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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化教育改革，深入贯彻落实《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关于培养21世纪懂英语且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

才战略的要求，笔者旨在通过调研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及其挑战，重申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并探索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策略，以期达到提高艺术专业大学生的英语

应用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等综合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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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epen the education reform and fully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training excellent 
students who understand English and hav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the 21st century as 
was set out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Guideline, the author aims to re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by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or art majors. The author also explores the reform strat-
egie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or art majo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abili-
ti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3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35
https://www.hanspub.org/


付颖 
 

 

DOI: 10.12677/ass.2023.1212935 6863 社会科学前沿 
 

Keywords 
Art Major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从 2014 年开始，教育部组织编写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该指南指出“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

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并根据我国现阶段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发

展的现状，将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分为基础、提高、发展三个等级，将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分为“通用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英语”三大类。该指南为我国今后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 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艺术专业大学英语的教学研究近年来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自 2017 年以来，以“艺术专业大学英

语教学”为关键词在知网、万方和维普上检索，相关主题的期刊论文逐年有增加。其中，有关“高校艺

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的文章约 56 篇(部分文章同时被收录)，有关“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

章约 16 篇[1]。 
针对艺术生的特点和学习需求，研究者们在教材选择、教学内容设计、课程思政、实践环节、跨文

化交际能力培养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涉及多元化和深入的特点，为提高艺术生的英

语水平和促进其全面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未来对于教学方法和策略的研究也将继

续深入。各大艺术专业院校或艺术类专业在大学英语教学中都实行了分级教学[2]，在教材的选择上有的

选用了相同的教材，因此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艺术类专业大学英语教学分为：艺术类专业院校大学英语教学和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大学英语教学。

以下只讨论普通搞笑艺术类专业大学英语教学。就笔者所知，很多国内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为顺应英

语人才培养需要和遵从因材施教的原则，实行了大学英语分级式教学。即：大学新生在入学时参加新生

入学英语测试(主要考查应试和听说能力)，校方根据大学生的新生入学英语测试成绩，按照成绩高低，分

为 A，B，C 三个等级。C 类学生和艺术专业的学生，由于整体而言基础比较薄弱，选用文章难度(词汇/
语法方面)较低的教材进行教学。 

本文将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主要案例，并结合类似院校的类似专业教学案例，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本校艺术专业大学生，大学英语必修课为期三个学期。第一学期的大学英语学习，据大纲要求，掌

握一定的词汇量，能看懂一般的报刊文章，具备基础的听、说、读、写、译技能即可；第二学期，艺术

专业的学生统一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要求必须达到院线(即：355 分)，才有资格拿到学位证，如

果通过国家线(即：425 分)，则可以参加第三学期的英语后续课程选修课(如：中美文化对比赏析，雅思

阅读，雅思听说，学术英语写作等课程。) 
有些院校的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不需要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只需通过高职高专类的高等学

校英语应用能力(B 级)考试即可。 
总体而言，一方面，鉴于普通高校对于艺术专业学生的考查要求和艺术专业学生的整体水平，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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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鉴于艺术专业大学生自身对英语学习的需求(仅有部分学生有考研和出国留学的需求)，很多艺术专

业的大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内驱力不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两方面，有些问题亟需解决。 

3. 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的社会重要性 

首先，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对于艺术类学生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艺术是世界性的语言，艺术家

需要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交流合作，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发展动态。良好的英语能力可以帮助艺

术专业的学生更好地与国外艺术家交流，拓宽视野，了解他们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思路，从而提升自己的

艺术水平。 
其次，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有助于学生扩展学术资源。英语是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语言，世界上

许多重要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都是用英语发表的。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英文艺术期刊、参

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接触到最新的艺术技巧和研究成果，从而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为自己的创作提

供更多的灵感和素材。 
因此，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对于艺术类学生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重要性。 

4. 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中有诸多问题，故改革迫在眉睫。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生英语基础薄弱，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新生入学之初，教师会备注班级每位学生的高考英语成

绩，并采用访谈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学情分析，并让学生们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出学习目标和计划。平均

每个班约有 10 人左右高考英语处于不及格水平，有的甚至只有 40 或 50 几分。经访谈发现，艺术专业的

学生高考前的文化课普遍靠自学或考前强化培训，所以有的学生基础薄弱到几乎要从初中英语词汇和语

法开始补起。直接跟其他同学一起上大学英语，显然，是一件非常吃力且具挫败感的事情。而大学英语

教师，普遍教学任务繁重，师资紧张，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一对一地个别课外辅导，只能发放一些

补充材料，让基础非常薄弱的学生进行课下自学。一方面，考验他们的毅力，一方面，对其英语自主学

习能力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2) 学生英语学习动力不足，兴趣不足，英语学习投入时间少。艺术专业的学生，普遍而言，艺术专

业课任务繁重。很多学生经常通宵达旦地画图，做手工，赶作业(艺术类大作业，小作业)。经常听学生们

抱怨，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很少了，艺术创作又需要灵感，哪有时间学习英语。背单词对于他们而言，

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的。在这有限的上课时间里，有些学生因为社团活动，学生会活动，各种事由请假，

连这宝贵的上课时间也放弃了。课表上，常常会在关键的期中 2 周，或四级考试考前的重要 2 周安排学

生外出写生，有的艺术专业即使不外出写生，体育课都能安排上，不知为何英语课要延迟 2 周上，这么

多年过去了，这种现象一直未曾改变。艺术专业的学生的病假/事假率总是高于其他专业的学生。因为从

上到下的不重视和大学英语教师的诉求被无视，所以有些艺术专业学生学习英语的态度更加自由散漫。

英语学习，于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是爱恨交织，想学好英语，又有畏难情绪，最终是两极分化：爱学

会学的，刻苦在学，怕学又不会学的，艰难前行，恶性循环。 
3) 教材存在的问题。教材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教材内容方面(难度和深度/广度)，

一个是配套教参方面(如：教学设计指导，课程思政元素，教材配套 PPT，教辅的音频/视频资源)。艺术

类大学英语教材资源紧缺[3]。纵观教材市场，只有少数权威出版社的教材注明了“艺体生适用教材”或

“艺术类专业适用教材”，多数教材都是针对普通本科类专业学生的教材。文章篇幅较长，长句/复杂句

较多，对于艺术专业学生而言，无论是文章内容，还是词汇难度都比较大。有些学生的语文理解能力和

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不到位，即使用中文解释后，也是一知半解。本校之前艺术专业选用的教材是《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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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第 3 版)，和普本学生使用的是同种教材。为了降低难度，教学进程上，每个单元采用了延长学时和

增加语法知识扩展点的讲解的办法。但教学效果不太理想。后来，更换了《新起点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系列教材。该教材的优势是：专为艺术和体育专业学生编写，语法点解释详尽；课后习题中，很多是大

学英语四级题型，文化聚焦版块，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缺点是：课后词汇释义只有中文版，无英英释

义，且释义和词汇只涉及课文，没有其在其他场合的词性和释义；专业词汇较少/专业知识浅显，点到为

止；课后习题中，第一册至第二册，基本没有涉及写作技巧方面的知识点，选材比较浅显易懂，但对于

成绩较好者，也不具备深度挖掘的内容。当然，也可能是笔者教学能力有限，没发现可挖掘的教材内容。

一本好的教参，堪比一位资深的专家，能够指导任课教师将教材研究透彻。 
总之，虽然教材种类琳琅满目，但真正挑选起来，适合艺术专业的学生的并不多，尤其是适合本校

美术相关专业(动画，设计，数媒等专业)的艺术生的教材。市面上很少有新编的艺术专业适用教材，且教

材内容和配套教参俱佳的就更是难寻了。 
4) 顶层设计方面的问题。如：学时分配不足。第一学期，大学英语课程总学时 48 学时，讲授 6 个

单元听说，6 个单元读写，每个班一周 2 次英语课；第二学期，课程总学时 64 学时，讲授教材内容和四

级强化训练材料，课程内容较多；第三学期，课程总学时为 32 学时，每个班一周一次课。有的学期，因

师资紧张，大班教学，无法深入开展课堂口语活动。小班的时候，课堂活动如果较多，又不能按照教学

进程表完成所有内容，总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5. 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 

5.1. 认知理论在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认知理论在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应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重视学生的主体价值，强

调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价值，认为学习是学习者积极主动的过程。在艺术专业的英语教学中，教师

应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2) 强调认知、意义理解、

独立思考等意识活动在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知理论认为，学习是通过认知、意义理解、独立思

考等意识活动来完成的。在艺术专业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帮助

他们深入理解英语知识和技能，并将其应用于艺术专业的实践中。3) 重视强化的功能：认知学习理论重

视内在动机与学习活动本身带来的内在强化的作用。在艺术专业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多种评价

方式，如作品展示、小组讨论、口头报告等，来激励学生学习，增强他们的学习动力。 

5.2. 人本主义理论在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人本主义理论在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应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1) 强调学生

的主体性和情感需求。人本主义理论认为，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与

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在艺术专业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

了解他们的学习风格和学习习惯，以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2) 提倡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人本主义理

论提倡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途径和选择。在艺术专业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采

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3) 注重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人本主义理论认为，学习不仅仅是掌握语言知识，还包括培养学生的跨

文化意识和能力。在艺术专业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让他们了解英

语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英语；4)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性化需求。人本主义理论

重视个体差异和个性化需求。在艺术专业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应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根据他们

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以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35


付颖 
 

 

DOI: 10.12677/ass.2023.1212935 6866 社会科学前沿 
 

综上所述，认知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在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帮助教师

更好地理解学生需求，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同时，关注学生的

情感需求和个体差异，以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 

6. 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策略 

从认知理论而言，大学英语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认知规律，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据人本主义理论，教

师应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鉴于此，特列出以下几点改革策略： 
1) 强调大学英语学学习的重要性，增强艺术生的学习动机 
英语在留学、国际学术会议、旅游、学术论文发表等诸多领域为必须使用的语言。关于英语学习这

一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毋庸置疑。教师应多向学生灌输用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激发艺

术生们的内驱力和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2) 优化大学英语(艺术类)教材 
建议高校和外语类出版社可组织更多优秀的教师参与有针对性的、艺术类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关

于配套教案简单、教材课程思政元素较少等问题，建议教材编写和开发人员设法深挖教材。比如：增加

单元主题的背景知识介绍，添加相关视频(含时政新闻)和推荐阅读文章；可将有些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案例

换成年代较近的，学生们所熟悉的名人，达到与时俱进的目的；课程思政的广度方面可适当扩展，例如：

有的教材提到了“国家安全”的单元，只涉及了网络安全，引导学生思考电信诈骗等问题，同样也可以

引导学生思考间谍与国家安全的问题(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有责任关注身边的事情，境外间谍从未

停止过在某些领域对在校大学生的渗透)。还有的教材，提到了海外留学的话题，主要要讲到了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培养，可建议适当加入海外留学生在外如何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如何了解和遵守目的国法

律相关知识的讲解[5]。 
3) 加强教师队伍艺术素养的建设 
艺术专业教师可定期开展与专业知识相关的活动，如：沙龙，讲座，艺术展等等。大学英语教师可

参与其中。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包括英语教师在内的公共课教师的艺术素养，同时让老师们在艺术氛围的

启发下获得教学的灵感，找到适合艺术类学生的教学方法。此法对师生皆大有裨益。 
4) 丰富教学方法与手段 
建议采用任务型教学法，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线上教学资

源和创新教学方式。小规模班级授课时，尽量多开展小组合作式学习，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批判性思

维。经调查发现，艺术类的学生多数为视觉型和动觉型学习者。他们思维比较活跃，比较适合开展多任

务/多样化的学习方法。 
5)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增加课堂内的语言实践机会，如：自制道具/自编剧本做角色扮演、拍小视频/宣传片、专题讨论等。

鼓励学生们加强与艺术专业相关的课后实践活动，如：参加国际艺术展览志愿者等。 
6)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大学英语教师可将学生的平时表现、小组合作和期末考试等按照一定的权重纳入评价，以更全面地

反映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实际应用能力。平时表现可以包括课堂参与、作业完成情况等；小组合作可以考

察学生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期末考试则要注重测试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在评价方式上，可以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等多种方式相结合，以增强评价的客观性

和公正性。教师评价主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表现和作业质量等方面；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则可

以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效果有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能促进他们的自我反思和合作学习。教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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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到既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又培养其团队合作意识、集体意识。 

7. 改革策略实施后的效果 

就笔者所在的高校而言，该校一直以来都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努力践行者。为了持续地深化改革，

该校艺术专业大学英语引进了新的教材，大学英语教师一直都在向同行学习，取长补短，在艺术专业大

学英语教改之路上摸索前行，基本能做到与时俱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有不足之处，亟待

努力解决。 

8. 结语与展望 

通过本次研究，笔者发现当前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整体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提高艺术专业

大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教学质量，必须对现有的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具

体实施方案包括优化艺术专业大学英语教材、提升教师艺术素养、丰富教学方法与手段、加强实践教学

环节和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等举措。这些措施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发展需要，同时也能

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总之，教改这一课题，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来解决，尤其是教学管

理者——顶层设计师的职责不容小觑，更要慎重。笔者的研究不足，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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