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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更好服务于党中央治疆方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

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W学院开设语言课程，以培养语言

人才为目标，兼顾培养具备基本素质和能力、未来从事语言

工作的专门人才。为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培养人才，特进行此

方面研究。

2 学生语言学习情况调查

为深入了解W学院学生的语言学习情况，课题组集体设

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内容涵盖学生基本信息、语言学习的

影响因素、学习时间、语言实习等方面。调查和访谈采取“问卷

星”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 165份，回收 165份，回收率 100%。
2.1 学生视角

问卷覆盖四个年级，以大三、大四学生为主，确保数据具

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根据调查：

58.18%的学生认为自己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每天努

力学习，对自己有目标、有要求；13.33%的学生对自己的未来

比较茫然；5.45%的学生对语言学习没兴趣。学习者以男生为

主，语言体系又相对复杂，需要教师不断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

32.72%的学生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比较满意，63.03%的学

生表示不满意，4.24%的学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作为语言教

育工作者，如何做好学习目的不明确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显

得尤为重要。

在“影响学生在校期间语言学习的因素”中，排前三位的

分别是：自己不够努力、语言使用机会不多、教材不合适。根据

调查，63.41%的学生认为语言学习对未来职业发展很重要；

56.1%的学生对未来能否在工作中使用语言处理问题不确定，

对未来有些迷惘。

学生的学习动力依次是考试压力、工作需要、同学竞争、

教师督促、个人兴趣和其他，这说明：学生的学习动力主要来

略谈语言学习中的主要困难和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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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外部因素，缺少主观学好语言的决心和意志。更有 4.24%的
学生对自身语言水平持无所谓态度：说明他们缺少职业规划

指导和职业目标定位，对考试成绩、语言能力、未来职业胜任

程度等均缺乏清晰的规划。“大学生需要对自身专业的发展趋

势等进行全面性分析，这就能够促进大学生更好地认识专业

情况，在学习的时候更加专注、全面，从而有助于提升大学生

的就业能力。”[1]作为一所行业院校，W学院应持续开展学生

职业规划沟通座谈会，不断强化学生的专业发展认知，不断完

善个人职业规划蓝图，从而使语言能力培养更加贴近今后工

作实际需要。

调查中显示，背诵词语课文、抄写词语课文、听说练习是

学生运用最多的学习策略。根据访谈：学生日常主要交流对象

是同班同学；同时，学生较少与其他班级同学接触，限制其语

言交际范围，不利于学生的语言习得。

根据问卷和访谈：课题组认为教师应针对知识点，有针对

性地进行学习策略的培养和引导；变化作业呈现方式，调动学

生间接策略[2]（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社交策略）的恰当运用，

扭转部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积极性不强等问题。

2.2 教师语言教学情况调查

为深入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课题组对任课教师采用“问

卷星”方式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21份，回收 21份，回收率

100%。除语言授课教师之外，还调查了相关任课教师，目的

是多角度探讨语言人才培养的实现路径。

根据调查：

教师职称以讲师为主，占 52.38%；其次是助教，占

33.33%；副教授职称仅为 14.29%，说明需要持续优化语言授

课教师的职称结构，加强学科团队建设和教师梯队建设工作。

任课教师教学态度认真，每天花费 2 小时左右时间备

课，这和学生问卷一致，说明授课教师均认真上课，赢得了学

生的喜爱和信任。

教师在教授重难点、练习、导入、复习等环节较多使用多

媒体。随着现代教育技术与课堂教学的不断融合，授课教师

使用 PPT等多媒体技术的比例高达 80.95%，受到学生欢迎。

同时，学生希望结合最新的案例视频，帮助学生丰富未来职

业素养的同时，激发和调动语言学习主动性。

教师普遍反映网络教学资源有限。作为教学资源不足的

现实困境，需要授课教师积极研究教材，提高自编教材能力，

努力开发符合学生学习需求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校本教材。

3 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意见

61.9%的教师认为学生积极性一般，学习效果参差不齐；

23.81%的教师认为学生学习非常主动，教学效果明显：这说

明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于学习效果的调查，教师和学生的调查结果不一致：

说明大多数学生虽然自以为学习目标很明确，但在实际学习

中并没有付出全部精力，仅有近 25%的学生是老师眼中的上

进学生；这才会出现 63.03%的学生对自己的语言学习不满

意，特别是对听、说能力不满意。

根据调查：61.21%的学生认为“自己自控力差，自觉性

差”；43.64%的学生认为“自己不知道如何学习，不会安排学

习活动”；38.79%的学生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23.64%的学

生没有压力和动力。

语言学习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如果自身不树立明确而

持久的学习目标，并在日常学习中保持持之以恒的学习动

力，就很难在词汇、语法等学习中保持足够的后劲，就难以达

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根据调查：57.14%的教师认为“课程开设较合理，在较大

程度上实现了培养目标”；23.81%的教师认为“不太合理，主

要是缺少职业方面的内容。”

学生访谈结果和教师访谈结果基本一致：大多数学生对

开设课程比较满意，但认为缺乏职业类课程。学生的主要精

力和时间都用在了语言学习上。

在“学生急需提高的语言能力”中，教师们普遍认为“词

汇量是最迫切需要提高的”；其次是发音，语法和书写能力。

“大量词汇认知是培养语言技能的基础，对于初学者来说，词

汇量远比结构准确性重要。词汇量的大小从一个侧面决定了

外语理解的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词汇量是制约外语学

习效率的最重要因素。”[3]加强词汇学习，才能更好地帮助

学生学习更难的语法，理解更长的课文，实现语言学习的良

性循环。

4 提高学生语言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

4.1 完善贴近职业需要的语言培养目标

按照“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强化实践、突出应用”的教育

理念，根据未来职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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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高语言教学培养质量，形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能力

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重视基础教学，夯实学生

的语言基础，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同时强化语言实践能力的

训练，通过安排专业见习、语言实习、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等多

个环节，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同时积极挖掘校内外语言

实践教学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种的实践活动。

4.2 适度调整语言专业课程结构

课程是教育活动的核心，也是教育系统得以运行的主要

手段，直接关系到学生知识的构建、能力的塑造和素质的提

高，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人才培养目标需通过具体课

程才能实现，可适当增设服务未来职业需要的相关课程，增加

专业词汇的学习时间。实践环节可依托教学活动有计划、分步

骤地实现课程在巩固和提高学生语言知识向语言技能转化的

重要作用。

4.3 积极锻造高素质语言师资队伍

“教师作为高校教学质量的保证者，对高校发展具有重

要的影响，只有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才能保证高等院校对

当代大学生的素质培养以及能力培养，才能保证高校的教学

水平。”[4]

长期以来，语言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又缺少职业实践锻

炼的机会，难以形成切实满足未来职业需要的语言知识储

备。同时，教学资源相对不足，也给语言教学带来巨大挑战。

教师应利用教研活动时间，按照学科团队进行分组，有

针对性地开展同行听课、评课活动，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育

教学水平、科研水平，提高中青年教师的职称结构。同时应积

极鼓励“把有经验的职业人才请进来授课”的形式，定期邀请

未来职业相关部门的优秀人才来校讲课，从语言使用的场

合、职业需要的重要词汇、句型，语言学习的具体方法等方面

给学生授课，帮助学生较好地学习语言，明确学习的重点和

难点，进一步明确未来职业需求等目标。

4.4 引导学生准确运用各项学习策略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学习策略是为使学习过程更成功、

更愉悦、更自觉、更有目的而采取的行为。要加快学生语言学

习的成效，就需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使用

多种学习策略来共同参与学习的过程。

根据调查：有一定数量的语言学习者学习主动性不够

强，而课堂学习又是学生学习语言的主要途径。因此，课题组

认为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运

用不同的学习策略：

①通过师生共同制定每星期 /月 /学期学习目标，共同

研究不同学习内容的针对性学习策略，使学生明确和强化学

习目标，教师明确和强化教学目标，帮助学生恰当运用元认

知策略。

②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如词汇、句型、语法等，要求学生

恰当地运用与之相关的记忆策略、认知策略和补偿策略，从

而构建语言的知识库。

③针对中等偏下的学生，教师要以鼓励、赞美为主，降低

学习要求，维护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充分保证学生能恰

当运用情感策略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克服焦虑，也能持续鼓

励自己。

④交流是语言学习最重要的功能。要求和鼓励学生在与

教师、同学、朋友、陌生人的对话中不断培养语感、创造新句、

增强自信、巩固原有知识储备，逐渐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语言

体系。这也在无形之中运用了社交策略，培养了合作精神。

语言学习，唯有坚持不懈地反复进行记忆、理解、背诵、默写、

复述、对话、测试、纠错和反复尝试等行为，才可能有质的飞

跃，上述粗浅认识还望在同行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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