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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学生英语学习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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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晓红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

四川 成都 6 10 0 3 9)

【摘 要】本研究分析了彝族学生英语学习的需求
,

还调查 了他们与汉族学生不同的需求
,

从而为彝

族学生的英语教学提供参考与帮助
。

调查发现彝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
,

其中性格差异

显著
。

彝族学生生性开朗
,

喜欢与他人交流合作
,

从而在语言学习中
,

也喜欢与他人合作学习
,

喜欢课堂

分组活动
。

本文根据调查所收集的信息
,

就彝族学生的英语教学
,

对现在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提出了几条

建议
。

【关键词】需求分析 ; 英语教学 ; 彝族 ; 课程设计 ;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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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英语作为 国际交流 的通用语
,

在全球化的今

天受到了非常高的重视
,

因为它是参与国际合作

和竞争的工具
。

在有着众多少数民族居住的我国

西部地区
,

由于地理位置因素
,

经济发 展比较落

后
,

更需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 时机
,

快

速发展经济
,

提高西部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
。

要

抓住经济机 会
,

就需要 加强本地 区与国际 的交

流
,

所以西部本地区人们的英语水平的提高也就

具有战略性意义
。

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

程
, `

它牵涉许多学习者主观 与客观的因素 ( lE ils

19 9 4)
,

其中文化与民族因素在二语习得研究界

受 到 了 重 视
,

被 许 多 人 研
·

究 ( G ud y k un st a
dn

T i n g 一 T o o m e y 19 9 0 : s v a n e s 19 8 8 : S a t o 1 9 8 1 )
。

但

是在我 国
,

初 中
、

高中的英语教学无视 民族都使

用统
一

的由教育部颁发 的教学大纲
。

我 国大多数

少数民族有 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

汉语对于他们来

说是第二语 言
,

所以在对他们的英语教学中
,

完

全采用给汉族学生设计的大纲是不合理的
。

少数

民族学生因为文化 与母语不同
,

有着他们独特的

英语学习需求
,

在喜欢的学习风格与方法上与汉

族学生会有不 同
,

如果这些需求被忽视
,

英语教

学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

汉语中有
“

因材施教
”

这一说
,

如果对
“

材
”

没有充分的 了解
,

也就无

法做到有效的
“

施教
” 。

本研究 以彝族学生为研究对象
,

目的是调查彝

族学生英语学习方面的需求
,

以期能够为提高彝族

学生英语学习效率提供一定的帮助
,

为制定专门针

对彝族学生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做出一定的贡献
。

彝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
,

根据

19 90 年全国人 口普查
,

彝族人口有 6 58 万
。

为了较

为广泛地收集信息
,

研究采用了四种调查工具
:
问

卷
、

访谈
、

会议
、

观察
。

根据收集的信息
,

参照现在正

使用的教学大纲 (《全 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

(试验修订版 ) 》由教育部于 2 0 00 颁布 )笔者提出几

条可能对彝族学生的英语教学有帮助的建议
。

2 理论依据

B or w n
将课程 ( C u rr ie u l u m ) 分为六个部分

:

需求分析 ( n e e d s a n a l y s i s )
、

目标 ( 。 bj
e e t i v e s

)
、

测 试 ( t e s t i n g )
、

教 材 ( m a t e h a l s
)

、

教 学 活 动

( te a e h i n g )
、

课程评估 ( p r o g r a m e v a l u a ti o n
)
。

需求分

析是一个课程的基础
,

是制定课程 目的 ( G oa l
s

)

的前提
。

要设计一个课程首先要知道学生是什么样

的一类人
,

在怎么样一个水平上
,

希望上完这个课

程后达到什么水平
,

希望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
,

社会需要什么样水平的学生等等
,

否则这个课程就

不能制定出合理现实的 目标
。

B or w n ( 2 0 01 ) 是这

样定义需求分析的
:
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主客观需求

信息
,

以用来确立在特定的教学环境下满足学生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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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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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课程 目的 ( uP rp os e )
,

这也是用来检测课

程目的是否有效的手段
。

这个定义有三层意思
:

一层是需求分析是系统地收集信息
,

信息包括主

观信息
,

也包括客观信息 ; 二层是根据 收集来的

信息来确立符合实际情况的课程目的 ; 三层是指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
,

要检测课程目标是否有效也

需要收集需求信息
,

根据收集的信息对已有课程

目的进行修改
,

使之更为合理
。

客观信息是指那

些清楚的
,

可以直接观察或测量到的数据
,

而主

观信息是那些更难确定的
,

通常与
“

想
” 、 “

希

望
” 、 “

期望
”

等词有关的信息
。

B

~ (2 0 01 )

还提出了六类收集需求信息的工具
:
现有资料的

调查
、

测试
、

观察
、

访谈
、

会议
、

问卷
。

需求分

析是设计一个课程的第一步
,

包括学生 的需求和

社会的需求 ( D u b i n & O l s h ta i n 2 0 0 2 )
。

学生需求

是指学生 的个人要求
,

社会需求是指社会对学生

的期望
。

本研究重点集中在学生的需求分析上
,

调查彝

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上的多方面的要求
,

然后根据收

集的信息
,

就彝族学生英语教学
,

对现在所用的大

纲提出建议
。

3 研究方法

为了较全面地了解彝族学生的需求
,

研究组采

用了四种调查工具
:
问卷

、

访谈
、

会议与观察
,

收

表一

集的信息既有主观信息
,

又有客观信息 ; 既有定量

分析的信息又有定性分析的信息
。

以下分别讨论各

种工具的调查的过程与结果
。

3
.

1 问卷

3
.

1
.

1 研究对象

l) 成都市高级民族中学 (第 46 中 ) 的彝族

学生

调查的学生有初中班的
,

也有高中班的
,

年龄

在 14 一 19 岁
。

2) 西南民族大学彝族学生

所调查的学生全部来 自彝
、

英双语专业大一学

生
,

年龄在 19 ~ 2 2 岁
。

3) 西华大学汉族学生

汉族学生在这里是参照组
。

彝族学生的调查结

果要与汉族学生的相比较
,

由此确定彝族学生的需

求与汉族学生的有哪些差别
,

从而分析出针对于汉

族学生的大纲在哪些方面不适合彝族学生
。

汉族学

生是西华大学经济专业与土木工程专业的大一新

生
。

3
.

1
.

2 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是包括 5 0 个问题的问卷
。

这 50 个问

题划分为六个部分
,

每一部分都是针对不同方面的

需求
。

表格 1 是问卷问题的编排
。

所有的问题都采

用 1 一 5 分制
,

l 分表示很不同意
,

5 分表示非常同

意
。

问卷的指示语与问题全部采用中文
。

3
.

1
.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问题题号 数量

712or1065l ~ 7

8 ~ 19

2 0 ~ 2 9

30 ~ 3 9

4 0 一 4 5

4 6 ~ 5 0

问题所寻求的信息

学习目的

学习课程及方式

教师教学方法

学习方法

自学材料来源及方式

英语基础

所有的问卷是由所调查班的任课老师或研究组

的成员上课时发下去
,

做完后当堂回收
。

彝族学生

发下去 150 份
,

回收 巧 0 份
,

有效问卷 125 份
。

汉

族学生发下去 2 00 份
,

回收 198 份
,

有效问卷 17 6

份
。

将问卷 的结果 全部输进 电脑
,

然后 用 S SP S

12
.

0 对其进行分析
。

表格 2 是彝族学生与汉族学生有明显差异的问

题
,

以及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分析
。

3
.

2 访谈
、

会议
、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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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问问题题 分析析

222 为了了解英语及英语国家的文化
。。

彝族学生在此项得分明显高于汉族学生
,

说明他们们

更更更加对英语文化感兴趣
,

他们的综合性动机更强强

666 因为学校要求学
,

我也没有办法
。。

汉族学生明显此项得分明显高于彝族学生
,

说明彝彝

族族族学生学习主动性比汉族学生要强一些
。。

777 为在以后工作和生活中有广泛知识来源
。。

此项彝族学生明显高于汉族学生
,

这说明
,

更多的的

/////

彝族学生学英语是因为英语是工具
,

可以通过它达到获获

得得得其它知识的目的
。。

999 英语学习应注重阅读能力训练
。。

此两项汉族学生要高于彝族学生
,

因为汉族学生从从

1110 英语学习应注重写作能力训练
。。

一开始学英语
,

英语教学大纲就规定阅读为突出的重重

点点点
,

另外四
、

六级考试阅读与写作占的比重也很大
,

这这

表表表明彝族学生没有汉族学生重视书面表达
,

没有汉族学学

生生生重视考试
。。

222 0 认为英语教师应该选择不同主题文章作为为 此项彝族学生得分高于汉族学生
,

说明彝族学生生

教教材
。。

喜欢不同主题的课文
。。

222 3 我认为英语教师应该用小组讨论方式
。。

23
、

2 8 和 31 项
,

彝族学生得分比汉族学生高
,

说明明

2228 我认为应在非固定桌椅的教室进行
,

便于于 彝族学生更赞成在课堂上组 织活动
,

也更希望参与活活

活活动交流
。。

动
。

说明彝族学生更加活跃
,

喜欢同其它同学有交流
。。

3331 我喜欢课堂上有分组讨论活动
。。。

333 8 我喜欢教师让我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
。。

彝族学生得分高
,

这表明
,

彝族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力

强强强一些
,

更加喜欢自主性的学习
。。

3339 我喜欢教师或同学给我纠正错误
。。

彝族学生得分高
,

这表明彝族学生 比汉族学生更加加

愿愿愿意接受别人给自己纠正错误
,

不太在乎自己的面子问问

题题题
,

喜欢和人合作
。。

444 5 我经常去英语角和同学及用英语交流
。。

此项彝族学生得分更高
,

说明彝族学生比汉族学生生

更更更加认识到最好是能在使用语言中学习语言
,

并且还可可

以以以说明彝族学生更加愿意和别人交往
,

和其他们合作
,,

共共共同学习英语
。。

444 6 我初 / 高中学校教师水平不高
,

学生总体水水 此项彝族学生得分更高
。

彝族学生大多来自较为落落

平平不行
。。

后的山区
,

中学英语师资不强
。。

444 8 我在中学时的英语词汇总量很少
。。

4 8
、

4 9 和 5 0 项彝族学生得分更高
,

这说明彝族学学

444 9 我在中学时的英语语法很差
。。

生在英语学习方面遇到了更多的阻力
,

充分认识到自己己

555 0 我在中学时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很差
。。

基础薄弱
。。

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彝族学生
,

研究组成员

还旁听了西南民族大学四个大一新生彝
、

英双语

班的英语课
,

以了解他们的课堂表现
。

课后
,

研

究者 与 2 0 多个学生进行了面谈
,

面谈时
,

同学们

异常活跃
,

对提的问题都无所保留地回答
。

研究者

还在民族中学与十多个英语教师开会讨论彝族学生

的性格
,

学习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

每个老师都踊跃

发言
。

对于这些调查的结果归纳总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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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彝族学生性格开放
,

喜欢交朋友
,

与人合

作
。

2
.

彝族学生大胆
、

敢说
、

喜欢上口语课
,

喜欢讨

论
,

不喜欢语法
,

不喜欢做作业
。

3
.

教材有的偏难
,

有的偏简单
,

不能满足学生

的需求
。

4
.

对于和他们生活贴近的作业和 比较简单的

作业
,

他们能够完成得好些
。

5
.

考试与学生的需求相矛盾
,

学生活跃
,

喜欢

口语
,

喜欢交流
,

但是考试却注重语法
。

3
.

3 调查总结

由于调查工具较多
,

有必要将所有工具所得的

调查结果作一个归纳
,

总共可以归纳出如下 8 条
:

1
.

彝族学生认为语言学习应主要集中在语言

技能的训练上
,

特别是 日常 口语交流上
。

2
.

教师应当为使英语的使用
,

提供条件和机
Z、
乙丈 O

3
.

彝族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文化更加感兴趣
。

4
.

彝族学生性格开朗
,

更愿意有他人合作学

习
。

5
.

彝族学生更喜欢老师让他们自己发现错误
,

也更比汉族学生愿意接受教师和同学的指正
。

6
.

彝族学生胆子大
,

敢开口说
,

喜欢 口语课
,

喜

欢课堂分组讨论和其它分组活动
,

但是不喜欢语法

和做作业
。

7
.

彝族学生喜欢采用覆盖多主题的教材
。

8
.

大多数彝族学生来 自偏远的山区
,

那里中学

教学条件较差
,

师资不强
,

学生的英语基础差
。

4
.

2 现有大纲的 目标分为两级
,

一级是基本要

求
,

二级是更高要求
。

由于客观原因
,

彝族学生英

语基础要差一些
,

一级 目标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容

易达到
,

更不用说二级目标
。

所以针对彝族学生的

教学
,

二级 目标应当不作要求
。

4
.

3 在教学过程中
,

应当注意教学方法与学生

的性格相符
。

彝族学生性格开朗
,

喜欢分组活动
,

因

此上课应多采用活动
,

活跃气氛
,

提高学生兴趣
。

尽

量在非固定桌椅的教室上课
,

以方便开展活动
。

4
.

4 文化知识的传授在现有的大纲中已经受到

了重视
,

但对于彝族学生的教学
,

文化是个更加重

要的因素
。

不仅因为文化的学习是学好语言的必要

前提
,

而且因为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还能成为彝

族学生学习英语的动力
。

5 结语

4 结果分析

根据上面的调查结果
,

我们对彝族学生 的需

求有 了初步的了解
,

可以看出现在通用 的高中英

语大纲并不完全适合彝族学生
。

4
.

1 现有大纲偏重 阅读
,

而彝族学生更喜欢

口语
,

这两者间存在矛盾
。

大纲应当强调 口头交

际能力
,

而非阅读
。

本研究分析了彝族学生学习英语的需求
,

经过

调查
,

我们发现彝族学生的需求与汉族学生在许多

方面存在差异
。

彝族学生性格更为开朗
、

活跃
,

胆

子大
,

对文化感兴趣
,

而且因为他们学习汉语的经

历
,

对语言学习有多许独特的体验
,

比汉族学生更

了解学习语言的最好方式是使用语言
。

他们喜欢各

种课堂分组活动
,

也愿意别人给他们指出错误
,

但

是他们不喜欢语法
,

不喜欢做作业
。

因为需求的不

同
,

针对汉族学生的英语教学大纲并不完全适合彝

族学生
。

针对彝族学生 的教学
,

应当注意以下几

点
:
应当注重 口头交际而不是阅读 ; 教学中应当尽

可能多地采用分组课堂活动
,

应可能创造学生使用

英语的机会 ; 文化知识的传授可以成为彝族学生学

习英语的动力 ; 教学目标应当放低要求
,

现有大纲

一级 目标达到即可
。

本研究对彝族学生的英语学 习需求调查较为说

详细
,

但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
,

取样太小
,

调查

还不够广泛
,

问卷的有些问题设计不够合理
。

要制

定完整的符合彝族学生的实际情况的高中英语教学

大纲
,

还需要更多地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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