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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大,高校英语专业是高校教育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部

分,旨在培养能熟练掌握英语语言技能的人才,并要求其有较为扎实的英语专业知识、自然人文乃至社会文

化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较高人文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且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从而提升高

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本文从高校英语专业的“人文性”角度开始分析,主要分析了高校英语专业

建设课程体系中的问题,然后就如何建设课程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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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英语专业在高校人才教育培养中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因此需要从根本上重视英语专业的人文性,然后针

对此特点开展英语专业的教学课程改革,并组建外教、中
教相结合教资队伍,从而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并实

施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并锻

炼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从而能更好的提升英语专业教学

的质量和效率,这对于我国高校培养英语人才具有重大的

意义。

1　高校外语专业课程的人文性

高校英语专业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学习专业,也是一

门素质教育专业,旨在拓展学生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了

解外国文化,人文性质较强。高校英语专业的“人文性”可
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帮助学生树

立开拓眼界、帮助学生理解外国思维、文明和习惯等,并熟

悉中外文化的差异,培养学生对外的交际能力,以合理的

眼光去看待外国文化和核心价值,从而能让学生用英语来

进行交流和沟通[1]。在以往传统的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教

学中,并没有将人文知识有效融合于英语教学中,教学内

容缺乏了人文知识,因此导致人文知识和英语教学发生了

脱节现象,也让人文知识缺乏一定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更
忽视了培养学生思维辩证能力、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无法

满足当代大学生对英语专业课程学习的需求。高校英语

专业的“人文性”特点主要体现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因为

要培养学生学习西方文化的习惯,从而让学生能够从跨文

化的角度上去学习英语交流能力和思维思考能力,这些能

力的培养有利于外国文化知识的输入和有效语言知识的

训练,在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英

语语言表达能力。

2　人文素养框架下建设高校外语专业课程体系中

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专业课程建设经验

如今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面临的一个

重要问题就是缺乏课程建设的指导和经验,因为高校英语

专业课程开展教学实践的时间还不够长,并没有积攒丰富

的教学经验,在指导方面也未形成系统化和完整化的理论

指导体系,因此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实践教学过程中,一
旦出现了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则很难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

策略来进行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高校教学经过了多年

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教学模式,但是在教学指导和

教学经验上还有所欠缺,很容易导致在英语专业实践教学

中存在偏差,因此进一步影响到了英语专业教学的效率和

质量[2]。

2.2　高校领导部门不够重视

在我国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虽然高校教育改革一直受

到了重视,但是在实际教育工作改革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大

的问题,如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资源不明确等,所以

说高校领导部门对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工作的不重视

是影响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因之一[3]。在人文素养的理念

下,构建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不仅对教师本身提出了高

要求,对高校的教学环境、教学设施等同样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高校领导部门忽略了教育改革工作的重要性,也不

重视教师的进修和培养,并且在教学资源和教学资金上更

有分配不均匀的情况,这样一来就直接影响到了高校英语

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更影响到了高校教学改革工作的

开展。

2.3　高校学生综合素质较差

如今高校在建设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所面临的另一

项问题来源于学生自身,高校学生在个体方面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这导致其在学习能力、学习素质、学习习惯和学习

基础方面有所不同,又因为在开展教学过程中缺乏英语专

业课程建设的经验,同时更是受到了教师教学水平和专业

素质的影响,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很难有效且明确学生的学

习情况,这样一来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高校

学生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就成为了严重制约英语专业课程

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4]。

3　人文素养框架下高校英语课程体系建设的实施

方法

3.1　实施方案

高校应当将培养具备高素质的国际人才作为主要的

教学目标,并以该目标作为基础,构建出以人文素养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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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并以此方面进行教育改革。

3.1.1　设置课程

围绕“提升人文素质”的目标来设置高校英语专业课

外扩展学习,为学生的英语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对于

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在高校英语

教学中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能力,教师可设置多种形式的英

语学习课程,如听写课程、翻译课程以及读写课程等,这样

能够帮助学生积累大量的英语知识,也能让学生根据自身

的学习习惯来选择学习的课程,但要注意每位学生都需要

必修一门人文素养类的课程,以此提升自身的人文素

养[5]。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方案中,在必修课程中加上人

文素养课程的内容,这样一来能够让教师更好的检查学生

的人文素养情况,若是学生通过了教师的考核,则能够进

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中,反之,则需要继续学习。

3.1.2　制定教学模式

在新设置的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课程教学注重

让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进行讨论和交流,从而提升自身的

英语口语能力,并通过与英语教师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达
到口语练习的目的[6]。在英语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可根

据课程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例如,课程活动模

式、辩论讨论模式、课堂写作模式、小组学习模式、课堂演

讲模式、教师讲授模式等,教师在向学生传授英语专业知

识过程中,为了要全面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需要全面创

新教学模式,除了制定教学目标外,更要充分了解学生的

情况,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实现对学生更好的教育,从
而促进其自主学习。

3.1.3　确定教学内容

随着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的改革,实际中的教学内

容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主要需要制定课程目标、范围、学
分等教学内容,并编制了课程实施的教学大纲等,然后经

过高校专业教师队伍和教育领导的审核和批准后,经过不

断的试点和研究,从而制定出了改革后课程体系的教学

内容。

3.1.4　分配教师资源

高校要根据不同的外语课程体系来合理分配教师资

源,根据教师的教学能力,可以让教师自己来选择适合自

己的课程开展教学,从而从根本上全面发挥教师的才能,

这样才能够落实以人文素养为框架的高校外语专业课程

体系的建设工作。高校要求每一位教师都要彻底投入到

教学中,潜心探索更好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这样能更好的

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准,除此之外,高校也可以不定期的

开展教师交流工作会,让各个教师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

通,在交流中不断学习和不断成长,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

水平。

3.2　实施效果

在人文素养框架下,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改革改变了传

统的教学体系,以往教学体系中主要是强调英语语言技能

的学习,而在新的课程体系中全面融入了人文素养的理

念,将英语教学和人文素养学习进行了结合,从而激发了

学生对英语课程学习的兴趣。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改革之后,实际教学更重视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

能力,也更加突出展现英语教学的人文性,帮助学生在了

解西方文化之余,加强了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在

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新体系实施之后,通过实施全新的教育

体系、人文素养课程之后,大部分学生都发现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到了自身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方法。经过分析和

总览,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不仅让教学

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激发了自己学习英语的动

力,改革后的专业课程体系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

生的英语能力和思维能力,对他们了解外国的人文文化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4　结语

总的来说,如今高校教育发展中应当将人文素养作为

主要的发展框架,并坚持以人文素养教育为本进行英语专

业的课程体系的发展和建设,这对于高校教学改革工作的

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根本上加大对人文素养框架的

重视,并从此角度去思考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的相关问题,
并及时解决英语课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提升英

语教学质量和效率,从而保障提升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人文素养。

作者简介:田桂玲(1973.6—),女,河南周口人,副教授,研

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和语言教学。

【参考文献】
[1]丁燕.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与实践———以人文素养课程“英美文学”为例[J].海外英语(下),2020(10):8-9.
[2]陆芳蕊.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英语人文素养教育研究[J].科教导刊,2018(20):52-53.
[3]孙宇.浅析人文素养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培养[J].人才资源开发,2017(8):204-205.
[4]王利娟.高校英语专业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研究[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30(17):166-168.
[5]袁瑞霞,张升峰.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调查与研究———以山东女子学院为例[J].海外英语(上),2017

(6):55-56.
[6]张文曦.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人文素质培养的几点思考[J].科教文汇,2020(16):167-168.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