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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group presentations for English majo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on 294 college English majors and 12 of them took part i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and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group present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classes.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1) English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generally like to implement the teaching method of group presentation. English students in private college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group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but the degree of their like of 

group presentation is at a medium level; 2) students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 presentation environment except for 

the classroom layout; 3) teachers can arrange group size reasonably, leave enough time for students to prepare and give 

students help and feedback in class, but they are somewhat deficient in topic arrangement and after-class tutoring; 4) 

the presenters’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need to be improved. These findings were discussed and 

implications were suggested o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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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考查了民办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小组合作课堂展示的现状。通过对 294 名英专学生的问卷调查和 12 位同

学的半结构化访谈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发现，目前民办高校英专学生课堂小组展示存在优点，但也存在问题。具

体表现为：1）民办高校英语老师普遍喜欢实施课堂小组展示这种教学方式，民办高校英专学生普遍认为在英

语教学中有必要开展小组展示，但是对这种教学方式的喜爱程度不高；2）除了课堂布局以外，学生普遍对展

示环境表示满意；3）授课教师在合理安排小组人数、留足够时间给学生做准备和在课堂上给到学生帮助和反

馈方面做得较好，但在话题安排和课后辅导这两方面稍显欠缺；4）展示者的英语水平和展示技巧还需提升。

这些发现对外语教学能提供些许启示。 

关键词：课堂小组展示；环境；教师；展示者 

1. 引言 

随着任务型教学理念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高校教

师 和 中 学 教 师 要 求 学 生 在 语 言 课 堂 里 做

presentation（陈述，展示，报告），相关的研究也

同时进行。课堂展示指的是学生个人或小组在课堂里

就某个话题或书中的某些知识点向全班讲解的教学

实践活动
[1] 

below。课堂展示包含个人展示和小组展

示。目前关于课堂展示的研究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小组合作课堂展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实施情况以

及它对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增强学习兴趣和建立良好

的师生关系的作用
[2]
，教师为提高小组课堂展示效果

所做的行动研究
[3]
，教师对学生课堂展示的有效指导

[4]
，presentation 环节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5]
，小组展

示前准备阶段的同伴对话
[6]
等。 

纵观前人研究，关于“小组合作课堂展示”的研

究主要针对公办院校的研究生
[7]
，公办院校的非英语

专业本科生
[6]
，公办院校的英语专业本科生

[9]
和高职

院校英语专业学生
[10]

，而民办学校英语专业学生却得

不到应有的关注。由于教学对象的语言水平和课程要

求存在巨大差异，同样是实施课堂小组展示，公办院

校学生和民办高校学生对此法的感受未必相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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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深入调查民办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对此种教学

模式的理解和感受，以利于深入了解课程要求、学习

者特点和教师课堂教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本研究将以广东某民办高校的英语专业学生为调查

对象，利用问卷和访谈来收集数据，并尝试回答以下

研究问题： 

1）小组合作课堂展示在民办高校英语专业课堂

实施情况如何？ 

2）民办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对小组合作课堂展示

的态度是怎样的？ 

3）目前的小组合作课堂展示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如何改善这些不足？ 

2. 理论框架 

小组合作课堂展示主要体现基于以下几个理论： 

（1）小组合作学习 

20 世纪 70 时代，合作学习在美国兴起。美国学

者约翰逊兄弟俩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上使学生

通过小组形式共同活动，以此来促进学生自己和同伴

的学习
[11]

。合作学习理论着眼于学生与同伴之间的互

动。在小组合作展示中，从话题的选定，资源的共享，

进一步的交流到最后的成果展示，无时不体现着学生

与同伴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学生不但能够培养团

队精神，而且也能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学习效率，进

而个体也得到了发展。 

（2）输入输出理论 

Krashen
[12]

的输入理论告诉我们，外语学习者需

要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输入固然重要，Swain
[13]

的输

出理论也强调了源源不断的可理解性的输出对于外

语学习者的重要性。在课堂小组展示教学中，学生的

输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准备任务时所查阅

的相关资料以及与同伴的交流过程中，另一个是在课

堂中，学生不仅仅接受到来自教师的语言输入，同伴

的展示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输入。同时，对于

展示者而言，要输出可理解性的语言，他必然会注意

自身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他意识

到语言形式和所要表达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

输出活动能够促进展示者认识到自身存在的语言问

题和困难，以及对目标语领域内未知或知之不足的内

容的重视。 

（3）任务型学习理论 

任务型学习是基于杜威等人的体验式“做中学”

教育哲学思想而提出的教学法，其核心理念是通过模

拟现实生活中语言运用的活动，让语言学习者在完成

任务的过程中习得语言
[14]

。任务型学习最核心的概念

是任务。关于什么是任务，Ellis
[15]

提出了四条判断标

准：1）聚焦于意义的表达； 2）交际双方存在某种信

息差； 3）学习者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语言和非语

言）来完成任务；4）有明确的、非聚焦语言的结果。

任务型语言教学的理念在课堂小组展示教学中得到

了体现。学生通过与小组成员协商确定任务后，积极

利用各种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资源来完成任务，并且整

理撰写报告，即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在展示之前，在

某个特定话题方面，展示者和听众之间存在着信息差，

展示者要自信流利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并和听

众互动，必然聚焦于意义。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通过便利抽样和标准抽样相结合，本研究选取广

东某民办高校 294 名英专学生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参

与调查的学生个人信息如表所示。 

表 1 学生个人信息表 

性别 频数 百分比 就读年级 频数 百分比 是 否 当 众

做过展示 

频数 百分比 

男 32 10.92  大一 91 30.95  是 261  88.78 

 女  262  89.12  大二  62 21.09  否  33  11.22 

    大三  112 38.1    

    大四  29 9.86    

3.2.研究工具 

3.2.1.问卷调查 

本研究在参考蔡静静
[8] 

的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做

了些许修改。该问卷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收集

受试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就读年级和是否当场做

过课堂展示。第二部分询问受试对小组合作课堂展示

的看法，包括 24 道单选题。该 24 道单选题又可以分

为四个维度：第 1-5 题是关于学生对课堂小组展示的

态度（详见表 2），第 6-9题是关于受试对课堂展示

环境的看法（详见表 3），第 10-15 题是关于受试对

实施课堂展示教学法的授课教师的看法（详见表 4），

第 16-24 题是受试对展示者和受试自己的看法（详见

表 5）。笔者对几位受试进行了试测，然后根据试测

的结果对问卷的个别表述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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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

验了问卷的结构效度。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KMO值 = ．929 ＞ ．8，巴特

莱特球形检验值 = 3848.151(df = 276，p = .000 

＜.05)，方差贡献率达到 60.835％ 。通过用

Amos22.0 对问卷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

Chi-square /df、CFI、IFI、TLI、GFI 和 RMSEA 等

几项指数显示模型与数据达到较好的拟合，说明问卷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问卷整体信度系数 α = .932，

各下属因子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态度因子.878，环境

因子.802，教师因子．828，学生因子.895，说明该问

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3.2.2.半结构化访谈 

从受试中随机抽取 12 名学生进行访谈。访谈内

容与问卷调查内容基本一致，目的是为了得到相互佐

证的回答。笔者对访谈内容采用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录

音。 

3.3.数据收集 

问卷调查于 2021 年 3 月展开。300 份问卷主要

通过电子邮件发放，回收了 294 份，有效问卷的回收

率为 98%。访谈也于 2021 年 3 月开展。研究者随机抽

取了 12 名学生，根据研究目的自行编著了半结构式

访谈提纲。访谈所要考察的内容如下：（1）受访者所

在班级是否有实施课堂小组合作展示。问题有：你的

任课老师有让你们做课堂小组展示吗？如果有，频率

是多高？（2）受访者对课堂小组合作展示的态度。问

题有：你喜欢课堂小组合作展示吗？参加的积极性高

吗？（3）目前课堂小组合作展示实施情况的优缺点

及改进措施。问题有：你认为目前课堂小组合作展示

实施情况如何？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有何建议

让它实施得更好呢？你可以从课堂环境、教师和学习

者三个方面来谈。 

3.4.数据分析 

问卷调查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单选题的给分方

式是：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不确定（3）、

同意（4）和完全同意（5）。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分

值。笔者对问卷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访

谈得到的数据进行转写与分析。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1.课堂小组展示在民办高校英语专业中的
实施情况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参加问卷的 294 名受试中

有 261 名当众做过课堂小组展示，比率为 89%。参加

访谈的很多受试都表明 90%的任课老师都会让他们做

小组课堂展示。这说明课堂小组展示这种教学方法在

民办高校英专课堂中得到了普遍实施。任课教师意识

到了这种教学法的好处，喜欢施行这种教学法。 

4.2.对课堂小组展示的态度 

这方面内容体现在问卷的第 1-5 题。表 2 归纳了

受试对这部分问题回答的频数及百分比分布。关于民

办高校英专学生对课堂小组展示的态度，从表 2 可以

看出，49％受试喜欢课堂小组展示，但是他们认为在

英语教学中有必要开展课堂小组展示（61.44％），小

组展示能增强学习英语积极性（60.75％），能够增强

自信和团队合作意识（65.18％），能够提高学生运用

多媒体的能力（74.41％），这些结果与周杏莉
[2]
的研

究结果部分一致，但是与她的发现“76.7％的同学表

示喜欢并继续小组合作课堂展示的活动形式”不一致，

这令人反思。首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

课堂小组展示中得到了体现。在访谈中，一位大二的

同学说“相对于‘老师讲，我们听’这种被动的学习

方法，我更加喜欢和同学一起探究问题后在课堂上自

信地展示自我。”很多同学都认为课堂小组展示可以

丰富知识，增强学习动机。正如李小平
[16]

等研究证明：

培养学生对学习的投入意愿和情感，变“被动学习”

为“主动学习”至关重要。其次，根据二语习得理论，

外语学习者需要输入和输出双管齐下。课堂小组展示

可以为展示者提供更多的输出机会，同时也为听众提

供了更多的输入机会。正如一位大一的同学所说：“以

前高中学英语就是不断的做题，讲题，考试，觉得英

语学习毫无趣味可言。到了大学，老师在课堂采用小

组展示这种教学方式，我终于迎来了用英语自由表达

自我的机会，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教学方式。”还有

一位同学说：“我的英语和电脑能力都较弱，但是我

愿意向能力强的同学请教，同学们也乐意帮助我，这

让我觉得学习不再是负担。”虽然课堂小组展示有如

上优点，但是还不到一半的同学喜欢它，这说明目前

这种教学方式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4.3.目前课堂小组展示的优点和缺点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 3 是关于目前民办高校英专

学生课堂小组展示实施情况的优点和缺点的，这部分

的内容体现在受试对问卷第 6-24 题的回答。表 3 表

明受试对展示环境的看法。表 4 表明受试对任课教师

的看法。表 5 表明受试对展示者和受试自身的看法。 

表 3 表明，63.14%的受试认为当前的课堂学生人

数有利于课堂小组展示，55.29%的受试认为当前的课

堂布局有利于课堂小组展示，65.53%的受试认为当前

的课堂硬件设备有利于课堂小组展示，69.97%的受试

认为他们能够从学校图书馆和互联网上查阅到做展

示时所需要的资料。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受试对当

前的展示环境看法积极，主要原因可能是英语专业学

生都是小班教学，这一点不同于至少 50 个人的大学

英语课堂。在这些数据里，受试对当前课堂布局的认

可率比其他项的认可率要低一些。有一个大四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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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访过程中说：“课室里的麦克风固定在讲台上，

教室里有一些多余的桌椅未搬走，这些妨碍了我跟同

学们互动。” 

表 4 中的问题 10-15 是关于在课堂小组展示中，

受试对任课教师的做法的看法。受试对问题 11 和 14

赞同最多（69.38%），问题 15 次之（赞同 64.62%， 

不赞同 5.1%），接着是问题 13（赞同 61.9%，不赞同

7.82%），赞同问题 10 的最少（28.23%）， 且不确定

的达到 58.16%；赞同问题 12 的也比较少（53.74%）， 

不确定的有 36.05%。这些结果表明，授课教师在“给

学生充分时间准备”和“给展示者即时反馈”这两方

面实施较好，对“在课堂上及时帮助学生课堂展示”

和“合理分配小组成员人数”两方面实施相对较弱。

在“课外指导学生小组展示”方面实施较弱，在“分

配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实施最弱。任课教师课外指导

学生小组展示少，可能是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任

课老师太相信学生能力，希望学生依靠小组的力量解

决问题；第二，任课老师除了上课以外，还有其他事

情要忙，比如说科研和家庭。第三，学生害怕麻烦老

师，不主动联系老师。比如在采访中，有一位大四学

生说：“我的老师除了上课外，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所以我都不好意思去打扰她。再说了，如果我去找老

师求助的话，会显得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此外，

受试对教师分配的话题不太满意可能是因为教师为

了自己方便，没有与学生商定展示话题，这也反映出

不少教师未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真正落实。

有一位大二同学说“老师给我们分配的话题不够生活

化，我感觉不太实用。” 

民办院校英专学生对展示者和自身的看法体现

在问卷的第 16-24 题的回答中。表 5 显示，受试赞同

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问题 16（67%）、问题 24（66.32%）、

问题 17（62.92%）、问题 20（51.7%）、问题 21（43.53%）、

问题 23（36.39%）、问题 18（35.37%）、问题 22（36.39%），

问题 19（31.63%）。这些结果表明，大多数被试对展

示者的展示情况不满意，展示者提高展示水平的空间

还很大。具体解释可从展示者和听众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有些展示者在展示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再加

上自身英语水平较弱，不标准的发音导致听众对展示

内容失去了兴趣。第二，展示者缺乏展示技巧。他们

在 PPT 上面打了很多文字，有些展示者纯粹就是照着

PPT 念，内容多，翻页快，不顾及听众的反应，没法

做到言简意赅和与听众互动。这两个因素导致听众对

展示者展示内容兴趣不大。第三，听众怀疑展示内容

的权威性，毕竟展示者不是老师。第四，听众怕情感

上伤害展示者进而影响同学关系，故而没有给到展示

者足够的反馈。在采访过程中，有位大一的同学说：

“有的同学在展示的时候声音小，发音不标准，我都

不想听她说了。”有位大三同学说：“整个展示过程

就是展示者的个人秀，他就是把 PPT 上的文字读完就

完事了。”有位大二同学说“我还是喜欢听老师讲，

这样至少保证了内容的可信度。”有位大四同学说“除

非展示者亲自问我们或者老师叫我们进行点评，我们

一般是不会主动说出展示者的缺点的，这样容易伤害

同学感情。 

表 2：民办院校英专学生对课堂小组展示的态度：频数和百分比（N=294，括号里为%） 

问卷题目 完全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1.我喜欢课堂小组展示。 17（5.78） 127（43.2） 105（35.71） 39（13.27） 6（2.04） 

2. 英语教学中有必要开展

课堂小组展示。 

29（9.86） 152（51.7） 87（29.59） 21（7.14） 5（1.7） 

3. 小组展示能增强我学习

英语积极性。  

29（9.86） 150（51.02） 76（25.85） 29（9.86） 10（3.4） 

4. 小组展示能增强我的自

信和团队合作意识。 

33（11.2） 159（54.08） 78（26.53） 18（6.12） 6（2.04） 

5.小组展示能提高我运用多

媒体的能力。 

36（12.24） 183（62.24） 57(19.39） 13（4.42） 5（1.7） 

表 3：民办院校英专学生对课堂展示环境的看法：频数和百分比（N=294，括号里为%） 

问卷题目 完全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6.当前的课堂学生人数有利于

小组展示。 

26（8.84） 160（54.42） 86（29.25） 20（6.8） 2（0.68） 

7.当前的课堂布局有利于小组

展示。 

18（6.12） 144（48.98） 97（32.99） 32（10.88） 3（1.02） 

8.当前的课堂硬件设备有利于

小组展示。 

23（7.82） 169（57.48） 79（26.87） 19（6.46） 4（1.36） 

9. 我能从图书馆和互联网查

阅到展示所需资料。 

21（7.14） 185（62.93） 72（24.49） 12（4.08） 4（1.36） 

表 4：民办院校英专学生对任课教师的看法：频数和百分比（N=294，括号里为%） 

问卷题目 完全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10.我喜欢老师分配给我的话

题。 

8（2.72） 75（25.51） 171（58.16） 35（11.9）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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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老师留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准

备展示材料。 

25（8.5） 179（60.88） 80（27.21） 9（3.06） 1（0.34） 

12. 在学生准备课堂展示的过

程中，老师提供了足够的帮助与

指导。 

12（4.08） 146（49.66） 106（36.05） 27（9.18） 3（1.02） 

13. 在学生进行课堂展示的过

程中，老师提供了足够的帮助与

指导。 

16（5.44） 166（56.46） 89（30.27） 20（6.8） 3（1.02） 

14. 展示结束后，我从老师那里

得到了足够的反馈。 

24（8.16） 180（61.22） 75（25.51） 14（4.76） 1（0.34） 

15. 当前的课堂展示小组成员

人数适中。 

20（6.8） 170（57.82） 89（30.27） 9（3.06） 6（2.04） 

表 5：民办院校英专学生对展示者和自身的看法：频数和百分比（N=294，括号里为%） 

问卷题目 完全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16.在准备过程中，我们小组成

员经常交流意见。 

22（7.48） 175（59.52） 70（23.81） 18（6.12） 9（3.06） 

17.课堂展示过程中，展示者的

音量适中。 

14（4.76） 171（58.16） 94（31.97） 14（4.76） 1（0.34） 

18. 课堂展示过程中，展示者的

英语发音标准。 

9（3.06） 95（32.31） 156（53.06） 32（10.88） 2（0.68） 

19. 课堂展示过程中，展示者与

听众积极互动。 

15（5.1） 78（26.53） 132（44.9） 60（20.41） 9（3.06） 

20.展示者所展示内容具有条理

性，易于理解。 

17（5.78） 135（45.92） 127（43.2） 13（4.42） 2（0.68） 

21. 展示者做展示时言简意赅。 18（6.12） 110（37.41） 136（46.26） 27（9.18） 3（1.02） 

22.其他同学对展示者所展示内

容兴趣很大。 

16（5.44） 78（26.53） 156（53.06） 38（12.93） 6（2.04） 

23. 我做完展示后，从同学那里

得到了足够的反馈。 

11（3.74） 96（32.65） 124（42.18） 55（18.71） 8（2.72） 

24. 展示结束后，我会总结和反

思，以使自己进步。 

32（10.88） 163（55.44） 76（25.85） 20（6.8） 3（1.02） 

5. 结论 

本研究调查民办院校英专学生对英语课堂小组

展示的态度和实施情况。发现如下： 

第一，课堂小组展示在英专课堂得到了普遍实施。

学生普遍认同英语课堂小组展示能增强学生学习英

语积极性，增强自信和团队合作意识，提高运用多媒

体的能力，也认为在英语教学中有必要开展课堂小组

展示，但是对课堂小组展示的喜爱程度不到 50%。 

第二，目前的英语课堂小组展示实施中，学生普

遍对当前的课堂人数和硬件条件感到满意，授课教师

能够留给学生充足的准备时间，合理分配小组成员人

数，在课堂上及时给与学生指导和反馈。多数学生乐

意与同伴交流意见解决问题，并且在展示结束后会总

结反思，争取进步。 

第三，目前的英语课堂小组展示中也存在一定的

问题。具体表现为：（1）为了提高展示的效果，当前

的课堂布局还有待完善。（2）教师在选择展示话题

时，未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在课后也没有及

时给到学生帮助和指导。（3）展示者的展示水平不

高，与听众互动效果差。这些发现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是： 

首先，课室管理者应鼓励教师和学生说出自己的

需求，按需改善课堂布局，如在教室内安装移动话筒，

教务处在排课时应为英专学生安排较为空旷的教室，

这样有利于课堂互动。 

其次，授课教师需要将“以学生为中心”落地实

施。课堂小组展示的话题不应该只由教师决定，学生

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最终话题的确定应该是师生双

方协商的结果
[4]
。教师应该兼顾课程主题和学生的需

求和爱好。除了课堂指导外，授课教师应鼓励学生课

后“不懂就问”，及时解决问题。教师也应在课后多

跟学生情感联系，提高学习效果。 

再次，学生应该提高自身英语水平和课堂展示技

巧。老师也有必要对学生进行课堂展示的技巧的培训。

展示者展示水平高，自然容易吸引听众。此外，听众

也需要尊重展示者的努力，认真聆听并即时给予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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