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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可成为推进民族地区英语教育改革的突破口ꎮ 以四川民族地区的藏、羌、彝
族大学生的英语听力学习现状为切入点ꎬ以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为主要依据ꎬ探讨四川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听

力学习的问题及对策ꎮ 研究显示四川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听力学习风格、策略、观念上具有民族间差异ꎬ可从强化

听力学习认知、实施听力策略培训、改进听力教材、加强民族英语教师的教学改革和师资培训等方面着手ꎬ改革四川民族地区

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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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英语能力的培养对于我国少数民族人才的培

养尤为关键ꎬ是助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推进民族

地区对外交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手

段ꎮ 多年来ꎬ民族地区的英语教育虽得到极大改

善ꎬ但问题仍然很多ꎬ急需寻求突破口ꎮ 在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ꎬ对大学生英语能

力的培养已从单纯的以阅读写作能力为主变为强

调英语综合应用能力ꎬ尤其是听说能力ꎮ 这一点在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目标和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试改革中均得到有力体现ꎮ 鉴于此ꎬ深入研究民族

地区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成为研究民族地区的英

语教育问题、推进民族地区英语教育改革的突破口ꎮ
四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

聚居区和全国第二大藏区(康巴藏区的核心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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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１]ꎮ 长期以来ꎬ由于多方面的因素ꎬ相较于新

疆、西北和黔东南民族地区ꎬ四川民族地区的英语

教学研究相对匮乏[２－３]ꎬ而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藏、羌、彝族大学生的英语听力学习制约了四川民

族地区的英语教育发展ꎮ 因此ꎬ以藏、羌、彝族大学

生为切入点ꎬ探索发现四川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

生英语听力学习的症结所在ꎬ并系统梳理解决问题

的方法ꎬ这对于四川民族地区的教育改革、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以至于整个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四川民族地区两所最具代表性、
且涵盖藏、羌、彝族生源相对较多的本科院校:阿坝

师范学院和西昌学院为调研高校ꎮ 以两所院校中

的汉族本科生 １１７ 名、阿坝师范学院藏族本科生

１１０ 名、羌族本科生 １１０ 名、西昌学院彝族本科生

１１７ 名为调研对象ꎮ 汉族及藏、羌、彝族的样本构成

中男女比例适中ꎬ英语听力水平差异不大ꎬ且大部

分民族学生由于接触英语时间较短ꎬ英语听力基础

薄弱ꎮ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 ３ 个问题:四川民族地区

藏、羌、彝族大学生的英语听力学习风格、学习策

略、学习观念有何特点? 民族之间(包括与汉族学

生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解决四川民族地区

藏、羌、彝族大学生英语听力学习问题的对策是

什么?
(三)研究方法

１.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汉族大学生和藏、羌、彝族

大学生的英语听力学习自然情况、学习风格、学习

策略和学习观念分别进行设计ꎬ其中“听力学习策

略调查表” 参考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Ｏ’ Ｍａｌｌｅｙ 和

Ｃｈａｍｏｔ(１９９０)关于听力策略的理论[４] 及我国英语

学习策略研究专家文秋芳教授关于认知策略的理

论[５]ꎮ 除学习自然情况调查表采用选择题外ꎬ其余

问卷均采用李克特量表(Ｌｉｋｅｒｔ ｓｃａｌｅ)的五点评分法

进行测试计分ꎮ 在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中ꎬ被试者分

值越高就表示问题描述的情况越符合自己采用的

学习风格、策略或观念ꎮ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敏感

性及文化差异ꎬ针对藏、羌、彝族大学生的调查表中

的部分表述略做了修改ꎬ但总体内容和测试问题数

与汉族学生调查表保持一致ꎮ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纸质问卷和在线问卷(问卷
星)两种方式同时进行ꎮ 最终得到汉族学生的有效
调查表 １１５ 份、藏族学生 １０７ 份、羌族学生 １０１ 份、
彝族学生 １０７ 份ꎮ 所有有效问卷回收后以民族为单
位综合各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数据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进行数据分析ꎮ 由于不同
组的样本数均大于 ５０ꎬ可使用 ｔ 检验对样本进行差
异性分析ꎬ显著性水平取 ０.０５ꎬ用ｘ表示样本均数ꎬｓ
表示样本标准差ꎮ 结合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和计分
方式ꎬ同一范围内均数的大小可以说明学生是否常
采用此种听力风格、策略或观念ꎮ 若 Ｐ<０.０５ 则说
明在此项上样本存在统计学差异ꎮ

三、调查结果

(一)听力学习风格特点

由表 １ 可见ꎬ各民族在“感知风格”上相似ꎬ在
“认知风格”和“与人格特质相关的学习风格”上存
在显著性差异ꎮ 后者可窥探由性格差异所带来的
听力学习上的行动差异ꎬ如学生是否喜欢主动回答
问题、参与活动、完成听力练习、总结问题等ꎮ 由均
值(ｘ±ｓ)可见ꎬ羌族学生的均值最大ꎬ彝族最小ꎬ可
推断羌族学生听力学习主动性更强ꎬ更愿意与老师
和学生交流ꎬ即性格更外向一些ꎬ而彝族学生则相
反ꎮ 这与对民族学生的访谈和自然情况调查结果
一致ꎮ 彝族学生内向型和偏内向型的比例占多ꎬ而
羌族学生ꎬ很大部分归因于汉化程度较高ꎬ性格更
开朗ꎮ

表 １　 英语听力学习风格民族间差异性

学习风格
样本类型
(民族) 样本数 ｘ±ｓ Ｆ Ｐ

感知风格

认知风格

与人格特
质相关的
学习风格

彝族 １０７ ３１.７９±５.６３６
藏族 １０７ ３２.４９±４.７９９

羌族 １０１ ３１.１９±４.３１２
汉族 １１５ ３２.０１±４.５７２
彝族 １０７ ６８.４３±１１.８１９
藏族 １０７ ６８.９９±９.１９２
羌族 １０１ ７１.９６±７.８３２
汉族 １１５ ６８.２６±８.９４７
彝族 １０７ ３８.０８±６.５３７
藏族 １０７ ３８.８９±６.２３６
羌族 １０１ ４１.９２±４.７０５
汉族 １１５ ３８.１５±６.３５３

１.２７６ ０.２８２

３.３８０ ０.０１８∗

９.３５２ ０.０００∗

∗:Ｐ<０.０５ 认为在不同民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听力学习策略特点

元认知策略方面ꎬ各民族在“计划” “选择性注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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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监察” “调整”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ꎮ 具体来

看ꎬ羌族学生在这四个策略的使用方面均表现出明
显优势ꎬ这说明羌族学生在英语听力中更有明确的
学习目标并能详细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ꎬ更关注与
听力学习相关的学习信息ꎬ观察同伴的学习情况ꎬ
也更有意识检查并调整听力学习进步情况ꎮ 相较
之下ꎬ汉族学生的元认知策略使用情况最差ꎬ藏族
次之ꎬ说明汉族学生非常不重视听力学习中的计
划、安排、检查与总结ꎮ 这项调查的结果与笔者之
前研究四川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大学生英语听
力策略差异性时得到的结果一致[２]ꎮ 从中可以得
到启示:教师应积极开展针对汉、藏族学生的英语
听力元认知策略培训ꎬ这对于提高学习者的听力水
平大有裨益ꎬ因为研究表明元认知策略意识与听力
成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６]ꎮ

表 ２　 英语听力元认知策略民族间差异性

元认知
样本类型
(民族) 样本数 ｘ±ｓ Ｆ Ｐ

计划

选择性注意

监察

调整

评估

彝族 １０７ ９.９５±２.３６１
藏族 １０７ ９.５６±２.１４２
羌族 １０１ １０.５２±１.９４７
汉族 １１５ ９.５０±１.９２６
彝族 １０７ ６.７０±１.７３３
藏族 １０７ ６.３４±１.６０７
羌族 １０１ ７.２６±１.３４７
汉族 １１５ ５.８５±１.５０６
彝族 １０７ ９.３２±２.７０８
藏族 １０７ ９.４４±２.０５７
羌族 １０１ １０.１５±２.９９５
汉族 １１５ ８.８７±２.３２３
彝族 １０７ ９.５０±２.５００
藏族 １０７ ９.７５±２.０９７
羌族 １０１ １０.７７±１.７０８
汉族 １１５ ９.１０±２.３０２
彝族 １０７ ９.６６±２.１６３
藏族 １０７ ９.３２±２.２３９
羌族 １０１ ９.６８±２.０６８
汉族 １１５ ９.２７±１.９７９

５.２６３ ０.００１∗

１５.５８９ ０.０００∗

２５４.２７３ ０.０００∗

１１.３４３ ０.０００∗

１.１７１ ０.３２０

∗:Ｐ<０.０５ 认为在不同民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认知策略方面ꎬ各民族在“形式策略” “意义策
略”和“依赖母语策略”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ꎬ羌族
学生在前两类策略的使用上占优ꎬ汉族学生最不重
视“形式策略”ꎬ藏族学生最不重视“意义策略”ꎮ
“形式策略”主要反映学生对听力技巧的重视和使
用程度ꎬ“意义策略”是反映学生是否能使用语言、
非语言线索及背景知识在听力理解中进行推断、猜

测等的重要指标ꎮ 由差异性分析可见羌族学生最

为重视听力技巧ꎬ而汉、藏族学生则缺乏相应的意

识ꎮ “依赖母语策略”反映学生的多语转换能力和

母语的正负迁移对听力学习的影响ꎬ分值越高说明

对母语的依赖越严重ꎬ即母语的负迁移作用越大ꎬ
多语转换能力越差ꎮ 由表 ３ 可见汉族和羌族学生对

母语的依赖最为严重ꎬ彝族最低ꎮ 课题组在问卷调

查、访谈和教学实践中发现ꎬ羌族学生的汉化程度

很高ꎬ许多羌族学生的母语即为汉语ꎬ因此在听力

学习中利用母语(汉语)进行思维的这一特点与汉

族学生最为类似ꎮ

表 ３　 英语听力认知策略民族间差异性

认知策略
样本类型
(民族) 样本数 ｘ±ｓ Ｆ Ｐ

形式

意义

依赖母语

彝族 １０７ ２６.７１±３.７４４
藏族 １０７ ２７.０３±４.２３３
羌族 １０１ ２７.７１±２.７９０
汉族 １１５ ２５.８０±３.０３０
彝族 １０７ ２３.２７±４.２８４
藏族 １０７ ２２.３４±３.９６４
羌族 １０１ ２４.５９±２.３３７
汉族 １１５ ２４.１５±３.０７６
彝族 １０７ ９.９８±２.０２３
藏族 １０７ １０.０１±２.２８４
羌族 １０１ １０.４４±１.６０３
汉族 １１５ １０.６３±２.１９１

５.５９９ ０.００１∗

８.５８７ ０.０００∗

５６.８６７ ０.０００∗

∗:Ｐ<０.０５ 认为在不同民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社会情感策略方面ꎬ各民族在 ４ 项策略上均存

在显著性差异ꎮ 羌族学生最为重视听力实践ꎬ也会

有意识的通过各类练习和多媒体手段来提高听力

水平ꎮ 同时ꎬ相比藏族和彝族ꎬ羌族学生的性格最

为外向ꎬ他们在听力学习中拥有最充足的动力和最

饱满的热情ꎬ同时也表现出最明显的焦虑和紧张情

绪ꎮ 这也印证了课题组对于民族学生心理发展特

征的调查结果:内向型和偏内向型学生往往会将学

习中的焦虑情绪隐藏在心里ꎬ而外向型和偏外向型

学生则是会主动表达出来ꎮ
(三)听力学习观念特点

由表 ５ 可见ꎬ各民族在 ５ 项子观念上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ꎮ 羌族学生在对听力学习的认识上占优

势ꎬ他们更认同听力学习是主动学习的过程ꎬ但同

时也最为功利ꎬ认为听力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

试ꎮ 汉族学生最为重视“管理”这一学习观念ꎬ即他

们认为计划、目标、策略和总结对英语学习非常重

要ꎬ然而ꎬ根据前述“学习策略”的调查分析ꎬ汉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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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元认知策略上的使用情况最差ꎬ由此可见ꎬ汉
族学生对听力学习中的管理观念仅停留在理论认

知层面ꎬ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ꎮ “母语依赖观念”的
调查结果与表 ３ 中的“依赖母语策略”的调查结果

一致:羌族和汉族学生对母语的依赖最为严重ꎬ彝
族最低ꎮ

表 ４　 英语听力社会情感策略民族间差异性

社会情感
样本类型
(民族) 样本数 ｘ±ｓ Ｆ Ｐ

与听力相
关的练习

多媒体学习

交流

听力中的
情感控制

彝族 １０７ １０.２０±２.１８７
藏族 １０７ ９.４３±２.１６４
羌族 １０１ １０.４４±１.４１７
汉族 １１５ ８.８１±１.７３７
彝族 １０７ １３.０３±３.０５１
藏族 １０７ １３.２３±２.８５７
羌族 １０１ １３.９５±１.５６４
汉族 １１５ １１.１０±３.４４４
彝族 １０７ ９.７７±２.４７５
藏族 １０７ ９.２９±２.１６８
羌族 １０１ １０.３８±１.７７１
汉族 １１５ ９.５６±２.３６６
彝族 １０７ １８.７６±４.７９４
藏族 １０７ １９.１１±３.５１６
羌族 １０１ ２１.１８±２.５３１
汉族 １１５ １４.９８±５.９７９

１６.５２７ ０.０００∗

２０.３０９ ０.０００∗

４.４９９ ０.００４∗

３６.７５４ ０.０００∗

∗:Ｐ<０.０５ 认为在不同民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四、研究启示

(一)强化听力学习认知ꎬ提高听力学习动机
１.重视性格、兴趣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研究表明非智力因素能促进智力的活跃ꎬ强化

认知的效果[７]ꎮ 笔者认为ꎬ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力学

习的心理障碍主要受到非智力因素的影响ꎬ包括学
习动机、意志、性格、兴趣、信念和世界观等ꎮ 教师

需要通过心理疏导来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听

力学习动机ꎬ也需要以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来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ꎮ 课题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ꎬ采用内

部培养和外部激励相结合的途径能有效提高学习

动机ꎬ消除心理障碍ꎬ如课内明确学习目标、建立奖

惩机制、创新教学模式ꎬ课外开展自学评比、创造生
动的“第二课堂”等ꎮ
２.培养听力学习的品格和意志

笔者认为ꎬ将听力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ꎬ
能够引导学生具备正确的“三观”ꎬ认识到听力学习

的重要性以及要学好听力必须具备毅力、意志和持

之以恒的精神ꎮ 教师需要在听力实践中有意识地

培养学生这些品格和意志ꎬ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听

力学习动机ꎬ又能助力实现“三全育人”的目标ꎮ

表 ５　 英语听力学习观念民族间差异性

学习观念
样本类型
(民族) 样本数 ｘ±ｓ Ｆ Ｐ

对听力学
习的认识

管理

形式操练

功能操练

母语依赖

彝族 １０７ ２８.４６±４.８０２
藏族 １０７ ２６.１９±４.１１７
羌族 １０１ ３２.０７±２.８４７
汉族 １１５ ２５.３５±３.３７２
彝族 １０７ ２２.０２±４.０４５
藏族 １０７ ２２.８８±３.３１０
羌族 １０１ ２１.３９±２.３３２
汉族 １１５ ２４.４６±３.１９１
彝族 １０７ ２０.６２±３.１９７
藏族 １０７ ２０.９８±２.８２２
羌族 １０１ ２３.８９±２.２４５
汉族 １１５ ２３.５２±３.５５０
彝族 １０７ １９.１５±３.５４４
藏族 １０７ １８.６６±２.９１４
羌族 １０１ ２１.１９±２.３９５
汉族 １１５ １９.４３±５.６５７
彝族 １０７ ２５.３３±４.９１４
藏族 １０７ ２７.４６±４.０３６
羌族 １０１ ２８.２５±３.５４０
汉族 １１５ ２７.８３±５.５７３

６３.８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２.９３２ ０.０３３∗

８.２１４ ０.０００∗

８.４１９ ０.０００∗

∗:Ｐ<０.０５ 认为在不同民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３.实施听力策略培训

大量研究表明ꎬ听力策略对听力理解的效果有
显著影响ꎬ教师应在听力教学中有意识引导学生了
解并运用听力策略ꎮ Ｂｒｏｗｎ 和 Ｐａｌｉｎｓｃａｒ[８](１９８２)认
为ꎬ听力策略的训练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进行:１.在隐
蔽型(ｂｌｉｎｄ)训练中ꎬ教师让学生做一种需要某种策
略的练习ꎬ但不指明该策略ꎬ也不要求学生对使用
的策略进行识别和讨论ꎻ２.在有意识的(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训
练中ꎬ教师事先告诉学生在听力训练过程中所运用
的策略及其用途ꎻ３.在受到控制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训练
中ꎬ教师为学生提供机会对他们所使用的不同策略
做出比较和评价ꎮ Ｂｒｏｗｎ 和 Ｐａｌｉｎｓｃａｒ[８](１９８２)还发
现ꎬ学习者在从隐蔽型训练向受控制的训练的转变
过程中ꎬ其受益程度明显呈上升趋势ꎮ 笔者认为ꎬ
教师应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特点、学习阶段及
认知能力ꎬ有意识、分层次进行递进式的听力策略
的训练ꎬ并采用讲练结合的方式ꎬ夯实学生的听力
技能ꎮ
４.选择更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听力教材

(１)选择具民族与地方文化特色的听力教材ꎮ

６１１



第 ３ 期 康静雯ꎬ宋　 雨:四川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听力学习问题与对策分析

少数民族学生使用的听力教材在编写上不仅应遵

循教育性、科学性的原则ꎬ更要突出地域性和趣味

性ꎬ也要适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需求ꎮ 教学素

材的选择既要贴近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历ꎬ也要突

出民族文化和中国元素ꎮ 增加教材中语言文化对

比分析方面的内容既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
助于消除文化差异ꎬ也能建立学生的多元文化意

识、培养文化适应的能力ꎮ
(２)选择具有三语转换的听力教材ꎮ 对少数民

族学生而言ꎬ民族语为其母语ꎬ汉语为第二语言ꎬ英
语则是第三语言ꎮ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ꎬ而少数民族

语言多属于汉藏语系ꎮ 二者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

既有共同点ꎬ也存在较大差异ꎮ 若教材中的词汇释

义、语法讲解以及课文翻译均用汉语ꎬ则教材未能

反映少数民族学生由民族语＋汉语—英语ꎬ即从双

语—三语转换过程中语言间的差异及语言学习的

迁移问题ꎬ这对部分汉语水平较差的少数民族学生

来说ꎬ既增加了学习过程中理解和记忆的难度ꎬ也
调动不起教学的积极性ꎮ 因此ꎬ选择具有三语转换

的听力教材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听力学习和水平提

高更有意义ꎮ 另外ꎬ少数民族学生的教材还需要有

丰富的课内外教学资源作为辅助ꎮ 多媒体教学设

备、数字化网络辅助教程、翻转课堂、微课堂、慕课

平台、ＡＰＰ 学习软件等多样化的听力学习资源是传

统课堂的有益延伸ꎮ
(二)加强民族英语教师的教学改革

四川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师应加强对«民族教育

学»«民族教育心理学»等相关民族理论知识的学

习ꎬ不断提高自身知识水平ꎬ重建知识结构ꎮ “目前

大部分民族英语教师的课程设计局限在以语言学

和应用语言学作为单一学科的理论指导ꎬ其结果是

在教育实践中存在着重学科知识ꎬ轻教育理念、教
育心理学理论指导的趋势” [７]ꎮ 外语教学活动作为

一种涉及多学科领域知识的复杂教学活动ꎬ需要教

师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ꎮ 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师更

应加强对本地区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民族学习心

理的学习和认知ꎬ以能更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特

点ꎬ提高教学质量ꎮ
(三)更新教学模式ꎬ强化教学改革

四川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师应与时俱进ꎬ适时更

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ꎬ加强听力课程的改革力

度ꎮ 在大学英语听力的课堂教学中一定要革新教

学手段ꎬ以学生为中心ꎬ以培养实用性民族英语人

才为重点ꎬ加强民族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ꎮ 例

如ꎬ课题组在实证研究中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泛

在学习环境和大学英语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优势ꎬ
构建了“听力策略培训、多模态教法、思政教育融

入、视听说结合”四位一体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新

模式ꎬ并应用于前期调研班级一学期的听力教学实

践中ꎬ听力前测和后测的均分显示学生整体听力水

平呈上升趋势ꎮ
(四)结合德育教育ꎬ用心铸人铸魂

在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时代背景下ꎬ四川民

族地区的英语教师应以“三全育人”为导向ꎬ以身作

则ꎬ用言传身教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ꎬ寓德

育于英语语言文化教学之中ꎻ还应注意挖掘教材中

的育人元素ꎬ将语言文化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ꎬ力
求培养并塑造具有民族精神、家国情怀的高质量、
创新型少数民族英语人才ꎮ 教师要用诚挚的心去

感染学生ꎬ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敬业精神、责任感去

影响学生ꎬ还要帮助和鼓励学生在英语听力学习中

树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不怕困难、脚踏

实地的作风ꎮ
(五)重视并加强民族英语教师队伍的师资培训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的特殊性ꎬ对教授

少数民族学生的汉族英语教师进行专门的民族语

言、教育心理、教学法等的师资培训很有必要ꎮ 然

而ꎬ据课题组调研ꎬ四川民族地区的本科院校中具

备民族语言能力的英语师资队伍相对薄弱ꎬ针对民

族语言的课程培训较为缺乏ꎬ且针对民族地区高校

的实际情况和民族院校教师的特殊性开展的教学

法培训并不多见[３]ꎮ 笔者认为ꎬ四川民族地区的高

校应建立民族英语师资培训基地和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ꎬ采取正规培训、业余自修和在职指导等方式ꎬ
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派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国

内外高等院校进修和学习ꎬ使民族英语教师的培训

系统化、科学化和制度化[７]ꎮ 在培训内容方面ꎬ一是

要加强英、汉、民族语三语语言、民族文化能力与素

养、民族英语教学法等方面的培训ꎻ二是要提高教师

的民族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理论等知识水平和能

力ꎻ三是要树立顺应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趋势的新

型的民族英语教育观ꎬ如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ꎮ

五、结语

在实现多元文化整合及多民族共同发展的进

程中ꎬ少数民族人才的外语听说水平和能力的不足

会影响整个民族地区的对外交流和合作ꎮ 本研究

从四川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听力学习的

现状出发ꎬ以藏、羌、彝族大学生为切入点ꎬ利用问

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探索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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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学习的问题与对策ꎬ以期能对解决四川民族地

区及民族院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问题

有所裨益ꎮ 四川民族地区的大学英语听说教学改

革任重而道远ꎬ教师应在实践中多思考、多总结ꎬ以
教促学ꎬ以学促教ꎬ为民族地区的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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