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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商务英语（非专业类）课程设置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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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摘要：定向性、适应性、实践性以及双重性是职业教育行业英语课程体
系设置中应当遵循的原则， 而高职院校非专业类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则需
要本着以各岗位需求为本和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完成 课程设置以及实
践方面的工作。新形势下，国内职业教育正在向着新方向发展，我们也
需要推进针 对非专业英语类学生商务英语课程的优化改革，真正以满足
职业岗位需要为抓手，以产学结合、工 学结合为主要手段对实际教学工
作进行优化改革。以下笔者以日常教学经验为切入点，对此类问题进行
了分析探究，希望对相关工作的优化落实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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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商务英语课程内容设置兼具语言类以及国际商务
类课程专业属性，目的在于培养并提 高学生在特定的商务环境
中从事商务活动所必须用到的英语能力。上述性质决定了商务英
语课程教 学需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展开理论知识
教学的基础上我们也需要为学生搭建起实践的 平台，真正让其
在特定的情境中锻炼并提升综合能力。商务英语课程设置的优化
改革中有学者曾建 议我们可以照搬国外的模式，但这种做法其
实忽略了本国国情，职业教育体系在国内诞生以来呈现 出了与
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趋势。作为诞生于改革开放后期的一门专
业，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实践 改革需要走出国内职业教育的特
色。高职高专院校对非英语专业类学生开设商务英语课程也是为
了 落实我国职业教育关于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培养一
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英语、通 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
谈判的专业人才的要求。但在该课程的优化改革中却更加面临诸
多的挑战和困难。 

一、现阶段高职院校非专业商务英语课程设置与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  

1、课程设置专业化“缩水”版 
现如今，高职非专业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仍缺少有效的指

导、参考和监督。很多学校在该课程的设置上标准都参差不齐，
其中暴露出最为典型的问题便是不尊重语言习得及认知规律，在
先满足专业课程设置外见缝插针式的设置。目前，非专业商务英
语课程在高职院校的设置以及教材的选择上主要参照国际商务
专业类课程设置来做相应的“缩水”式调整。虽说部分教学计划
看起来设置合理，但实际实施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却是计划远不及
变化。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基础知识的薄弱， 

对说英语国家文化了解的不足、课程学时数的严重缩水等因
素导致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只能“说一套，做一套”，无法有效达
到既定的教学目标。 

2、课程设置过于“学术化” 
有调查表明，国内很多高职院校在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中都

存在学科知识过于学术化及系统化的问题。[2]职业教育不需要让
学生在特定的专业领域中取得多大成就，但要具备与用人单位需
求相 适应的综合技能。因此需要对这一方面的细节进行优化改
革，以突出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像如《英 美概况》、《英美文学
选读》等课程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英语，但却
违背了高职商 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这类课程中学到的
知识学生也很难运用到实践之中。 

3、课程的定位过于“模糊” 
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面向全社会乃至全球，具备职业道德、

职业技能以及创业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目前高职院校非
专业商务英语课程定位过于模糊，更多作为专业补充课程来开
设。学 术研究认为，商务英语应该将学习的重点放在国际商务
技能的学习上，而不是语言知识点的掌握上。有的学校在课程内
容设置上偏重技能，有的却偏重语言。课程定位应突出满足复杂
的社会需求及职业岗位特点的特性，以实用、够用为目的，以实
践操作为主要手段。根据某一类岗位对人才的具体 要求来进行
课程设置，从而提升学生的职业综合技能。  

二、高职院校非英语专业商务英语课程设置与实践  

1、以学科特点为依据，构建起相对独立的课程体系 
在进行高职非英语专业商务英语课程设置时，更要体现各专

业岗位特点和要求，并遵循实用性原则。要以培养学生的英语语
言应用能力为基础，循序渐进地提升学生的商贸操作能力。真正
以服 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广“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从以下层面着手完成这一环节的工作：一、
以创新性、科学性以及发展性为原则，在教学中引入能够反映国
际贸易发展新趋势以及商务新知识的内容，让学生能够在学习课
本知识的基础上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二、构建起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相互分离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在完成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
之上实现在 实践教学中对于已掌握知识的迁移运用。 

2、对课程体系以及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新形势下的高职商务英语课程设置与实践需要重视对于课

程体系以及教学内容的优化改革，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
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以及素质教育与业务培养相结合的原
则出发对 现有的商务英语教学内容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优化
改革。要进一步实现课程体系、岗位资格证书以及上岗既顶既用
模式的“融会贯通”，可以打乱原有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以
及专业课的结构模式，改用“文化基础模块”、“英语语言模块”
以及“能力模块”来代替。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对于
教材的优化改革，调整课程内容以及教学学时，从而为高职商务
英语教学营造一个新局面。 

3、依据不同岗位需求设置课程  
高职商务英语课程设置与实践中，可根据不同岗位需求尝试

设置不同课程内容。对于高职院校非专业行业英语课程来说，由
于从属于某一专业，因此其设置既要反映自身作为职业教育课程
的一般特性，又要反映其专业领域特定的需求，行业英语课程是
嵌入某一专业课程来开设的，需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定位相应
行业英语课程设置的性质、目标及内容。我校经贸专业中市场营
销、农业经济等专业工作岗位定位为部分面向国际贸易与经济合
作、企业营销、企业涉外经营与管理、国际商务单证处理等工作。
据此岗位要求，我们在其商务英语课程中本着以职业技能培养为
主线，贯彻 实用为主的原则，采用商务英语口语课程+模拟商务
活动的新颖的教学模式，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将专业理论知识转
化为职业技能，使学生不仅能够巩固课堂所学知识，而且能真正
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商务活动中来，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增大课程设置中实践教学比例  
要实现高职高专非英语专业类学生国际商务能力的培养目

标，更要加大课程中实训或实践教学比例。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
设计中改变传统的偏重语法和阅读的教学模式，转为根据真实工
作场景设置不同的任务让学生在模拟训练中学会运用英语语言
完成不同的工作任务。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岗位能力为基
础、以教师为导引的双向交流教学模式，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导引学生对知识技能由陌生到熟悉，从而培养学生自主性、协作
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教学大纲要求的培养目标。 

总结：新时期，高职院校非专业商务英语课程设置需结合市
场发展新趋势对该课程进行优化改革。这是提高高职院校学生核
心竞争力的关键，有助于提高其就业竞争力。上文中笔者以日常
教学经验为切入点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探究，希望对进一
步推进相关工作的优化改革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于秀珍.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考[J].海

外英语,2016(18):48-50.  
[2]吴佳庆.关于高职院校商务英语的教学改革探索[J].海外

英语,2015(24):54-55.  
[3]李慎涵.论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J].科教文

汇(下旬刊),2013(11):125-127.  
[4]卜庆艳.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高专商务英语课程改革探

讨. 考试周刊（2012 年 2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