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大学英语大班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大学英语普遍采用大班教学是无奈之举。

国内大学自从1999年以来，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扩

招，大学生规模迅速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教学资源短

缺，师资严重不足。在2003年，教育部高教司张尧学

在讲话中指出，“……英语教师总数10万,而在普通高

校正式上课的学生有900多万人,加上其他的学生,共

有1700 多万, 师生比折合为1∶130。”（张尧学2003）。

最近几年，各高校扩招数量进一步增加，但大学英

语教师的数量却没有明显增加，师资短缺更为严

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公共英语采用“大班+小

班”教学，即大班上读写译，小班上听说课，似乎就

成了各个学校的唯一选择。

关于大班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目

前各个学校的普遍做法是两个到四个行政班组合

在一起，人数大约在60至150人。以笔者所在的学

校为例，2005级全校招生3278人，共有108个行政

班，又划分为33个英语教学班，平均每班99人（上

“读写译”时几个班合在一起上，称为“大班”，上“听

说”时各个班则按照行政班级分开上，称为“小

班”。）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最近几年各个学校的教

学实践，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大班应指那些超过50人

以上的班级。

二 大班教学存在的问题
就大班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已经有很多论文对

此进行了阐述，可参见熊惠(熊惠2006)、杨素君（杨

素君2006)等人的研究。王建新等研究了大班英语

教学中的难点，并设计了相应的教学实验和问卷调

查，试图寻找提高大学英语大班精读课堂教学效果

的途径（王建新等2003）。综合国内已有的有关大

班教学的问题的论述，笔者认为，大班教学最突出

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师生互动差，学生参与度低

我们知道，互动是课堂教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但是面对一个100人至200人的大班，如何开展

活动，进行师生互动以及生生互动，从已有的研究

来看，效果并不理想。

2 个体差异明显，难以实施个别化教学

在大学英语课堂上，不同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

不同，各个专业对学生英语水平的要求不同，来自

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学生，英语基础更是不

同。面对如此巨大的学生差异，如何能够照顾到每

个学生的需求，实施个别化教学，是让英语教师颇

感头疼的问题。

3 教师工作量太大

大学英语采用大班教学，只是解决了学生无老

师上课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改变师生比1：130（甚

至更高）的现状，因此，对教师而言，其工作量并没

有减少，而是大大增加。教师的作业批改量、辅导

答疑和备课等工作量都成倍增加，英语教学从一门

艺术成为纯粹的体力劳动。

4 多媒体课件效果较差

大班上课的学生，特别是坐在教室后排的学

生，常常抱怨他们在课堂上既看不见，也听不见。

由于是大教室，多数教室的音响效果不理想，学生

在练习听力时效果不好；教师用麦克风效果较差，

学生听不清楚；教师的多媒体课件中的颜色、字体、

强调等处理不当，让后排学生很难看清；教师在播

放课件的时候速度、节奏把握不好，学生难以跟上，

容易产生焦虑情绪，等等。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大学英语大班课效

率低下，学生对此意见较大。实践证明，学生对大

班的喜爱程度远远不如小班。以笔者所在的学校

为例，每学期半期考试后会召开一个师生座谈会，

以收集学生对各门学科的反映。在每次的英语座

谈会上，80%的问题与大班教学有关。钟有添等人

收稿日期：2007-12-10
作者简介：李冬青（1972 - ），男，汉族，重庆潼南人，电子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

提高大学英语大班课效率刍议
李冬青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4）

【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高校普遍在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课程中采用了大班教学模式以解决师资短缺的矛盾，由

此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本文中，作者以本人及所在学校的教学实践为例，论述了在大班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办法。笔者认为，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只要转变观念，努力认识大班教学的规律，提高大班教学的效率是有可能的。

【关键词】大学英语；大班；效率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1-0131-04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0卷第1期

2008年3月

Vol.20，NO.1

Mar.，2008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08.01.027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0卷

的调查发现, 90%以上的学生不喜欢大班授课形式

(钟有添2006)。对大班教学效果感到沮丧的还有大

学英语教师。张加民对大班教学状况进行的调查

表明：教师对大班教学效果感觉“差”的占到了

43.75%，“还可以”的占到了39.58%，只有16.67%的

教师认为大班教学的效果“好”（张加民2002）。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解决大班教学中所存

在的问题，提高大班教学的效率，就成为摆在广大

英语教师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

三 如何提高大学英语大班的教学效率
笔者认为，要提高大学英语大班课的教学效

率，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 改变教学观念：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

Rod Ellis指出，在课堂学习中，教师和学生的角

色关系至关重要(Ellis1997：529)。Tony Wright则认

为，师生角色关系是课堂教学的中心(Wrigh2000：

83)。在传统英语课堂教学中，主要体现的是以教师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给学生传

授知识，控制课堂，在整个教学环节中起主导作

用。在我国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在

课堂上还存在着话语霸权的现象。据统计，课堂话

语中教师的话语就占80%”(孙红琼2007：30)。但

是，自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语言教学有效性

的讨论已经从以前的强调教师中心的课堂转向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从注重知识的传递转变到

注重参与和建构主义式的知识发展。”(Arnold1999：

226)。随着建构主义教学观的兴起，人们对教师角

色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著名的建构主义学

者von Glasersfeld看来，建构主义学习中教师的角色

应该是“催生理解的接生婆”，而不是“知识传送的

机器”。教师是意义的建构者，是教学过程的平等

参与者，以及学生活动的促进者。而且，由于学生

不再被认为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学习也不再被认

为是知识从教师到学生的简单传递，学生积极参与

整个教学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李

冬青2005)。

因此，在大班课堂上，教师重点不应该是知识

的传递，不是一味地去寻求如何控制课堂和教学，

而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精心设计课堂教学

活动，增加师生互动，提高学生积极性，以及给学生

创设合适的情境以利于学生主动建构意义。

2 策略训练：从怎么教到怎么学

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根据自己对学习任务的

理解和分析，为实现学习目标所制定的学习方案。

英语学习策略主要包括认知策略、调控策略、交际

策略和资源策略等，核心内容是认知策略和调控策

略（元认知策略）（马丽2004：76）。作为大学英语教

师，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更需要教会学生如何获

取知识的能力，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一个独立的学习者”(束

定芳2004：206)。在整个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是

一个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是外语学习的主体。（束定

芳，庄智象1996：71）因此，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发展

正确的学习策略就显得特别重要，大班教学应该注

重从“怎么教”转变到“怎么学”。如果教师能够花

一些时间给学生讲解大班教学的意义、大班学习的

方法以及对大班学习的要求等，可能会有助于学生

对大班教学形成正确的认识，养成正确的学习方

法，从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3 小组活动：化大班为小班

虽然一个大学英语班上人数可能会达到上百

人，但是如果教师能把一个班级分成若干个6---10

人的小组，则问题就轻松得多。Ellis认为，小组活动

常常被看作是交际教学法的基本特征。它能增加

语言练习机会，改善学生语言输出质量，使教学更

具个性化，营造积极的情感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动

机(Ellis1999：598).。不仅如此，小组互动更能使活

动参与者产生大量有利于语言习得的交互修正，这

种小组信息轮换型使大部分参与者, 包括平时沉默

或者害羞的同学都能积极活跃地参与进来（邓杏

华，黄影妮2005）。

笔者认为，小组活动的作用能很好地体现在以

下方面：

（１）小组活动

在大班课堂上要增加师生互动，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教师就不能搞“满堂灌”，而是应该给学生留

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进行学生活动。为了增加交

流的机会，教师可把全班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

组由一个小组长负责。小组成员和小组长并不固

定，而是定期更换。小组活动的内容应该事先布置

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提前准备，在小组中进行有效

交流，并能利用图书馆、网络等寻找资料；小组活动

的内容应多样化，如：既有只有个人参与的

individual task，如就某一话题发表意见，师生问答

等，也有 pair work，如辩论，编对话等，还有 group

work，如表演，以小组为单位做专题报告等，这样，各

种层次、各种性格的学生都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些

活动中来，从而大大增加他们外语学习的积极性。

（２）作业批改

通常，每周教师都会给学生布置一定书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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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作文和翻译，尤其是作文），以检测他们的

学习效果。但是作业数量太大，即使批改一半，对

教师来说也是巨大的工作量。能不能找到一种比

较省时省力的方法？在作文批改中，笔者在自己的

班级中采取的办法是小组互评。教师首先对所有

学生进行培训，让学生知道作文的典型错误类型，

每一档分数的大致特点等（正如同四六级作文阅卷

前对教师进行range finder的培训一样）；每次的作

文先由同一个小组成员之间互评，各个小组长再把

本小组的作文收集起来由小组长进行检查，最后交

给教师。教师在收到学生的作业后只是抽查少量

作文，然后根据这些作文中的典型错误，以及学生

对作文打分的标准掌握是否准确等，在班上公开讲

评。由于学生都能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去参与教学

过程，其参与意识得到增强，对知识的掌握也更为

牢固，而教师则既发现了学生作文中的典型错误，

也使得自己工作量得以减轻。

同时，教师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还应该考虑

多样化的作业形式：既可以是口语作业、阅读作业，

也可以是书面作业；既可以是面对整个小组的作

业，也可以是面对学生个体的作业。

成员互助

在一个小组中，总有一些学生英语水平较高，

而另外一些学生英语则相对较差。在小组中，教师

要求小组中成绩较好的同学和成绩较差的同学结

成对子，互帮互助，不但让那些成绩差的同学在英

语上能迅速迎头赶上，而且也让他们有归属感，增

加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

4 教学活动：从课内到课外

在大学学习中，最为关键的是“学生自觉学习

习惯的养成”（大学英语课程要求2004：7），因此，教

师大可不必在课堂上面面俱到。一些学生能够自

己学习的项目，如语法，背景知识介绍等，完全可以

放到课外。比如，我校在自建的外语学习网站上，

就放了大量有关英语口语、听力、电影和英语考试

方面的内容，学生平时在寝室就可以上网查看这些

资料，从而把英语学习从课堂内延伸到了课堂外。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大班上课的内容，教师在大班上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课文重点难点讲解、检查作

业和进行师生互动等。又比如，笔者在2003级和

2005级学生中给学生试行了寒假作业和暑假作业：

给学生胶印一些英语美文，让学生在假期熟读甚至

背诵；发给学生听力磁带或光盘让学生进行听写训

练，第二学期一开学教师进行检查，等等。实践证

明，这些尝试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这些练

习，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听力理解能力都得到了较大

提高而无需占用课堂教学时间。

5 评价方式的改变：从终结性评估到形成性评估

新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要求指出，教师对学生

的评估不仅应包含终结性评估，而且应包含形成性

评估(大学英语课程要求2004：7-8)。传统的终结性

评估是“一考定终身”，学生的学习活动完全围绕考

试进行，使大学英语教学陷入了应试的怪圈。而形

成性评价体系则“注重过程，注重学生的发展，因而

对学生的评价也是比较准确和客观的。形成性评

价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学生学习的潜能，促进学生的

学习的评价，给学生提供反馈。”(邹晓玲 2007：

174)。因此，形成性评估通过让学生更多地着眼于

英语学习过程，更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其养成

良好的学习英语的习惯，从而提高其学习效率。以

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从2003级开始，学生的成绩

至少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期末卷面成绩、平时成绩、

口语成绩和期中成绩。学生想要取得比较好的成

绩，单靠以前那样在期末考试前两周突击复习一下

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学生还要注意平时的出勤、

课堂表现、口语考试等，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学生自

觉学习习惯的养成。

6 合理利用多媒体：从播放课件到设计课件

多媒体教学彻底改变了“一支粉笔,一块黑板,

一本教课书,一讲到底”的单一的传统的教学模式。

多媒体教学具有直观、生动、快捷、实用等特点。多

媒体教学在内容上丰富多彩,在形式上新颖活泼。

能刺激学生多种感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有

进一步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范炎炎，吴修

玲2006）。现在，多数教材都配有现成的英语多媒

体课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老师的备课量。但

是有些上课时直接把现成的多媒体课件拿来不加

任何修改使用，上课只是点击鼠标播放课件，成了

不需任何思考的“放映员”。实际上，多媒体课件决

不是简单地将教材内容简单地搬入课件。由于在

学生，教学设施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各个教师

对课件的颜色、字体、授课内容的排列顺序等也有

所不同，教师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课件，而应该在

现有课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加工，使其更能满足自

己班级需要。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我校所使用

的《21世纪大学英语》，既配有以PPT制作的多媒体

助教课件，也配有由专业编程语言打造的供学生自

学使用的助学课件，教师上课主要使用PPT助教课

件进行教学。但是，这套课件也存在一些缺点，如：

编制课件时还没有大班概念，都是针对小班教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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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字体较小，在大班使用学生看不清楚；课

文、作业、听力等内容的顺序安排太呆板，且听力部

分采用的是与之配套的听力教材，但是我校现在并

未配套使用该听力教材，等等。如果不加以修改就

使用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时，教师就需要对这些课

件进行二次开发。由于基本的素材如课文、语言

点、背景知识和作业等已经录入，二次开发的工作

量其实并不大。二次开发后的课件，应该做到直

观、清楚、活泼生动，融教育性和观赏性于一体。教

师在设计好课件后，还应该拿到所上课的教室实地

检验，一方面保证能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确保颜色、

字体、背景等能让后排学生看清楚。

总之，大班教学对多数大学英语教师而言，是

一个新事物，而且看上去也不大可能在近期得解

决，还将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大班教学还存在着

很多问题，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使大班教

学的效果达到跟小班一样，似乎有点勉为其难。作

为大学英语教师，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但是，只要

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大班教学，

积极投身于对大班教学的研究，了解大班教学的规

律，摸索出一套适应大学英语大班教学的模式，提

高大学英语大班课的效率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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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fficiency of Large-class 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LI Dong-qi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engdu,Sichuan 610054)

Abstract:With the enlarged enrol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arge-class instruction has been common in many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 Based on the practice adopted by the author and the
university which the author is fro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instruction in large classes and its
solu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it is possible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instruction in large classes so long as teachers
change their belief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larg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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