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 卷    第 3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Vol.31   No.3 
2014 年 9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Sep.2014 

[投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师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3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编号：2013Y14） 
[作者简介]刘集成(1980-)，女，湖南永州人，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英语语言文学。 

影响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消极心理探究 
刘集成 

（广东东软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摘  要]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忽视。鉴于此，在细致探讨高职院校

大学英语教师的消极心理表现形式、原因的基础上，试图提出有效对策来减弱甚至消除这些消极

心理，为提高高职大学英语教师专业水平提供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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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问题研究已经

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国内的一大批知名学者如刘润

清（2003）、周燕（2005）、李洁（2006）、吴一安（2007）、

董金伟（2010）等从多个角度对如何提高大学英语

教师的专业素养、科研能力、教学方法、现代多媒

体应用技术水平等做了深入研究和仔细探讨，为我

国大学英语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本科类院校教

师展开，忽视了高职院校教师这一特殊群体。根据

统计数据，目前我国高职院校有 1300 多所，高职院

校在校生将近占到中国大学生总量的一半，高职大

学英语教师数量也占所有大学英语教师数量的一半

左右。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一特殊教师群体的

专业化发展问题做深入研究，以提高其专业能力，

进而从总体上改善高职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影响高

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本

文试图从消极心理这一角度入手，在细致分析高职

大学英语教师消极心理的表现形式、原因的基础上

提出有效对策，试图帮助教师克服消极心理，提升

专业能力，进而促进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消极心理具体体现 

实际上，消极心理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行业中，

而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师的消极心理又有特殊的表

现形式和特点。尽管我国高职院校有公立和私立之

分，但从总体上来看，只要教师在工作中不出现极

其严重的错误，高职院校的教师岗位仍然是非常稳

定的，一般不会有被辞退的现象。这种制度一方面

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然而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

度上阻碍了教师的积极、主动发展，使教师在对待

自己的职业发展时产生了诸多消极心理。 

首先这种消极心理表现之一就是“教好教坏一

个样”。因为没有太大的职业生存压力，很多高职大

学英语教师认为，在教学中，课前精心备课、花大

量时间搜集资料，制作精美的课件，采用先进的教

学方法和理念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不管是教得最好

还是教得最差，既不会对职业提升有任何的太大帮

助，也不会对自己的工资待遇、津贴有任何实质性

的提高，甚至对今后的职称评定也没有太大影响。

与公司员工待遇和业绩相挂钩的体系不同的是，尽

管学校已经开始进行绩效改革，但基本都是流于表

面形式，教师只要将课时量完成就可以拿到工资，

且教得好的跟教得差得没有任何区别。从笔者与很

多教师的平时交谈中可以知道，持这种“教好教坏

一个样”或者“基本过得去就行”态度的教师占了

很大比例。或者尽管有些教师没有直接表露出这种

消极思想和心理，但从学生对教师的教学反馈中也

能看出以上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消极心理导致的后

果是教师在教学中敷衍学生，不会全身心地将自己

的精力、思维、知识、技能、情感等投入到英语教

学中，致使教学质量下降，同时还影响到教师自身

的精神面貌，阻碍了教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其次，还有很多教师认为高职大学英语课是公

共课，比较简单，自己的水平已经能够完全胜任目

前的教学要求，因而没有必要在知识、技能、课堂

教学技巧等方面花太多精力和时间来进行自我提

升。这种消极心理在很多教师中普遍存在，尤其是

一些所谓的“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有着这类心

理的教师没有意识到大学英语课程的目的、复杂性

和要求。笔者认为，无论是哪门大学课程，它的根

本宗旨都在于精益求精，教师的核心任务是要让学

生在知识和思维上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尽管

学校开设课程的名称上有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区分，

但从传授知识、开发思维、开启智性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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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公共课和非公共课之分，也没有课程难易之

分，担任任何一门课程的老师都应该摈弃将课程分

为三六九等的错误观念，认真对待自己的课程，同

时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教学手法，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第三，消极心理表现为“高职英语无用论”，导

致很多教师既不认真对待教学，也不愿意花时间和

精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很多教师认为，相比名

牌大学，高职学生的英语基础差，学生很难通过一

两年的学习达到高层次的水平，因而英语教学在高

职院校中成了一种摆设课。这类教师认为高职学生

英语水平难以达到一个高级层次，很难在将来的工

作中利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阅读国外最新文献，

用英语进行日常工作交流，因而这类教师在思想上

已经将自己的学生和教学划为“无太多用”和“不

入流”的层次，觉得自己做的工作都没有太大意义。

确实，因为种种原因高职学生英语基础差，毕业的

时候在总体上也很难达到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但是这类教师没有深刻意识到的是，无论是本科教

育还是高职教育都应该是精英教育，且大学教育的

任务不是要在学生毕业时就将学生培养为专家，而

是要为他们以后的终身学习打下一个比较牢固的基

础。况且，如果考察高职毕业生工作中实际运用英

语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大多学生无法在实际的工

作中使用英语并不是因为英语没有用处，而是英语

水平还没有达到正常使用的层次，也就是还不够好，

英语真正学得好的还是非常有用的。 

第四，很多高职学生自身学习英语的热情不高，

态度不积极，影响到教师的职业满足感和自身发展

的心理动力，进而导致教师在教学中产生消极情绪

和心理疲乏，缺乏进行自我专业化发展的热情和动

力。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扩展势头的继续，尤其是随

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客观上来看高职学生

的生源质量比较堪忧。不少地区的高职院校最低招

生分数线甚至在两百分左右，很多被录取的学生高

考英语成绩只有五六十分甚至更低。这些学生在面

对大学英语这门较难的课程时候经常会产生厌学、

沮丧、抵触、混日子、混学分的心理，没有心思也

没有能力和基础跟上大学英语的课程要求。很多大

学英语教师本来认真准备了课程，采用了多样化的

教学手段并运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但很难调动

这些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对于教师的课堂讲授、提

问、互动探讨、甚至课后作业都采取不配合或者无

所谓的态度，久而久而本有着热情的教师也产生教

学怠倦的消极心理，以消极的教学方式来应付学生

消极的学习态度，形成一种恶性的“互动循环”。 

三、建议与对策 

要消除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师的这些消极心理

需要从制度、学生、教师、环境等多方面入手解决。

首先，教育应该是一种最具有道德感的职业，然而

人与生俱来的惰性和从众心理又使得教育不能完全

依靠教师的道德责任感，还必须设立合理的制度来

奖励和约束教师，让教师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

来。因此，学校一方面应该设立合理的奖励制度来

提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应该对消极教

学的教师进行警示甚至处罚，将“教好教坏一个样”

变成“教好教坏不一样”。具体来讲，学校可以定期

要求教研室对教师进行授课情况评估，同时组织专

人不定期检查教师实际课堂教学情况，结合学生对

教师的教学评价来评定教师的教学工作，对于教学

效果突出的教师要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教学效

果差的教师也应该作出批评和处理，从根本上改变

以往好坏不分的状况。制度改革可以给予教师应有

的压力，促使教师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更新教学观

念，改变陈旧的思维模式，进而提升教师自我专业

水平，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其次，从教师自身来看，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完

全改变对大学英语课程的错误看法，不断进行自我

提升以适应现代高职教育的发展，以精益求精的精

神态度对待自己的课程。很多大学英语教师认为，

英语课无非是讲授单词、语法，将课文意思讲解清

楚就算大功告成，因而自己的知识完全可以胜任大

学英语教学，没有必要继续提高。实际上，这种看

法是极其落后和错误的。高职大学英语课不仅要达

到以上最基本的目的，还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教师应该在深入理解和把握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

促进学生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了解，使其在今后与

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进行有效沟通。此外，任

何一门大学课程还应该是思维的课程，大学英语教

师也应该在课堂上教会学生如何从批判性思维、逆

向思维、发散思维等角度来看待问题，提升学生的

思维能力。同时教师还应该找到合适有效的教学方

法来提高学生普遍较差的口语、听力和写作技能。

因此，高职英语教学不仅仅是提升学生英语语言能

力，它还包括思维、跨文化意识、具体技能的提高，

而这些东西的提高是永无止境的。教师只有怀着终

身学习的理念进行自我专业知识、思维、技能的更

新才能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教学要求。同时，在弄清

了大学英语教育所承载的多种功能和目的后，教师

也能认识到即使学生无法在以后的工作场合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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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英语，但在英语课程上所获得的思维模式，文

化意识以及精神气质也能大大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为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因而英语课并

不是“无用”的课，英语也绝不是一种“无用”的

语言。 

最后，学习的主体在于学生，要采取措施改变

学生英语学习不积极的态度，进而促进教师消极心

理的消除。与世界上其他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相比，

我国高等教育还是采取“严进宽出”的模式，大学

教育太松散，尤其是对学生的要求普遍较低，这在

高职院校尤其严重。因此，学校应该在本校学生英

语水平基础上提高要求，采取严格措施，给予学生

学习压力，让学生重视英语学习，促进教学水平的

提高。教学是一个互动过程，学生的反应、配合、

反馈会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热情、方法和策略。具

体来看，学校应该制定具体措施，提高对学生的考

核要求，对于那些不认真学习的学生实行留级制、

延期毕业制甚至淘汰制，促进学生对英语课程的重

视，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只有学生端正了学习态度，

增强了学习热情才能感染教师，让教师觉得自己的

工作有意义和精神回报，从而消除教师的消极心理，

形成一种良性的师生互动循环。 

四、结语 

总之，影响高职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消

极心理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高等教育体制的

原因，也有教师自身的问题，还有学生自身的原因，

这需要我们从学习制度、教师理念、学生管理等多

个层面入手解决。通过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可以有效

减弱甚至消除高职大学英语教师的消极心理，进而

从整体上促进高职英语教学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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