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18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手段与传统

课堂不断融合，为课堂教学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基于

社会对兼备良好的英语语言能力与金融专业素养的

金融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部分高职院校为其经济类专

业例如互联网金融专业在大二学年开设了金融英语

课程。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例如金融英语课程的性

质、高职学生英语水平、金融英语授课课时安排、教师

对信息化手段运用程度等，目前部分高职院校的金融

英语课堂仍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授课模式为主，在这

种教学模式下，部分教师无法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

的各个环节，导致教学质量不如预期，部分学生参与

课堂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也大打折扣。[1]因此，如

何将信息化手段与教学活动各个重要环节相融合，能

动地监管学生的学习情况，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和

成就感，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是高校

教师实施金融英语教学活动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目前部分高职院校金融英语教学活动中

存在的问题
1.1 课前预习缺乏监督

金融英语课程是公共基础课，是大学英语的延

续，其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对课程所涉猎的主要英文专

业词汇，以及主要的金融实务操作流程进行讲解或描

述，培养学生用英文对金融理论与实务进行思维与交

流的综合能力。[2]学生通过大一一学年的语言学习，夯

实基础，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和英语的各项能力，为实

现从基础英语到专门用途英语的过渡做准备。但根据

H学院 2018级互联网金融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

来看，在完成大学英语课程学习后，该专业学生通过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简称 PRETCO)的比例仅

为 52.7%，面对一门对专业知识和语言储备相结合的

能力有一定要求的专业英语课，由于课程难度增加，

基础较薄弱的学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课前预习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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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在课堂上获得参与感和成就感、提高学生学

习主动性的重要环节。然而，课前预习的重要性却受

到忽视，部分教师选择在每节课下课前以口头通知或

者通过 QQ群、微信群等方式布置预习作业，然而这

些方式无法了解学生真正的预习情况，不利于课堂教

学活动的开展。

1.2 部分教学方法形式单一

金融英语课程内容专业性强，专业术语、长难句、

文章翻译是课程讲授的重难点。部分高职院校的金融

英语课程采用翻译式教学方式，[3] 即教师在金融英语

授课过程中侧重解析专业术语，强调文献阅读能力和

翻译能力的培养，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处于被动

输入的地位，[3]师生之间互动较少，面对难度较大的专

业英语知识加之枯燥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大幅下降。再者，在信息化手段使用方面，教师普遍采

用 PPT展示金融英语教材配套的课件、播放教材配

套音频等，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此外，部分教师在授课

时局限于教材知识讲解，缺少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新

知识、新事物的延伸与拓展。

1.3 部分教学效果不如预期

在一门课程正式授课前，必须根据本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相应的课程标准、教学目标、授课计划等，

教师的教学活动也依照授课计划进行，金融英语课程

也不例外。但是教师若过于强调本课程授课计划、教

学任务的完成度，而忽视课堂教学活动的实际开展情

况、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程度等因素，不能能动把握课

堂节奏，反而不利于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此外，缺乏

行之有效的教学反馈监管手段也是造成教学效果不

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4]。

2 信息化手段在金融英语课堂中的应用
2.1 课前———利用信息化手段监督学生课前预习

情况

课前预习是学习活动中的首要环节，是保证教学

质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生应该在上课前按照老师

的要求做好预习，带着问题走进课堂，积极参与课堂，

才能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要把信息化手段融入金融

英语课堂，教师可在诸如超星学习通、雨课堂、智慧树

等学习平台和学习 APP上建课，巧妙设计课前预习

任务。例如，在学习平台上推送与下一节课课堂主题

和专业知识相关的视频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期间根

据视频内容设置提问，要求学生参与讨论，各抒己见，

学生在学习平台上的活跃度直接与平时成绩挂钩。这

样教师可以实时了解学生预习进度和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在引导学生做好课前准备的同时，制定合理的

教学目标，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

2.2 课中———利用信息化手段丰富课程教学方法

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教师不断创新教

学手段，丰富教学资源。教师可以从课堂时间分配着

手，适当地将部分课堂时间交由学生主导。在当前信

息爆炸的时代，金融产品不断更新，金融业务模式不

断创新，新事物不断涌现，作为金融专业的学生，必须

与时俱进，掌握本行业第一手资讯。教师在课堂上可

以设计“英文展示”环节，即让学生用信息化手段就近

一周内国内外发生的一桩财政金融时事新闻进行英

文汇报，列出新闻中的重要金融术语，期间可启发学

生使用相关学习 APP 或小程序根据内容设计问答

题，增加生生互动，最后要求学生发表自己对本篇新

闻的看法。此举不仅能让学生了解金融行业要闻，启

发学生思考，还能锻炼学生英语口语表达与专业知识

结合的能力。近年来，信息化手段层出不穷，将其巧妙

地融入金融英语课堂，将金融知识重难点化繁为简，

深入浅出，可以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例如，针对构词法这

个重点知识，教师可利用微课、慕课这些更新颖的方

式呈现，分析金融英语专业词汇，再让学生举例，以了

解学生对该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对于教材配套的课

件，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设计其与学习平

台上的小程序如抢答、随机点名结合，提高课堂的趣

味性。

2.3 课后———利用信息化手段及时获得教学反馈

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和评价系统为教学提供了

丰富的学习资源并有效增强学习效果。[5]教学反馈在

整个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控制论之父维纳曾

说过：“一个有效的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反馈过程来取

得信息，从而了解目的是否已经达到。”[6]教学反馈是

教师了解学生学习能力，能动调整教学进度的重要环

节，同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以金融英语

课程为例，教师可在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后，课上预留

3-5分钟时间利用相关学习 APP或小程序向学生发

放教学反馈表或调查问卷，问题可包括：本堂课教学

内容的选择是否合理、重难点知识是否讲解透彻、金

融术语掌握情况、对话练习时间安排和对话选择难度

是否合理、你希望课堂上可适当增加的教学环节、你

给任课老师的建议等。把教学反馈与信息化手段相结

合，有助于教师适时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教学目标，总

结教学经验，提升教学质量。

3 结语
本文从目前高职院校金融英语教学活动中存在

的问题出发，从课前预习、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三个

方面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从这三个环节着手，

与信息化手段深度融合，分别提出了三条对策，旨在

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率、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教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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