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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专科大学英语优化教学探析 
◆潘淑真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 

 
摘要：教育生态学是将生态学和教育学进行有机融合产生的一门新兴的

交叉学科，研究教育生态系统内各个因素以及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它

为教学活动和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从学生学习动机、学

习兴趣、学习方法、学习需求、学习态度、学习期望以及学习目标等方

面进行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对专科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并探究

如何优化大学英语专科教学，构建课堂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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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克雷明于 1976 年在其著作
《公共教育》中提出“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它将教育和生态
环境紧密结合起来，着重研究教育生态系统内各个因素以及各个
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大学英语生态系统中，教师、学生、教学环
境以及教学信息等方面构成了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生态系
统网络，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各个生态因子
都存在适合自己发展的生态位置，发挥着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一
旦个生态因子脱离了其生态位置，就会打破大学英语生态的平
衡。 

为探究专科大学英语的课堂生态现状，笔者以某学院为例，
对其旅游管理、现代教育与技术、学前教育（春夏考）、语文教
育、热能等非英语专业大一专科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调查
问卷 186 份，收回有效问卷 171 份。 

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一）学习动机：16.4%的学生表示大学英语是一门必修课，

必须要上；56.7%的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拿到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证书，为日后找工作增添筹码；7.8%的学生是由于兴趣爱好而学
习英语；4.2%的学生是考虑到日后出国深造等其他原因而加强对
英语的学习。 

（二）学习兴趣：63.2%的学生表示自身对英语学习比较感
兴趣，6.7%的学生学习英语兴趣浓厚，24.2%的学生表示学习英
语兴趣一般，5.9%的学生对英语学习几乎毫无兴趣；文科类学生
的英语学习兴趣普遍高于理工类学生学习兴趣；夏季高考学生的
学习兴趣极大的高于春季高考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女生的英
语学习兴趣明显高于男生的学习兴趣。 

（三）学习需求：非英语专业专科大一新生在英语学习方面
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词汇量不足；二是听说不顺
畅；三是阅读理解不到位。因此，学生学习英语的需求也主要集
中在拓宽词汇量、提高听说能力以及提升自身阅读水平。绝大多
数学生缺乏将英语与本专业需求相结合的意识。 

（四）学习态度:学生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动机直接影响着学
生的学习态度，调查显示，52.3%的学生平均每天学习英语的时
间不足一小时，31.4%的学生每天基本不学英语，2.6%的学生每
天至少投入两小时坚持学习英语。 

（五）学习期望与目标：调查表明 78.7%的学生希望在英语
课上拓宽自身的词汇量、提高听力与口语水平，提升阅读理解能
力，在大学期间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4.1%的学生没有
明确的英语学习目标；1.9%的学生通过英语课堂的学习为出国增
添动力；春季考生的英语学习目标远远不如夏季考生的英语学习
目标明确。 

调查显示，专科大学英语教学课堂失衡现象较为普遍：教育
理念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失衡、师生生态位的混乱、教与学的失调、
课堂生态环境的失调、学生课堂所学与实际应用的失衡、评价体
系的失衡等。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构建专科大学英语的
课堂生态平衡： 

1.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积极探求教育目标与学生需求之间
的平衡。高校英语教师应当更新教育理念，突出英语的实用性和
交际性，同时结合学生需求，以课堂生态平衡为原则，设计和开
展教学活动，做到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相结合、学生需求与专业
需求相结合、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相结合、语言教学目标与非语
言教学目标相结合，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英语的意义、享受学
习的乐趣、满足发展的需要。 

2.改进教学方法，寻求师生生态位的平衡。在大学英语课堂
生态环境中，教师和学生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生态因子，是环境的
主体，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生态化
的大学英语课堂模式则是倡导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师是
课堂的组织者、引导者、启发者以及协调者，并非单纯的知识传
授者，这样的课堂讲究发现式、探究式以及协作式教学。教师在
授课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积极鼓励学生
去发现知识，探究疑问。师生之间是平等关系，双方在此生态环
境中都有主动权。教师应当尊重并信任学生，了解学生的需求，
鼓励学生进行大胆的尝试，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质疑。 

3.优化教学环境，促进教学相长。根据问卷调查，部分学生
表示对英语不感兴趣或者兴趣较小，且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出现
“三分钟热度”现象，这与教学主体有关，也与教学环境有关。
首先，合理分级分班，控制班级规模。同一班级中学生的专业、
水平和需求应相同或相近。其次，充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
段，加强外语网络学习平台建设，拓宽教学空间，优化教学内容。
例如教师可借助慕课、微课、雨课堂以及云课堂等多种教学方式，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对教育资源利用的 大化。第三，进一
步加强第二课堂建设。语言具备较强的交际性和实用性，因此平
衡的大学英语生态系统更需要打破时空限制，把课堂延伸到课
外，注重强调课内知识与课外运用的有机结合，促进学以致用。 

4.不断完善评价体系，达到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的平衡。大
学英语教学中，评价方式与评价主体应当多元化，将形成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学生
的课堂表现、小组活动的参与度、学生阶段性成果展示等，适当
提高形成性评价的比例，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终结性评价
应注重学生的差异，既包括相同教学内容的测试，也应体现不同
层次的学生水平。同时，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应互相补充，科学
合理。 

对于非英语专业的专科学生而言，英语是一个用于沟通与交
流的工具，关键在于学以致用。因此教师应多角度、多方位构建
生态平衡的课堂，优化专科大学英语教学，促进教学相长，提高
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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