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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基于 90 后大学生特点的双语教学对策分析 
◆罗文卿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2） 

 
摘要：目前 90 后大学生已成为大学受教育主体。相比 70、80 后，90 后
大学生思维更活跃，自主意识更强，但学习观念、人生规划等方面的误
区同样明显，导致他们在双语学习上遇到很大障碍。本文认为，普通高
校应探寻适合 90 后大学生特点的双语教学模式，才能激发其学习兴趣，
提高其双语教学的自信心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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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0 后大学生特点 
1.个性张扬，缺乏理性思考 
相比于 80 后大学生，90 后大学生更年轻，更自信，敢说敢

做，毫不掩饰自己。他们追求独立、自由，渴望被当作成人来看。
然而受限于见识、经验与阅历，他们缺少理性认识和辩证思考，
在思想、判断上表现出片面性和盲目性，容易受到错误观点的影
响而导致是非不分，甚至迷失自我。 

2.较自我，缺乏团队精神 
正因 90 后大学生个性张扬，乐于表现、证明自己，他们大

多有着较强的优越感，只肯为自己着想，“牺”牲、“奉献”之类
的概念极少在他们脑海里出现。他们习惯于把自己当作中心，导
致缺乏团队合作意识，集体归属感、荣誉感不强。 

3.同学关系疏远，心理素质较差 
闭锁性是 90 后大学生的普遍特征之一。相比于 70、80 后大

学生，他们和同学之间保持着较疏远的关系，容易同他人产生激
烈矛盾。另外，90 后大学生拥有相对较好的家庭、社会环境，
成长道路较为顺坦，没太经历过挫折与失败，因此遇事容易情绪
激动，受挫时易生焦虑、自卑情绪，严重的甚至出现心理问题。 

4.思维活跃，追求时尚，缺乏理想信仰 
90 后大学生张扬个性、喜欢选择彰显性格的服装，使用表

现个性的网络语言。大学教师若不了解这些，跟他们进行沟通是
十分困难的。另外，由于受流行快餐文化的影响，90 后大学生
的注意力更多投放在物质而非理想、信仰层面，导致其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些模糊，缺乏远大理想与追求。 

二、普通高校大学生双语教学现状 
1.位不准确，大学生对双语教学 度冷淡 
自教育部 2001 年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后，我国各大高校纷纷开设双语课，
然在对双语教学的界定上，人们的认识却不够清晰。很多人认为
双语教学就是使用英文教材、课件展开教学，课后要求学生以英
文完成作业。其实双语教学的首要目的是向学生传输专业知识，
同时希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外语能力，英语只是这一过程中
的桥梁和工具而已。大学生对课程安排同样 有各种疑惑，不明
白为何中文课程可以解释的问题偏要采用双语教学的形式。在很
多人眼中，双语教学不过是专业外语的代名词，甚至不如专业外
语课作用明显。 

2.课程规划流于形式，不考虑学生需求 
教育部鼓励各大高校在与国际接轨或国家发展急需的领域

学科开设双语课，然而不少高校并没有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而是一味追求完成指标，盲目跟风的开设双语课。双语课的开设
应优先选择其学科领域中相对重要的专业课，因为有先前已接触
过的专业基础课作为依托，知识的衔接会比较紧密，学生接受双
语课的难度便会大大降低。90 后大学生对于双语课有着较高的
期望，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满足他们扩展国际视野、提高英语能力、
加深专业知识等目的，当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在他们眼中双
语课就只是一种形式主义了。 

3.资力量短缺，教师水平得不到认可 
当前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中，师资力量的短缺是突出问题。合

格的双语教师需要既精通专业知识，又具备过硬的外语听说读写
能力，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教育主管部门或地方院校都没有严格
的双语教师准入机制。各高校盲目开设双语课程，对双语教师的
资格没有任何把关措施，承担双语课教学的老师要么懂专业但口
语表达不清，要么英语水平尚可，但专业知识缺乏。在 90 后大
学生看来，多数双语教师无法将枯燥的专业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

的表现形式，很多双语课成为实质上的翻译课。 
4.生水平差距大，课程安排困难 
除师资力量的缺乏，学生水平的悬殊差距是双语教学中另一

大难题。这种差距既体现在专业基础知识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方
面。由于我国高校教学班人数普遍较多，教师难以及时发现学生
的个体差异，加上双语教学的难度较大，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频频受挫， 终选择放弃。相比于 80 后大学生，由于心理素质
较差，抗挫折能力弱，90 后大学生在双语学习中遭遇困难而选
择放弃的情况更加频繁，这为双语教师安排课程进度带来了更大
的困难。 

三、我国双语教学改进策略 
1.合 90 后大学生需求规划双语教学课程 
为了杜绝盲目开设双语课程的通病，各高校应在开设课程之

前进行需求分析，通过观察、调查、测试等方法，研究学生接受
双语教学的需求与目的，随后再设计教学大纲，思考具体课程安
排。需对已开展的双语课作阶段性评估，及时了解教学效果和课
程中的各种不足。90 后大学生个性张扬，求知欲强，应尽量选
取前瞻性强，与国际接轨程度高的课程开设双语。由于 90 后大
学生学习水平差异较大，在入学之初，学校应对其进行摸底考试，
据其外语成绩进行分班、分组教学，这样有利于对其进行个性化
引导，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2.推动师资力量的培养与引进 
双语教学原本就对任课教师有较高要求，加上 90 后大学生

对教师的苛刻 度和较强的教育维权意识，对教师水平要求就更
高。各高校需对双语教师加强外语能力的培训，鼓励他们去国内
名校或国外进修。为了鼓励双语教师积极性，学校应在课时系数、
职称评聘等方面对双语教师作适当偏重，提升他们的教学积极性
与热情。 

3.鼓励教师提高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 
由于大学生对双语教学的的预期普遍较高，双语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需要展现比一般教师更加过硬的知识广度和表达力度，采
取案例讨论、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营造生动有趣的学习氛围。教
师还可将课件及辅助资料放在网上，将课堂延伸出去，鼓励 90
后大学生探索世界、扩展才能，自主学习。 

4.制定教学考核制度，重视对学习过程的评价 
目前我国多数高校的双语教学都停留在盲目开设课程，缺乏

监管的状 。各高校院系在开设双语课程后，一般都是由任课教
师独自承担编订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除期中、期末考试，
基本没有其他环节的监管。学校不应仅仅满足于双语课开设的数
量，更需设立系统考核制度，对双语课的质量、效果进行评价，
常常通过随机听课、与学生座谈等方式了解任课教师的上课情
况，对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听取、采纳，这样才能将 90 后大
学生的兴趣与课程学习充分联系起来，增强其双语课学习的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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