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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nic preparatory English teaching is different from undergraduate English teaching, it has the uniqueness of short teaching time 
and heavy tasks.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have a weak English foundation and serious grading, how to better improve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preparatory students and adapt to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after entering undergraduate studies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for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preparatory English teaching. In order to explore a teaching model that is more in line with preparatory 
English students, the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thoughts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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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预科英语教学定位及反思——以中国云南省高等学校少
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为例
杨妍茜

云南民族大学，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民族预科英语教学不同于本科英语教学，存在着教学时间短、任务重的独特性。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基础较弱且分级化现象严
重，如何更好提高预科学生英语水平，在进入本科学习后能较好适应大学英语课程，对预科英语教学做出准确定位尤为关键。
为探索更加符合预科英语学生的教学模式，论文对此做出了以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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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云南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

情况

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始于 1980 年，办学四十

载，已为中国省内外高校培养了上万名合格的边疆少数民族

预科生，其中部分学生本科毕业后还考取了硕士、博士研究

生，成为民族地区的佼佼者和建设骨干。2013 年 11 月，中国

云南省教育厅批准在云南民族大学建设云南省高等学校少数

民族预科教育基地。基地的建成投入使用，开创了我省少数

民族预科教育新局面，是云南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又

一特色和亮点，是改革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模式的又一创新举

措，对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和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实施“科教兴滇”和“人

才强省”战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繁荣稳定，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中国云南省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

按照“分校招生，集中办学，集中管理”的办学模式，全省

高校的民族预科教育统一集中到基地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实现了我省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由分散型向相对集中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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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科英语教学的几个方面

2.1 民族预科英语的定位及培养目标

民族预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层次，它不同于高

中以应试为主的教学模式，也不同于大学本科以全面运用为

主的目标，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教育层次，也是

国家为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和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的一

种特殊办学形式。培养目标定位与教学质量的提高息息相关，

对学生的学习方向也有引领作用。英语是预科教学的主干课

程，大部分预科学生入学成绩均低于录取学校的本科线，所

以预科学生英语教学中应该重视学生语言基础的夯实，为本

科大学英语学习打下较好的语言基础，具有较强的听、说、读、

写、译的英语综合语言能力。为了达到此目标，更重要的是

要培养学生掌握良好语言学习方法，提高自主学习意识和学

习能力，提升文化素养，扩展国际视野，了解语言所承载的

文化，树立学习的信心，形成对自身有效的学习策略，能顺

利与大学英语教学衔接，实现课程教学的最终目标。少数民

族预科学生受地域、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等的影响，英语基

础不同，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教师讲授的内容无法兼顾每个

学生的需求 [1]。

总体原则要坚持“以预为主，预补结合”，预先让预科

学生学习大学基础性课程，同时补充高中不扎实的基础知识。

2.2 民族预科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一，预科英语所使用的主干教材较陈旧。教材设置目

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尤其是精读能力。但是课文内容

老旧，阅读材料大都过时，与学生接触的文化相差较大，很

难引起学生学习兴趣。

第二，英语教材单一，只有精读教材，主要训练学生精

读能力，而听、说、泛读、写四个方面都没有适合的教材，

造成学生在预科读书一年期间，该方面英语能力下降严重，

在升入本科学习中愈发感觉英语学习的困难，大学英语与预

科英语难度跨越极大，无法适应。

第三，预科学生英语基础分级化较严重，以云南高等学

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为例，一个班级的学生生源包含一

本、二本、三本和专科的学生（专科预科从 2016 年起停止招

生），英语课堂教学难度不易把握和平衡，存在基础好的学

生“吃不饱”、基础薄弱学生“吃不消”的现象。此外，大

部分预科学生来自乡村地区，英语基础薄弱，导致学习兴趣低，

畏难情绪滋生惰性，对英语学习不知从何下手，处于一种半

放弃的状态，不利于教师教学活动的开展。在高考不断改革

的情况下，这种从未在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体语言能力和英语

综合能力等方面进行整体性评价的教学评价体系已经与教学

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2]。

3 改进教学与使用方法的关键性

以上讨论的问题是预科英语教师共同的难题，也是大家

一直在努力改进的方向。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们互相沟通，加

强交流，意识到改变教学的软硬件是一条必然之路。

3.1 教材选用

教材作为教学之本，在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

语课本是教学的主要依据，适合的教材，多样化的教学内容

和课堂设计对英语语言学习有重要作用。因此，针对全面提

高预科学生听、说、读、写、译方面的能力，让预科学生能

在进入本科学习后尽快适应大学英语课程，缩短预科学生与

本科生之间的英语学习程度差距。基地的教师们根据学生情

况和教学实践经验总结，编写了适用于预科学生的听说教材

和写作翻译教材。

教材的编选主要选取的是 CET-4 历年真题题源和题型，

还结合了雅思等社会需求考试的题型。选取 CET-4 为支撑材

料，是在学生中调研之后发现，大部分学生对于通过 CET-4

考试的需求较高，希望通过预科一年可以提前适应考试模式

和题型。在听说教材中，我们设置了 news report、 conversa-

tion 和 gap filling 等题型，主要训练学生对于听力材料细节过

滤和主题干理解的能力；说的部分引用新概念三作为阅读泛

读材料，让学生开口朗读阅读材料，纠正发音培养语感。另外，

还加入一个热门主题作为口语练习材料，要求 2~3 个学生以

小组的形式进行练习。写作翻译教材中，结合了雅思的大小

作文设置，主要锻炼学生对于图表的理解和观察能力以及大

作文中半命题作文的写作能力。翻译方面，分为中译英和英

译中两个模块。选取材料包括中国文化，社会热点，新闻事

实等。这两本教材，很好的补充了预科英语教学中模块的缺失，

让学生们体验到英语课堂的丰富多样，对语言学习的实用性、

科学性、系统性和趣味性都有所提高，这是基地英语教学实

践中总结教学经验，弥补教学缺失的一个重要教学改革。

3.2 丰富英语课程种类

针对同一个班级，学生英语程度差异较大的问题，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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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多样的课程设置。在英语课程设置方面，我们除了英

语主干课，还设置了丰富的英语选修课给学有余力的同学参

加。例如，英语写作课、西方文化与鉴赏、英语翻译之美、

英语口语课等。对于“吃不饱”的同学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

的选修课，对英语语言文化，英语实际运用等方面的能力进

行补充学习。选修课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给同学们补充更

多的英语知识，让他们对英语学习，从简单的语言学习上升

到对英美国家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希望从文化和实际运

用的角度出发，让学生意识到英语学习的必要性和有用性，

能在大学期间坚持必要的英语学习。

3.3 教学的方式、内容

课程改革不断要求课程内容要吐故纳新，减少旧、繁、

重复的部分教学内容，引进新的教学方式，改进有效的教学

方式，最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英语教学，归

根到底就是一门语言，一种文化的学习过程。既然是语言的

学习，所以提供丰富的语言材料是根本。除了主干教材外，

应该补充更多的教材或材料，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主干教

材讲解方面，应该结合教学内容，突出重难知识点，结合考

纲，强化学生英语基本知识点的学习。对于补充部分的知识，

要及时更新内容，引导学生实行补、预结合，精讲、略讲、

自学相结合。在日常教学中加入多媒体课件、教学辅助、雨

课堂和教学新模式，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筛选、整合和补充，

保持主干教材系统性的同时，又加入了新颖的教学形式，同

时扩大了教学容量，也注重了学生的知识点主体性和可操作

性。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加强第二课堂活动，基

地每年举办英语演讲比赛、英语书法大赛、英语沙龙等活动，

营造一个氛围浓厚，知识范围广，形式多样，活动百变的英

语语言环境，同时也激发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

4 结语

预科学生刚刚从中学进入大学校园，对自身身份的转变

和定位不明确，对学习方式的改变和新环境的适应都处于一

个过渡阶段，对大学要求自主学习和探索的学习模式尤为陌

生。自我效能感强的人往往将其成功归因于自身的努力，这

种积极的思维方式促进动机水平的提升，自我效能感低的学

生将成功归因于自身运气与偶然 [3]。

因此，对预科学生进行学习方向和方法的指引，利用预

科这一年摸索和形成适应自身的学习方法，激发预科学生的

学习意愿和自信心的培养是很有必要的。预科英语教学的准

确定位和教学方式的转变补充就更加重要。我们要立足于预

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探索出更加符合民族预科特色教学

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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