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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些年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人跨文化交流的需求日益增强，德语作为第二外语出现在越来越

多的高校课堂上。本文对理工科为主的高职院校中德语公选课各方面的现状进行阐述与分析，提出了解

决的方案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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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demand 
for Chinese peopl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increasing apace. German appears in more 
and more college classrooms as an optional course. This essay elaborates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all aspects of German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hich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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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gineering are the mainstay, and proposes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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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中国人有了更多跨文化交流的机会，同时也肩负起向国外传播中国形象的使命。外语作为跨文

化交流的载体与工具，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课堂上。相较于英语，德语对多数高校学子来

说仍是新奇而陌生的。在此，笔者以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的德语公共选修课为例，就目前高职院校的

外语类公选课的困境进行阐述与分析，反思在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指出解决困难的构思与方案。 

2. 德语公选课简介 

自 2016 年在学校开设“德语基础发音与日常对话”公选课以来，选课人数由最初的 60 人逐步发展

为现在的 120 人。鉴于德语基础课在学生中反映良好，2020 年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开设了“中级德语”公

选课。公选课的选课人数约在 60~120 人左右，每周 3 个学时(一学时 45 分钟)，一学期总共为 30 个学时。

通常最后一周是考试周，德语学习的实际时长为 27 个学时。 
基于德语相对英语单一固定的发音特点，教师在授课目标中更多的注重于培养学生独立完成拼读德

语单词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讲授德语口语中常见的对话。德语基础课完全不涉及德语语法知识，中级

德语课会浅显地引入德语语法知识(如德语四个格的概念，德语谓语动词变位等)。基础德语和中级德语课

均要求学生掌握 5~20 的德语词汇，并且会穿插讲授德国概况。 
据调查，80%左右的学生选择德语公选课是因为好奇，而 90%以上的学生英语水平欠佳(未达到大学

英语四级标准)。由于公选课是全校性的选修课，所以选课的学生专业遍布全校九个学院，其中非英语专

业占比达 80%左右。学生到课率一般维持在 95%上下。 
课程的考核分为平时成绩与期末笔试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期末笔试占 70%。期末

笔试采用开卷的形式线上进行，学生在学习通移动端或者电脑端答题。平时成绩的分数来源于为学生课

堂主动回答问题(不论对错均加分)，并要求学生在期末在独立拼读完整的句子。 

3. 德语公选课困境 

根据学生的考试结果，再结合笔者近几年的教学感悟，德语公选课在专科院校的授课成果主要受以

下几点困难之处的制约。 

3.1. 客观存在的困难 

课程时长设置不合理，授课时间均在晚上。根据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要求，所有公选课绝大部分

设在每周一至周四晚上的时间，从傍晚 6 点半至晚上 8 点 50。每次课程涵盖 3 个课时。很多学生都是在

上了一整天或半天的专业课后，晚上再赶赴公选课的教室。鉴于上述情况，很多学生出现上课注意力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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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长时间集中，课堂互动不积极，学习效率低等问题。 
同时，公选课总课时较短，教学任务分散，公选课人数多也是一大原因。相比于一般的英语专业课，

德语公选课一学期总共只有 27 个学时。要求学生在这 27 个学时内掌握德语全部的发音知识、熟悉的少

量德语词汇和一些德语日常对话，同时还要接触德国的风土人情，这一系列的教学任务可谓是捉襟见肘。

一般来说，公选课普遍报名人数在 100~120 人左右，教师在授课时只能顾全大部分学生，无法对所有人

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此外，德语语言本身也是一大难点[1]。对于母语为汉语的中国人来说，很多人学习英语尚且感到吃

力，更遑论学习一门新的二外，并且德语公认的学习难度大过英语。撇开复杂的语法知识，光是在引入

德语字母 Ä Ö Ü ß 的发音已经让很多初学者望而生畏。 

3.2. 学生方面的原因 

作为二外学习者，个人学习的兴趣与不畏困难的毅力是增进学习成果的重要法宝。而在一所以理工

机械、纺织服装为主的高职院校中，学生选择这门课，普遍是出于好奇，部分是混个学分的心态，学习

动机并不强烈。选课的学生 50%以上来自偏理工的专业(如建筑工程、针织服装，高分子材料等)，30%左

右来和英语相关性低的专业(如室内设计，产品艺术，皮具设计等)。一部分学生习惯性地采用逻辑思维来

推导外语学习，而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背语法；一部分学生外语学习能力差、对外语学习缺乏信心，

这进一步形成德语学习道路的阻碍。 
此外，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英语基础薄弱，这为学习二外德语无疑增添了难度。很多英语差的学生

在德语学习初期还能坚持学习几个课时，但因自身英语水平低，英语学习习惯差，对语言学习没有信心，

发现德语学习比英语还要吃力的时选择直接放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生中普遍存在课堂沉默的现象。相比于氛围更轻松的 10~20 人小班教学，120

人的大课堂让部分学生害怕在同龄人面前“丢脸”，就算知道正确答案，也不想“抢风头”，不主动回

答问题。另一部分学生则“浑水摸鱼”，抱着上课人多，老师注意不到自己的侥幸心理，根本不参与课

堂学习。不参与课堂的学生随着课程的进行，拖欠的知识越多，由初期的不愿回答到后期的不会回答问

题，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课堂沉默现象。 

3.3. 教师方面的原因 

在教师层面，教学方法单一，授课内容枯燥也是学生逐步丧失学习兴趣的原因之一。第一周初次上

课，教师会引入德语发音的视频，例举德语单词的发音来激发学生对德语学习的兴趣。但在之后的课程

中，考虑到学生人数众多以及尽可能在 6~8 周内让学生掌握德语发音知识的教学目的，使得教师主要采

用传统的讲授法。英语基础好、外语学习兴趣浓的学生对此类授课法表示游刃有余，但更多的学生则会

出现上课开小差，思维跟不上老师的节奏之类的情况。 
其次，教师个人对学生整体语言水平认知和个体性差异心理了解不够，把握不足。笔者在教授德语

公选课以前，在德语领域接触的都是本科类别及以上的同行，大家外语水平均有一定造诣，一般都能达

到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的 B2 水平。而

专科类的院校有很大部分学生是来自四川省省内三四线城市与县城的学生，部分学生不论德语英语或普

通话发音，都有很重的口音。这部分学生虽然有跨文化交流的意愿，但在本身英语口语水平欠佳的情况

下，也无法圆满完成教师方面所要求的发音。 
课程设置方面，教师有时候过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德语全部发音知识，并要求学生在期末时能够独

立完成德语单词及简单句的拼读。这样整个德语课偏重抽象、理论性的知识，并且由教师扮演主要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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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者的教学方式，日积月累，难免让学生感到枯燥无趣。 

4. 困境反思与解决方案 

4.1. 科学制定教学目标与教学侧重点 

学校公选课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相对灵活，不像专业课或者实训课有必须达到的统一要求。公选课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大体语言水平因材施教，而非设置单一的教学目标，并且要求学生在规定的课时内

必须达到某一水平。刻舟求剑不可取，与其单纯地追求理想的教学目标，倒不如结合学生真实的外语水

平，通过二外课堂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意识，人文关怀的精神以及对外语学习的兴趣。 
授课之初，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语言是是某一地区的人用以表达他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的

符号体系。由于地域以及文化的差异，中文所属的汉藏语系和德语所属的印欧语系不论是在语法，词汇

和发音上都是大相径庭的。作为汉语母语的中国人，学习符号体系差异巨大的外语，势必会感到吃力和

沮丧。语言虽有一定的规律，但不像理工类的学科那样遵循逻辑，一般人必须在听说读写上下苦功才会

取得外语学习的长足进步。 
鉴于选课的学生普遍英语水平较差，教师在引入德语概念之初，除了简介英德两种语言的异同以外，

还可以在德语元音辅音发音和汉语拼音的发音进行对比。例如：德语元音组合 ao 和汉语拼音 ao 的发音

相同，德语字母ü和汉语ü的发音相同；德语复印组合 sch 和汉语拼音 sh 的发音相似等等。通常来讲，学

好一门语言，听说读写都是缺一不可。但针对英语基础差的初学者，可根据不同水平灵活制定相对应的

教学目标。 

4.2. 丰富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 

选择德语公选课的学生，大多都怀有了解外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与动机。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语发音知

识的同时，也应当注重让学生形成全面的“德国印象”[2]。比如教师在课堂的一开始可以提出几个问题，

留给学生课后思考并在第二周抽学生做答[3]：德国的经济是如何崛起的？它经历了哪些阻碍，又有哪些

助力？德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和中国节日相比，德国节日有哪些不同之处？德国在哲学、音乐、体育、

科学、政治等领域均出现了各种如雷贯耳的名人，请在至少两个领域例举你所知晓的人物等等。用问题

的方式代替陈述，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考，还可培养学生独立查阅资料，做归纳总结的意识与习惯

[4]。 
在引入德国文化时，还可从德国大学生住宿，德国特色食物，德国公共交通，德国圣诞集市等贴合

日常生活的角度入手，由契合学生的角度出发，在主题上吸引学生的兴趣。对于离当代大学生生活比较

遥远的话题，可在做内容介绍前预期学生的反应，再决定是否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授课。例如，笔者曾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后世影响为题，对学生进行课外科普，但学生的反响平平，远不如讲述奥匈帝

国皇后茜茜公主的生平轶事那么热烈。 
此外，引入音乐辅助语言教学，也是一种促进教学成果的手段。笔者在学习德语字母时，采用简单

儿歌的方式来讲授德语字母知识，现场效果好于直接讲授德语字母的发音。除了引入德语简单歌曲加深

学生对德语发音的印象外，也可以在课堂上一些不同类型的德国歌，不仅可以通过音律强化记忆，还可

以同时加深对德国文化的了解。 

4.3. 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调动课堂积极性 

在学生掌握一定德语发音知识以后，可让学生以小组的方式搜集资料，课堂讨论并做一个小的专题

报告。相比于教师单向的讲授知识，由问题导向来引出德国文化、语言各方面的问题，学生选取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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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进行自主性探讨，再自行得出结论，效果肯定比前者好得多[5]。此类方法可以灵活变通，在小的

题目上采用课堂小组讨论，大的题目采用课后搜集资料和专题报告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 
除此以外，对于课堂表现活跃的学生，教师可给予适当奖励。以笔者的德语课为例，凡事主动在课

堂回答问题的学生，不论对错均会加一些平时分，而被动抽到的学生不论答对与否，均不加分。平时分

分值达到一定程度的同学，期末无需进行期末口试。虽然中国学生受传统文化影响，普遍课堂表现比较

腼腆害羞，但年轻人天性爱闹、爱笑的特性是免不了的。通过鼓励、正面反馈学生的学习成果，营造轻

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于师生双方而言都是有益无害的。 

4.4. 强化教学效果，注重考评与审核 

虽然公选课相比于一般专业课，无需达到特定的教学目标，但定期的教学目标不能松懈。在每次课

堂结束前布置学生可完成、难度适中的作业，在课堂期中进行随堂听写都是督促学生学习的必要手段。

做好随堂考评记录，方便教师本人及学生查阅，同时也是对教师某一阶段教学成果的客观呈现。 

5. 结语 

因材施教是教师授课的核心准则之一。语言类课程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授课，同样是跨文化交流课、

人文教育课。作为全校性、人数众多，受众水平不尽相同的外语类公选课，教师应根据自身学校办学特

色，把握学生心理，了解个体性差异的同时科学采用教学手段以丰富教学内容，达到最终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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