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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作为互联网技术与信息化高速发展下的新型教学模式，在授课时间、主题设计、

制作使用等方面，微课自身的优势都要更明显于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因此，将微课应用

在英语语音教学之中，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效率。论文将结合实际的教学经验，

从英语语音微课的应用优势、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的问题分析、高校英语教学中英语语音

微课的应用分析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此促进微课这一新型教学模式在高校英

语语音教学中的更好应用。

揖Abstract铱As a new teaching model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dvantages of micro-classes are more obvious than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teachingmode in terms of teaching time, theme design, production and use. Therefore, the

micro-class application in English phonetics teaching can also promo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teaching experience,which includes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English phonetics

micro-classes,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problem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the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English phonetics micro-classe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t is hoped that the new

teachingmode ofmicro class canbebetter applied inCollege English phonetic teach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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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改在近年来的不断深入发展，也逐渐促进了中国教

育事业的不断革新。而随着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

格局，高等院校中的英语教学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及重视。而

英语的语音练习及语音知识，则是高校英语教育以及英语专

业未来发展中的重要环节[1]。因此，在实际的教学方面也应该

更具针对性地对学生的英语语音进行系统化的训练。然而，在

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英语语音方面的知识掌握情况，

却与预期的教学目标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很多学生对于相

关方面的学习与训练，也明显缺乏热情。因此，对于英语语音

微课教学模式，以及未来高校的英语教学质量而言，提升学生

对英语语音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对英语语音知识点的掌握

程度，则是最根本的有效途径。

2 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的问题分析

结合各大高校对英语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调查可以发现，

学生的发音问题、教师的素质问题、教学内容等三个方面的

问题，是现阶段传统高校英语教学过程中，最为突出的共性

问题。

英语语音微课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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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学生发音问题

通过中国《高等院校学生英语语音标准调查》可以发现，

当前中国很多的高校大学生在英语发音的方面都会存在两点

比较明显的问题。第一点是在自身的母语体系中，并没有相似

的语音音色，从而导致很多英语语音难以进行模仿；第二点则

是因为自身的方言因素，导致英语语音中的很多发音也会呈

现为“方言化的英语”。

首先，学生在学习英语语音的过程中，由于在自身的汉语

母语体系中，并没有和英语语音相似的音色，从而导致很多英

语语音难以模仿。因此，在这样的发音前提下，就很容易形成

不标准的英语语音发音。例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便可以发

现，很多学生对于 culture、word、people等类似词汇的发音处

理经常会在一个班级之中出现很多中发音方式，加之教师教

学任务的关系，疏忽了在第一时间及时指正，导致学生的不正

确发音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身的英语语音发音习惯，导致学

习效果受阻。

其次，便是更为严重的学生自身母语方言问题。相较于持

有标准普通话、标准母语的北方学生而言，很多中国南方地区

的学生，由于地域及民族的特殊性质，导致很多的中国南方地

区学生在英语的发音方面，都呈现出了更为浓重的“地域性色

彩”[2]。这一点不单是在英语的语音发音上，中国南方地区的

学生在中文语音的发音上，也不如北方学生更加标准。

例如：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中，很多的地方方言中都是“n”
和“l”不分的。这也是很早以前就被一致认定的语言现象，而

且时至今日依旧无法解决。所以，这些中国南方地区的学生，

在英语发音方面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经常将 light读出更接

近于 night的发音；其次就是在其他音调的口语发音中，中国

南方地区的学生在唇、齿、舌、喉音方面的方言呈现也要更明

显于北方的学生。

2.2 教师素质问题

从当前中国各大高校的英语教学情况来看，导致高校英

语语音教学效果，无法实现预期教学目标的原因之一，还在于

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问题。由于很多的英语语音教师也存在

自身发音不标准的情况，进而导致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无法

更好地对学生的发音进行指导。还有一部分的教师则是自身

的专业性不足，导致学生在遇到课程大纲以外的问题时，教师

无法通过自身更丰富的专业性经验，为学生解决问题。

2.3 教学内容问题

从当前的各大高校英语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的英

语语音教学内容，在实际的英语语音教学过程中，都会出现学

习过程较长且较为分散等问题现象。而这样的问题也就使得

学生无法在学习过程中，对英语语音教学内容形成良好的学

习兴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无法保持学习内在需求下的

学习热情，最终放弃对于英语语音的学习。

结合于上述的三点实际问题，教师需要在当前的高校英

语教学过程中，通过更具有针对性的方法，真实有效地提升学

生在英语语音学习方面的学习兴趣、学习热情、学习效果。基

于此情况的综合分析可见，英语语音微课，这一新型教学模式

则能够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

3 高校英语教学中英语语音微课的应用

分析

3.1 英语语音微课的应用优势分析

首先，英语语音微课的核心内容相较于传统的英语语音

教学而言，其主题目标都更加明确突出，这也有助于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明白课程的主旨。因此，在

英语语音的微课设置与制作方面，相关的设计制作人员，通常

也只会针对于一个知识点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以此解决

教学与实践的方向性问题，对于学习者而言，这样主体鲜明的

英语语音微课，也能够在更多的实用性上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其次，英语语音微课的另一个应用优势则是表现在其自

身精细化的应用特点上。通常，一堂英语语音微课的时间长度

为 5~10min，要求围绕一个知识点教学。因此，微课设计者首

先在满足了主题突出、目标明确的第一应用优势下，还应注意

到微课虽然短小精悍，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完整性、示范性、

代表性，能够有效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微课看

似一个个碎片化的知识点，实则将教学内容分割为众多知识

点，通过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而学习

者可以从个体知识点入手，利用零碎的时间学习，从而完成系

统知识的学习[3]。

在心理学的知识理论中认为：“通常情况下，人的思维如

果始终处于一种兴奋且愉悦的状态下，其自身对于外界信号

的接受速度，也就必然会表现出更为超常的状态。”因此，英语

语音微课这一新型的教学模式也恰好是利用了这样的知识理

论，并且通过对信息、文字、影像、声音、媒介等一系列内外感

知的结合，最后通过一个多元化的整体，让学生者能够在更明

显的视听感官下，激发自身的主动性学习热情与学习兴趣，从

而持续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进行教学内容的深度学习。

此外，对于当前的高校学生而言，仅仅是想要通过课堂的

学习时间来提升自身的英语语音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

对于语言类的实操性学习知识。因此，微课的出现则可以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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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自身的课余时间中，通过英语语音微课平台不断弥补自

身的学习弊端。同时，基于互联网及信息化技术的支持，学生

也可以在突破时间及空间限制的情况下，对英语语音知识进

行碎片化或重复性的学习

3.2 英语语音微课的应用实例分析

英语语音微课与传统英语语音教学相比，不仅能够促使

学生激发内在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够让学生在碎片化的时

间中进行不同方向的知识学习。由此可以看出，英语语音微课

教学模式，在高校英语教育以及学生实践应用方面的灵活性

优势。在学生通过英语语音微课进行反复性的学习与练习的

过程中，学生则能够通过不断的对比，明白自身发音与标准发

音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不断优化自身的英语语音发音问题，以

此来不断实现自身的标准化学习进程。而教师也可以通过英

语语音微课与互联网资源的相互结合，让学生在碎片化的时

间中获得更为系统的学习资源。

例如，将网络上纠正语音发音的视频下载，制成小视频给

学生观看，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语音水平，而且可提升

教学的趣味性，丰富教学内容。另外，在使用英语语音微课的

时候，教师也可结合翻转课堂进行。两者相互结合的方式也能

在极大程度上提升目前高校英语教学的水平。

在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则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教师

要通过英语语音微课这样的教学模式，将当堂课程中的知识

重点与语音练习更好地展现出来，以此让学生在整个学习的

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课程的主要知识体系及结构，从而让学生

在课后能够做好充分的课后练习与专项训练；其次，教师在进

行英语语音微课的教学过程中，也同样需要注意到课程主体

在整个课程结构中的重要性，将更多的讲述部分转为以学生

的练习、演示为主，以此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点的同时，也能够

得到问题的指导及纠正。同时通过更多的微课实践机会，让学

生能够明白自身在英语语音方面的不足，以此不断优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新课改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

展，高校的英语教学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

高校的英语教学而言，在这样的发展实际情况下，则应该对于

学生及整体教学上的问题，进行更针对性的解决。教师在这一

过程中，也要及时发现问题并且深入研究其背后成因，通过更

多样、灵活的英语语音微课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逐渐形成自

身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系统，以此促进高校英语语音教学的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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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高职院校需要积极开展校园内部、外部实践活动，加深

学生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加深对人文素

养的理解，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其次，教师需要明确

教学重点内容、教学目标，合理地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将人文

素养渗透到实践活动中，通过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如诗歌朗

诵等，引导学生感受人文内涵 [4]。

5.3 语文课程与专业课程相结合

高职教师需要将语文基础教学、专业课程教学进行合理

分配，确保语文基础课程为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优质服务。在语

文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既能够加强对专业名词、生僻术语的

了解，又可以准确掌握专业课程的知识点。通过语文课程学习

提升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除此

之外，在高职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将人文素养、未来规

划进行有效融合，并作出正确判断，以此提高学生的职业素

养，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工作岗位，实现语文课程、专业课

程之间的良性循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5]。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高职院校教学过程中，人文素养的培养

具有重要作用，教师需要树立人文素养教学理念，以自身的言

行感染学生，将其渗透到教学全过程中，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

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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