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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学外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促进大学生素质 、知识和能力的协调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以下简称《指南》）对大学英语课程的
定位 ，该课程是 “大学外语教育的最主要内容 ，是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必修
的公共基础课程和核心通识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教育部高等学校
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3）。大学英语教学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得到了外语教育界的
持续关注，涌现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作为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已
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如程红 1994；张文霞、罗立胜 2004；乔梦铎等 2010；张晶 2010；
王守仁、王海啸 2011；吴颖 2018）。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于
2009 至 2010 年对全国 530 所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王守仁和王海啸
（2011）报告了该调查的主要结果 ，并就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方向提出若干建议。然而遗憾
的是，在此后的 10 余年间，如此大规模且具有重要参考作用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研究一直
比较鲜见。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Jiang 2017），“大学英语教学应贯彻分类指导、因
材施教的原则，以适应个性化教学的实际需要”（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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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依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考察了甘肃省、
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调查发现，该地
区大学英语教学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即部分院校对大学英语教学不够重视、大学英语
教师学历和职称偏低、生源质量欠佳、课程结构与内容不够完善。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
几点改进建议，以期为深化我国西北地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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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笔者拟依据《指南》，借鉴王守仁和王海啸（2011）的研究思路，对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省区（以下简称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进行考察①，
并找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为深化我国西北地区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提供参考 ，同时助力中国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 （王文斌 、李民 2017，2018；李民 、王文斌
2019，2021）。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为了对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我们依据《指南》相关内

容，结合对该地区大学英语教学现状的长期观察和了解，设计了此次调查的问卷。该调查问卷由 8个
部分构成，包括 13 个条目：第 1 部分包括 1 个条目，即院校名称；第 2 部分包括 5 个条目，即学分、
开设学期、总课时及具体分配、课程内容设置、班级规模，与《指南》第 4 章“课程设置”相关；第 3 部
分包括 1 个条目，即教学评价，与《指南》第 5 章“评价与测试”相关；第 4 部分包括 2 个条目，即大
学英语教学信息化和教材选用情况，与《指南》第 6 章“教学方法与手段”及第 7 章“教学资源”相
关；第 5 部分包括 1 个条目，即大学英语教师队伍，与《指南》第 8 章“教学管理”和第 9 章“教师发
展”相关；第 6 部分包括 1 个条目，即学校对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第 7 部分包括 1 个条目，即
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第 8 部分包括 1 个条目，即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其结果
仅作辅助参考。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甘青宁新四省区共有各类本科院校 50 余所 ，为了保证调查的覆盖面和可信度 ，我们调查

了其中 31 所 ，院校类型包括综合类 、师范类 、理工类 、财经类 、医药类 、农林类 、民族类等多种
类型。我们向 31 所院校各发放问卷 1 份，邀请所调查院校外语学院院长或主管教学的副院长 ，
抑或大学英语教学基层组织负责人帮助完成问卷。31 份问卷全部返回 ，且均为有效问卷 。我们
对问卷中的定量条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对定性条目进行了汇总和归纳 ，提炼出具有共性的
内容。

三、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结果

我们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梳理，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课程设置、教学评价、教学手段与
资源、教师队伍、调查对象对大学英语教学受重视程度及存在问题的感知，以下将依据《指南》进行
逐一说明。

（一）课程设置
就大学英语课程学分设置而言，11.5—13.5 学分的院校数量最多②，其次为 8—10 学分、16 学分、

5—7学分，仅 1所院校为 3学分（见表 1）。

①陕西省是高等教育大省，相对而言，甘青宁新四省区高等教育的状况更为相似。因此，本研究未将陕西省纳入调查范围。
②14 所院校的大学英语课程为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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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英语课程学分设置情况

指标 16 学分 11.5—13.5 学分 8—10 学分 5—7 学分 3 学分

院校数 5 16 6 3 1

占比 16.13% 51.61% 19.35% 9.68% 3.23%

《指南》提出，“基础目标与提高目标级别的课程建议每周安排不少于 4 课时，发展目标级别的课
程每周可安排 2—4 课时，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20：24）。调查结果显示，28 所院校在第 1—4 学期均开设大学英语课程：每周 4 课时的院校
有 13 所；周均 3 课时的院校有 14 所，其中每周 3 课时的院校有 7 所，其余 7 所院校为第 1—2 学期
每周 4 课时，第 3—4 学期每周 2 课时；每周 6 课时的院校有 1 所。此外，2 所院校在第 1—3 学期开设
大学英语课程，1 所院校仅在第 1—2 学期开设大学英语课程。就课时安排而言，多数院校基本符合
《指南》的要求。

从教师周授课时间来看，27 所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师每周至少承担 12 课时的教学任务，其中部
分院校教师的工作量相当繁重，如 5 所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师每周承担 16 课时的教学任务，1所院校
的大学英语教师每周承担 18 课时的教学任务，1 所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师每周承担 20 课时的教学任
务，1 所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师每周承担 22 课时的教学任务。

《指南》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体内容可分为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三个部
分，并由此形成相应的三大类课程”（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18）。调查结
果显示，31 所院校均开设了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技能的通用英语课程；5 所院校开设了专
门用途英语课程，如学术英语、学术写作、英语公众演讲、医学英语、涉外护理英语等课程；2 所院校
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就课程内容设置而言，31 所院校与《指南》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从大学英语课程班级规模来看，17 所院校班级规模不超过 70 人③，且校内分布比较均衡；7 所
院校尽管班级规模不超过 70 人，但由于实施分层教学或按专业组班，校内分布不太均衡，少则
20 人左右，多则 60 人左右；7 所院校班级规模在 80—150 人之间。不容忽视的是，班级规模过大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性。就班级规模而言，大多数院校与《指南》的要
求有不小的差距。

（二）教学评价
“评价与测试是检验教学质量、推动大学英语课程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手段”（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25）。此次调查涉及平时成绩占比和平时成绩构成，后者包括出
勤、作业、课堂表现、期中考试、实践周成果展示、网络学习与练习、各类学科竞赛等多个选项。

调查结果显示，就平时成绩占比而言，1 所院校占 70%，2 所院校占 60%，15 所院校占 50%，9 所
院校占 40%，4 所院校占 30%。由此可见，所有院校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形成性评价，超过一半的院
校（58.06%）平时成绩占比不低于 50%，综合运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以不断提高大学英语教
学质量已逐步成为一种共识。就平时成绩构成而言，31 名调查对象均至少选择了 3 个选项，说明所
有院校均能够“采用多样化的测试方式，全面检测和跟踪大学生英语能力发展”（教育部高等学校大
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29）。

③3 所院校班级规模在 40 人左右，11 所院校班级规模在 50 人左右，3 所院校班级规模在 60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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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手段与资源
“外语教育信息化是国家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蔡静等 2021：82），各高校应

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
与课程教学的融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34）。教学资源是课程内部
的构成要素和运作条件，大学英语教学信息化需要以硬件环境、软件环境、课程资源等教学资源为
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调查结果显示，27 所院校所有教室均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18 所院校有语
言实验室，9 所院校有网络自主学习中心，8 所院校有校园外语电台，8 所院校有专用智慧教室，仅
1 所院校没有配置信息化硬件设施。由此可知，大部分院校在以多媒体教室和语言实验室为主的
硬件环境建设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可以为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撑，但整体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22所院校使用 U 校园平台，20 所院校使用雨课堂，17 所院校使用 WE Learn 随行
课堂或超星学习通平台，14 所院校使用 iWrite 写作平台或 iTest 测试平台，10 所院校使用中国高校外
语慕课平台或中国大学慕课平台。软件环境的优化不仅有利于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的个性化和人性化，
而且有助于提升教学管理效能（李霄翔 2019）。

“教材是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载体，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
基本保证”（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39）。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院校选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主干教材，如《新视野大学英语》《全新版大学
英语综合教程》《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也有少部分院校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体验英语
综合教程》《新时代明德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等教材。总体而言，31 所院校均选用影响力较大的优秀大
学英语教材。

（四）教师队伍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所在。教师专业发展是大学英语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根本保证”（高长 2017：

94）。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师为专任教师。从学位来看，大学英语教师的最高学
位以硕士学位为主，17 所院校没有具有博士学位的大学英语教师。从职称来看，16 所院校讲师在大
学英语教师中的占比超过一半，其中 9 所院校讲师占比超过七成，讲师占比最高值为 92.31%；7 所
院校副教授在大学英语教师中的占比超过一半，副教授占比最高值为 76.67%；教授在大学英语教师
中的占比较低，11 所院校只有 1 名具有教授职称的大学英语教师，9 所院校没有具有教授职称的大
学英语教师。

（五）调查对象对大学英语教学受重视程度及存在问题的感知
学校对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该校大学英语教学的方方面面。调查结果显示，9 名调

查对象认为学校非常重视大学英语教学，11 名调查对象认为学校比较重视大学英语教学，9 名调查
对象认为学校对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一般，1 名调查对象认为学校不太重视大学英语教学，1 名
调查对象认为学校极不重视大学英语教学。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认为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主要存在如下问题：学生主动性不够（90.32%）、
生源质量欠佳（74.19%）、教师评职称难（74.19%）、教师科研能力不强（54.84%）、教学方法与手段较
为单一（48.39%）、教师教学水平有待提升（45.16%）、学校投入偏少（41.94%）、课时减少（41.94%）、
教师学历偏低且攻读高一级学位的难度较大（22.58%）、教师积极性不高（19.35%）和信息化建设落
后（16.13%）。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呈现了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从中可以看出，该地区大学英
语教学在课程设置、硬件环境建设、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等方面与《指南》的要求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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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对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并
尝试提出改进建议。

（一）部分院校对大学英语教学不够重视，投入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甘青宁新四省区部分院校对大学英语教学不够重视，在教学环境和教师队伍建

设方面投入不足。班级规模过大、每周课时过多导致部分教师无更多精力进行深入的教学反思或关
注自身专业发展，同时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蒋晓艳 2019）。“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深度融合是满足新
时代外语教学发展内在需求的一种新手段”（王娜、张敬源 2018：4），如果一个院校信息化建设落后，
教师信息素养和教学技能的提升就会受到限制，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的局面就不易改变，“创设立体
智慧的外语学习生态”（胡杰辉、胡加圣 2020：19）也就无从谈起。

鉴于以上问题，甘青宁新四省区院校要提高对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一是要加大投入，创造良
好的大学英语教学环境，积极鼓励教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教学方法与手段的革新；二是要加强大
学英语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为教师专业发展营造氛围、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引进高素质人才以充实
教师队伍、改善师资结构；三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优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学分设置，保证合理的课时量。

（二）大学英语教师学历和职称偏低，职业发展受限
“较之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人才引进方面困难重重”（傅顺华 2016：155），高

层次大学英语师资引进难度较大。调查结果显示，具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教师稀缺及职称晋升难度
大是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学历和职称偏低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英语教
师科研和教学能力的发展受到限制，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他们的职业身份认同感（张华、许斌 2017）。

鉴于上述问题，甘青宁新四省区院校要多措并举，努力提升大学英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
身份认同感（Jiang 2017；Lian et al. 2021）。同时，教师要始终保持对教学的热情，只有对教学、课堂和
学生倾注热情才会使教师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巨大的创造力（徐锦芬、雷鹏飞 2020）。在新形势下，
大学英语教师必须“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主动适应大学英语教育的新要求，不断提高
自身的育人素养、学科素养、教学素养、信息素养和科研素养”（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20：46）。

（三）生源质量欠佳，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够
生源是不同层次、不同地域院校之间的主要差异之一。甘青宁新四省区院校尤其是省属院校

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本地区，他们的学业基础、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与东部地区学生相比有所差异
（刘进等 2019）。因此，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师有必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有针对性
地开展大学英语教学。具体而言，可采取分层教学、分课型教学等模式，“让不同层次、不同起点、不
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都能各取所需，有所收获”，推动大学英语教学向“精细化、专门化方向发展”
（乔梦铎等 2010：10）。

大学英语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束定芳 2021），要解决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够的问题，必须建
立多方协同机制，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习品质。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
教学要切实“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使教学活动实现由‘教’向‘学’的转变，使
教学过程实现由关注教师‘教了什么’向关注学生‘学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学成了什么’的转变”（教育部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33），积极构建教与学有机结合、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课内
与课外有机结合、统一性与个性化有机结合的教学共同体（Wenger 1998；Ell & Majo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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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结构与内容不够完善，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课程缺乏
《指南》指出，“除通用英语课程外，大学英语各级别课程还应包括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等

教学内容”（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24）。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以增强学生使
用英语进行专业和学术交流、从事工作的能力，提升学生学术和职业素养为目的”，而跨文化交际课
程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社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
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21-22），这两类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调查结果显示，就大学英语课程
结构与内容而言，甘青宁新四省区院校与《指南》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因此，该地区院校有必要根据学校
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完善以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三类课程为核心的大学
英语课程体系，努力达到“必修课与选修课平衡、输入与输出平衡、语言与文化平衡”（王守仁、王海啸
2019：11）。当然，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不仅需要学校层面的政策和经费支持，而且需要
大学英语教师积极应对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带来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破解甘青宁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问题或困境，除了依靠院校自身的努
力之外，也离不开国家和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例如，高等教
育主管部门可鼓励有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院校招收四省区院校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可
鼓励四省区具备相应条件的院校与东部院校联合培养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教育部高等学校大
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可联合出版社以解决西北地区大学英语教学问题为主题，设立教学研究专项
或举办学术研讨会。

五、结语

“外语教学不是没有危机，不管是专业外语还是大学外语，都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如果不识变、不
应变、不求变，我们就很有可能落在后面”（吴岩 2019：5）。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报告了甘青宁
新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梳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呼吁高等教育主管部
门、院校、社会机构、教师、研究人员共同关注，协同推进四省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甘青宁新四省区
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部分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这一地区所独有的问题，而是全国大部分高校尤其是
地方院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系统调查教学现实问题、研究并解决问题，将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在新
时期的高质量发展及构建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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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Northwest China

REN Yu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findings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In terms of Guidelines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2020) and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paper summarizes four major problem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this region.
Firstly, some universities attach little importance 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Secondly, the number of
teachers with a doctoral degree is very small and their career promotion is rather difficult. Thirdly,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newly enrolled students is comparatively low. Finally, most universities have not
included courses 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of
college English. Correspondingly, some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vide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northwest China; Guidelines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2020);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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