，戏曲
专业的学生对类似戏曲的英文戏剧更容易接受。

艺术类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广泛了解学生
的英语水平、相关专业、学习兴趣的前提下，编写与学生专
业相联系的校本教材。这样不仅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更
能使艺术类高职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使用英文。建议有
条件的学校可以根据艺术类高职英语教学大纲，在大学一年
级选用普通的英语基础型教材，二年级选用自编的校本教材。
自编校本教材编写的时候也要参考不同专业，编写不同的教
材。各专业二年级开始使用贴近各自专业的英语教材，从而
提高不同专业学生的适应度。

2.制订相应的英语考核制度，增加学生英语学习的动力。
据笔者调查，大多数艺术类高职学生缺乏英语学习的

动力，认为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了，英语可学可不学，英语
学习的“无用论”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学习英语的意义仅仅
为了通过期末考试，期末“不挂科”。一般来说，大学期间
的期末考试成绩，通常都会关联学生的出勤率、日常课堂表
现、最终试卷卷面分值等等，是一个综合成绩。教师的赋分，
往往也会考虑以上几点以及整体系部、班级整体“挂科”率
的问题，亦可能是感情因素，往往不能完全反应学生的实际
英语水平。期末考试通过的难度不大，难以对学生产生学习
压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职英语教学的窘境。对于全国大
学生应用英语 B 级考试（PET-B）这类的国家考试，部分成
绩尚可的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可能会积极参与，基础薄弱的
学生可能就会望而却步，早早放弃，产生事不关己的想法。

因此，制订相应的英语考核制度，施加一定的压力，
使适当的压力转化为英语学习的动力在艺术类高职院校英语
教学上是十分必要的。艺术类高职院校可以将全国大学生英
语 B 级考试（PET）作为大学二年级的期末考试，以国家考
试代替学校的期末考试。英语 B 级考试的通过情况直接关联
是否“挂科”，把 B 级证书与能否正常毕业相联系。施加一
定的压力促使学生增加学习英语的动力。短期内，可能会导
致通过率等数据的下降。但从长期来看，此举一定程度上肯
定会增加学生英语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提高艺术类
高职学生整体的英语水平。

3. 改革教学模式、
4. 扩展教学内容以及拓展教学形式。
艺术类高职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不足，除了自身基础薄

弱、思想上“重专业、轻文化课”之外，教学手段的匮乏，
教学内容、形式的单一也是重要的原因。据此，笔者有以下
三点建议：

①改革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从来都是占据
主导地位，以教师的讲授为主。虽说也有互动，但仍然难以
激发学生的兴趣，唤醒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积极性。探
索新的教学模式，教师首先应当在思想意识上树立“以学生
为主”的理念，在教学中积极推进“从我主导变成我为辅助，

我说变为学生说”。从“指导—接受 " 模式到“自学—辅导
" 模式 ;“探索发现 " 模式 ;“情趣——陶冶 " 模式 ;“示范模
仿 " 模式的转变，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②扩展教学内容。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多媒体的运用，
给英语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条件以及可能。在艺术类高职
英语教学中，多媒体介入课堂，使得教师在教学上能够更多
的加入声像的内容，更容易延伸教学内容、增强趣味性，牢
牢的抓住学生的眼球。在教学中，引入也相关的背景知识、
关联性的文章等材料，不拘泥于教材，使得教学变得更加生
动、有“内涵”。

③积极拓展教学形式。大多数的艺术类高职院校英语
教学的形式都是课堂教学、教室教学，形式上比较单一。即
便有新的教学形式，由于缺乏良好的组织，也会流于形式。
单一课堂教学的形式难以增强艺术类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动
力，且英语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学而不用，学习
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只有更多的创造条件让学生做到学以
致用，学习后去使用才能知道学习的效果如何，才能激发学
习的兴趣。高职院校的教师在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扩展
教学内容的同时，还应当积极拓展教学形式，从而营造良好
语言学习的氛围。例如：着力建好学校的英语角，邀请外教
来校参与教学活动，组织英文讲座、举办英语话剧表演、英
文辩论赛、英文歌曲大赛等等，在校园内营造出良好的英语
学习氛围，让学生潜意识能感觉到学有所用、有处可用。艺
术类的学生大多文化课成绩一般，但是性格大多性格外向，
思维活跃。活动的形式能够充分的调动艺术类高职学生积极
性、主动性，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艺术类学生的优势，也起到
了潜移默化的英语语言学习的效果，做到“润物细无声”。
不拘泥于千片一律的课堂学习，在课外活动课余时间也能够
真正有机会使用英文，在活动中使用英文，真正做到寓教于
乐、学以致用。

固然当前的艺术类高职院校英语教育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持续推进深化教学改革确是刻不容缓的。坚持从艺术类
高职学生特点入手，充分发挥艺术类高职学生的优势，在合
理选用或编写校本教材、制订英语考核方案、有意识地改革
教学模式、积极扩展教学内容、拓展教学形式的基础上，推
进艺术类高职院校英语教学改革。努力使艺术类高职英语课
程成为学生愿意学、教师有激情的、适应学生需要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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