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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理论视域下的MBA“影视欣赏”课程设置
——以安徽工商管理学院为例

陆厚祥1,2

(1.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36；2.安徽工商管理学院，合肥 230052)

摘要：针对影视欣赏课的研究，学界多以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提高其教学质量和

效果，重点聚焦“怎么教”的问题。为了解决“教什么”的难题，以MBA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对影视欣赏课程的需求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为加强对美国文化的了解，70%以上的MBA受试者迫切希望每月能在电影院观看一部配有中英文字幕、以故

事情节见长的美国喜剧片。此外，研究结果还揭示：由于在不同班级、年龄段、性别、受教育程度、英语水平的受试者间存不同

程度的差异，因此，在开课前需要做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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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undergraduates as their subjects, scholars mainly focus on how to teach Film and TV

Appreciation, how to improve its teaching quality, and its role in English teaching while this study concentrates on

what to teach by analyzing MBA Candidates’needs of it.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70% subjects ardently expect

the chance to watch an American comedy with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cripts,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story, in the

cinema so as to bett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or among subjects of different classes, age groups, sexe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English levels, which explains the necessity of conducting needs analysis before each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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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为影视欣赏课程的

开设提供了技术基础，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颁布实

施为其成为现实给予了政策保障，MOOC、翻转课堂

的推广应用为其成为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一部分提

供了助推剂。围绕这门课程，学界主要从教学法角

度进行系统研究。他们重点关注影视欣赏课程在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1]及其在听说[2]、

英美文学[3]、词汇习得[4]、跨文化交际[5]等教学方面的

独特优势。还有学者从多模态话语分析[6]、输入理

论[7]、主题内容型教学[8]等角度，研究了影视欣赏课

的教学方法。

这些研究深化了学界对影视欣赏课程在英语教

学中的理解，对提升其教学效果、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但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均为

在校专科生或本科生，且主要集中探讨其在大学英

语、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教”

等问题上，并没有涉及“教什么”这一前提性问题。

另外，虽然学生均非常希望学校能开设影视欣

赏类课程[9]，但是这类课程的实际教学效果却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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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预期有很大距离[6]，原因“在于缺少一种合适的

教学方法来指导教学”[8]。这一说法似乎与学界如

此重视影视欣赏课程教学法研究相契合。

但是，由于授课对象在性格、动机、天资、年龄、

学习风格、社会阅历、家庭背景等方面均存在不同

程度的差异，对他们的系统需求分析是开设影视欣

赏课程的首要环节，其分析结果不仅可以解决“如

何教”的问题，还可以直接回答“教什么”的问题，其

分析结果不仅是保证课程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也

是体现教材校本特色的必要条件。所以，对影视欣

赏课程授课对象的系统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

1 需求分析理论

自外语需求分析概念的首次提出[10]以及旨在发

现目标情境需求程序的研发成功[11]，需求分析就成

为开设任何课程的必备步骤[12]，并在外语教学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13]。但是，针对影视欣赏课程，学界主

要研究兴趣在于教学方法的探讨，而疏于对授课对

象的持续关注。

特殊的办学定位和教育培养模式决定安徽工

商管理学院在生源方面与国内同类院校之间存在

着明显差异。因此，只有通过对影视欣赏课程授课

对象的动态需求分析，授课教师才能洞察他们的语

言需求，并将这些需求按重要性排序[14]，授课教师才

能知晓影视欣赏课程“是什么”和“怎样教学”[15]，授

课教师才能明确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实施和评

估手段[16]。

但是，由于受情感、认知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授

课对象的主观需求往往因人而异，与其客观缺乏有

别，与课程设计者、管理者以及教师的期望不同[17]。

因此，需求分析须在影视欣赏课程教学的各个阶段

进行，以使教学产出既能满足社会的目标需求，又

能满足学生的主观需求。

2 研究设计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了安徽

工商管理学院2014级C1班、C4班和C5班，共90名

受试者，占年度班级总数的42.86%（3/7）,占学院当

年招生人数的38.22%(86/225）。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90份，有效问卷86份，占

95.56%。数据统计分析程序是：首先按照先后顺

序，分别赋排序题3、2、1分，然后计算出各项得分占

该项3分总和的比例，最后，统计单项选择题的频数

以及百分比。

2.2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2个问题：

1.MBA学生对影视欣赏课程的需求是什么？

2.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英语水平、班级等因素

是否会影响受试者对影视欣赏课程的需求？

2.3 工具与步骤

在文献研究以及结构性访谈基础上设计了问

卷试用版，主要内容包括受试者一般情况、动因分

析和学习需求分析等三个方面，共13个问题，包括6

道单项选择题(性别、英语水平、年龄、学历、开课态

度、每月观影频数)，7道三级排序题（选修目的、类

型、产地、字幕、元素、观影方式、了解资讯渠道）。

为检测其信度、效度，在同年级C6班进行了预实

验。在此基础上，整合试用版问卷，以供研究使用。

调查前，调查员用中文向受试者说明此次问卷

调查的目的、意义、答题方式以及注意事项等。调

查中，不容许受试者相互交流。调查没有时间限

制，做完即可交表。调查后，调查员即初步检查、编

码问卷，剔除无效问卷，算出有效问卷率。

3 结果与讨论

3.1 需求分析

1. 基本情况分析涵盖性别、年龄、学历、英语水

平，统计结果见表1。

表1显示：（1）男性（75.58%，65/86）①及31～45

岁（72.09%，62/86）的受试者占多数,且各年龄段上

的受试者分布较均匀，提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一

定的工作经验、社会阅历和职位级别；（2）虽然本科

及以上学历受试占60.47%（52/86）,但他们的英语水

平普遍不高，大学英语四、六级（CET4、6）通过率仅

为23.26%（20/86），与文献调查结果一致[9]。这可能

与我国从1987年才开始正式实施这一考试，而1985

年以前出生的受试占76.74%（66/86）有关联。

2. 动因分析包括受试者对开设该课程的态度

以及他们的选修目的。排在开课态度前三位的分

第五选择

46～50

（1.16%，

1/86）

第六选择

≥51

（1.16%，

1/86）

基本情况

性别

英语

水平

年龄

学历

第一选择

男（75.58%，

65/86）

NONE76.74%,

66/86)

36～40

（26.74%，

23/86）

本科（55.81%，

48/86）

第二选择

女（24.43%，

21/86）

CET4(22.09%,

19/86)

31～35

（23.26%，

20/86）

专科（39.53%，

34/86）

第三选择

CET6(1.16%,

1/86)

21～30

（23.26%，

20/86）

研究生（4.65%，

4/86）

第四选择

41～45

（22.09%，

19/86）

表1 受试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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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是 很 有 必 要（40.70% ，35/86），比 较 有 必 要

（30.23%，26/86）和无所谓（25.58%，22/86）；选修最

主要目的是了解文化（58.14%，150/258），其次是放

松 自 我（40.31% ，104/258），再 次 是 学 习 语 言

（33.72%,87/258）。这样的选修目的可能与学院开

放性、草根性和区域性的办学定位，企业为主、行政

事业单位为辅的学生来源，学知识、交朋友的学习

目的等因素有关。因此，基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水

乳交融关系，课堂教学可以考虑以文化专题学习为

形式，以语言学习为手段，组织受试体验、品味不同

文化的精髓。

3. 学习需求分析包括电影类型、原产国、字幕、

元素、观影方式、观影频率和了解电影资讯渠道，调

查结果见表2。

1）在通过网络了解相关电影资讯的基础上，绝

大多数受试者希望每月能在电影院观看一部以故

事情节见长、带有中英文字幕的美国喜剧电影；其

次是以手机为了解电影资讯媒体，在电视上欣赏2

部主题鲜明的中国功夫片；再次是以电视为知晓资

讯渠道，在电脑上观看3部画面质量上乘、带有中文

字幕的韩国或英国科幻片。因此，在多媒体教室进

行影视欣赏课程教学具有现实可行性。另外，受试

者每月观影频率对影视欣赏课程的课时设置、教学

进度安排、教学内容遴选等方面均具有很高参考价

值。

2）受试有看重的电影元素与选修目的之间存

在很大差异，他们把文化（17.05%，44/258）排在第5

位，而语言（5.81%，15/258）则位列第8。因此，为了

使此门课程教学效果名副其实，实现使学生从“看

明白”，到“听明白”，再到“跟着说”的飞跃，完成输

入、输出的完美结合，做到“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华丽羽化，授课教师须做到课

前明确教学目标、严格筛选影片，课中深入解读片

中典型文化现象、科学设计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环

节，课后要求学生反复观看影片、并做到适度拓展。

3）虽然受试者了解电影资讯的主要渠道不是

电影院广告（21.71%，56/258），但是去电影院看电影

却是他们的首选。这对电影业的广告宣传以及授

课教师及时了解电影资讯，选择受试喜欢的电影均

有启示。

3.2 影响因素

3.2.1 性别对学习需求的影响

在CET4通过率上，男性比女性（14.29%，3/21）高

10.33%，与女性更有语言天赋的传统观点相左。在年

龄上，男性与总体一致，而女性则主要集中在21～40

岁之间，各年龄段差异均在10%左右。在21～30岁

年龄段上，女性比男性（18.46%，12/65）高19.64%，而

在 36岁及以上年龄段上，男性比女性（42.86%，9/21）

高10.99%。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年轻。

在开课认识上，认为很有必要的男性最多

（44.62%，29/65），其次是无所谓（29.23%，19/65），再

次是比较有必要（23.08%，15/65）；而认为比较有必

要的女性最多（52.38%，11/21），其次才是很有必要

（28.57%，6/21），再次是无所谓（14.29%，3/21）。女

性最主要的选修目的是放松自我，组间差异高达

23.81%。

在学习需求上，性别对影视欣赏课程影响的调

查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组间差异主要集中在第三选择

上。在类型上，男性是科幻片，而女性则是悬疑片；

表2 学习需求分析结果

学习需求

类型

产地

字幕

元素

方式

频率

渠道

第一选择

喜剧（31.40%，

81/258）

美国（81.01%，

209/258）

中英文（73.64%，

190/258）

故事情节（59.30%，

153/258）

电影院（91.47%，

236/258）

1（43.02%，37/86）

网络（79.07%，

204/258）

第二选择

动作（27.91%，

72/258）

中国（56.20%，

145/258）

英文（36.43%，

94/258）

电影主题（29.84%，

77/258）

电视（43.02%，

111/258）

2（25.58%，22/86）

手机（32.56%，

84/258）

第三选择

科幻（24.81%，

64/258）

韩国和英国

（10.47%,27/258）

中文（71.32%，

184/258）

画面质量（26.36%,

68/258）

电脑（38.76%，

100/258）

3（10.47%，9/86）

电视（24.81%，

64/258）
表3 性别对学习需求的影响

学习

需求

类型

产地

字幕

元素

方式

频率

渠道

第一选择（男；女）

动作（35.90%，70/195）；

喜剧（47.62%，30/63）

美国（80%，156/195；

85.71%，54/63）

中文（74.87%，146/195）；

中英（85.71%，54/63）

故事情节（54.87%，

107/195；73.02%，46/63）

电影院（92.82%，

181/195；96.83%，61/63）

一部（44.62%，

29/65；42.86%，9/21）

网络（80%，156/195；

82.54%，52/63）

第二选择（男；女）

喜剧（31.79%，62/195）；

科幻（25.40%，16/63）

中国（63.08%，123/195；

52.38%，33/63）

中英（69.74%，136/195）；

中文（63.49%，40/63）

电影主题（30.26%，59/195）；

演员阵容（34.92%，22/63）

电视（45.64%，89/195）；

电脑（39.68%，25/63）

两部（26.15%，

17/65；19.05%，4/21）

手机（34.36%，67/195）；

朋友推荐（30.16%，19/63）

第三选择（男；女）

科幻（28.21%，55/195）

悬疑（23.81%，15/63）

其他（10.77%，21/195）；韩国、

英国和法国（17.46%，11/63）

英文（32.31%，63/195；

44.44%，28/63）

画面质量（26.67%，52/195）；

电影主题（20.63%，13/63）

电脑（39.49%，77/195）；

电视（38.10%，24/63）

三部（12.31%，8/65）；

不少于八部（14.29%，3/21）

电视（23.08%，45/195）；

电视和手机（28.57%，18/63）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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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产国上，男性是来自其他国家，而女性则分别

来自韩国、英国和法国；在每月观影频率上，男性是

3部（12.31%，8/65），而女性是不少于8部（14.29%，

3/21）。另外，在字幕上，虽然女性与总体结果一致，

而男性则最喜欢中文字幕，其次是中英字幕，再次

是英文字幕；在元素方面，男性与总体结果一致，而

女性首先看重演员阵容，其次才是电影主题。最

后，在了解电影资讯渠道上，女性更看重朋友的意

见，比男性（20%，39/65）高10.16%，为组间最大差

异。

3.2.2 年龄对学习需求的影响

因为46岁以上受试者只有2人，不符合统计原

则，所以本研究只考虑4个年龄段受试间的异同：

21～30岁组（第一组），31～35岁组（第二组），36～

40岁组（第三组），41～45岁组（第四组）。

在性别比例上，组间差异不明显，男性受试均

占大多数，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且呈现出年龄越大

男性比例越高的倾向。这可能与男女社会分工异

同以及职场上女性玻璃屋顶现象有关。在英语水

平上, CET4、6通过率与年龄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趋

势，即年龄越小，通过率越高；年龄越大，通过率越

小。在受教育程度上，组间差异不明显，接受本科

以上程度教育的受试比例为56.52%～65%。

在认为开课很有必要或者比较有必要的受试

比例上，第三组最高（78.26%，18/23），其次是第一组

和第二组（75%，15/20），最低的是第四组（57.89%，

11/19），大致表现出英语水平与开课必要性负相关

关系。在选修目的上，二、三、四组与总体一致，而

第一组则把放松自我排在了第一位，其次是个人兴

趣，再次是学习语言，第四才是了解文化。虽然一、

二组开课需求相同，年龄差距亦不大，但是他们的

选修目的却差异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英语程

度稍高，所以第一组受试才会把重点放在娱乐休闲

以及追求自我兴趣上。

在学习需求上，年龄对影视欣赏课程影响的调

查结果见表4。

第三选择（一组；二组；三组；四组）

喜剧和悬疑（31.67%，19/60）；悬疑

（23.33%，14/60）；科幻（34.78%，24/

69）；剧情（19.30%，11/57）

英国（15%，9/20；15%，9/20）；韩国

（14.49%，10/69）；其他（10.53%，6/57）

英文（33.33%，20/60；45%，27/60）；英

文（36.23%，25/69；35.09%，20/57）

演员阵容（21.67%，13/60）；电影主题

（28.33%，17/60；23.19%，16/69）；画面

质量（28.07%，16/57）

电视（36.67%，22/60）；电脑（41.67%，

25/60；37.68%，26/69；36.84%，21/57）

一部（15%，3/20）；三部（15%，3/20）；四

部（17.39%，4/23）；0

电影院广告（25%，15/60）；朋友推荐

（28.33%，17/60）；电视（3.33%，23/69）；

电视和电影院广告（22.81%，13/57）

学习

需求

类型

产地

字幕

元素

方式

频率

渠道

第一选择（一组；二组；三组；四组）

动作（41.67%，25/60）；喜剧（43.33%，

26/60）；喜剧（47.83%，33/69）；动作

（28.07%，16/57）

美国（88.33%，53/60；88.33%，53/60；

84.06%，58/69；82.46%，47/57）

中英文（85%，51/60；81.67%，49/60）；

中文（72.46%，50/69；82.46%，47/57）

故事情节（56.67%，34/60；65%，39/60；

73.91%，51/69；52.63%，30/57）

电影院（98.33%，59/60；91.67%，55/

60；94.20%，65/69；94.74%，54/57）

两部（35%，7/20；40%，8/20）；一部

（43.48%，10/23；78.95%，15/19）

网络（88.33%，53/60；93.33%，56/60；

73.91%，51/69；73.68%，42/57

第二选择（一组；二组；三组；四组）

科幻（38.33%，23/60）；科幻（30%，18/

60）；动 作（40.58% ，28/69）；战 争

（26.32%，15/57）

中 国（53.33% ，32/60；55% ，33/60；

71.01%，49/69；59.65%，34/57）

中文（73.33%，44/60；65%，39/60）；中英

文（71.01%，49/69；61.40%，35/57）

画面质量和电影主题（31.67%，19/60）；画

面质量（30%，18/60）；演员阵容（36.23%。

25/69）；电影主题（43.86%，25/57）

电脑（45%，27/60）；电视（45%，27/60；

46.38%，32/69；40.35%，23/57）

≥八部（30%，6/20）；一部（30%，6/20）；三

部（21.74%，5/23）；两部（21.05%，4/19）

手机（35%，21/60；35%，21/60；42.03%，

29/69）；朋友推荐（36.84%，21/57）

表4 年龄对学习需求的影响

年龄

在类型上，虽然大多数受试者呈现出比较偏爱

动作片、喜剧片和科幻片的趋势。但是，组间差异

亦较明显，特别是第四组与前三组的差异更显著。

从具体数字可以看出前三组受试者间显示出更大

的相似性，而第四组则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这是

否与年龄有直接关系尚需学界进一步研究证实。

此外，受试者对动作片偏爱的调查结果与传统上认

为动作片的主要受众是13～35岁男性的观点[18]不

一致。在字幕呈现方式上，以36岁为界，形成2个

自然群体。第一、二组与总体一致，均最喜欢中英

文字幕、其次是中文字幕、再次是英文字幕；第三、

四组均最喜欢中文字幕，其次是中英文字幕，再次

是英文字幕。在每月观影频率上，一、二、四组表现

出随着年龄增长，每月观影频率明显下降的趋势,两

次以下的受试比例分别为50%（10/20），70%（14/20）

和100%（19/19）。此外，第一组受试每月观影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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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者占30%（6/20）。第三组受试每月观影频率

在2次以下的受试比例为52.17%（12/23），在三次、

四次的受试比例高达39.13%（9/23），为4组中最高。

3.2.3 学历对学习需求影响

由于研究生受试者比例很小（4.65%，4/86），不

符合统计原则，所以本专题只考察本科生（55.81%，

48/86）（第一组）和大专生（39.53%，34/86）（第二组）

间的异同。

在英语水平上，组间差异显著。第一组的

CET4、6 通过率为 39.58%（19/48），而第二组仅为

2.94%（1/34），2组相差36.64%。

在学习需求上，学历对《影视欣赏》课程影响的

调查结果见表5。

虽然两组受试均最注重故事情节（60.42%，87/

144；91.76%，63/102），但在百分比上差异显著。在

第二、三元素上，组间差异亦较明显。第一组将画

面质量排在第二，而第二组将其排在第五位，两者

相差18.34%；第一组将演员阵容排在第三，而第二

组把其放在第四位，两者相差11.76%；第二组将了

解文化排在第三，而第一组将其排在第六位，两者

相差 11.03%。在每月观影两部上，两组相差

10.66%；在每月观影五部上，两者相差11.76%。

3.2.4 英语水平对学习需求的影响

通过CET4、6的受试为第一组，没有通过的为

第二组。

在性别上，虽然两组男性均占多数，但第一组

比第二组高12.27%。在学历上，第一组本科毕业

率比第二组高51.06%，表现出接受过本科教育的

受试比例越高，通过CET4、6比例就越高的倾向。

这可能与以前绝大多数本科院校对学生获取学位

必须通过CET4考试有硬性规定，而专科院校只关

注A、B级考试，对学生的CET4考试不作任何要求

有关。

在选修目的上，组间差异体现在二、三目的

上。第二组与总体一致，而第一组则分别是个人兴

趣和放松自我。尽管第一组受试者没有把学习语

言放在前三位，但是出于个人兴趣而对英语国家文

化感兴趣，内部动机驱动下语言学习效果可能会更

好。

在学习需求上，英语水平对影视欣赏课程影响

的调查结果见表6。

在类型上，组间相差10%左右，第一组更高。

组间最大差异体现在对悬疑片的喜爱程度上，第一

组比第二组高出11.36%。在字幕上，第一组最喜欢

中文字幕，其次是中英文字幕，再次是英文字幕，而

第二组则与总体一致。组间最大区别是在对待中

文字幕的态度上，两者相差达11.31%。这可能与第

一组的选修目的有关。尽管他们的英语水平相对

较高，但尚不足以达到藉此自由、轻松获取信息的

程度。因而，母语可能还是了解国外文化的最经

济、便捷途径。另外，虽然第二组受试者英语水平

较低，但在主观意愿上他们很想通过观看中英文对

照的原版电影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但是，这似

乎又与他们把“放松自我”作为选修此门课程第二

大目的不太一致。在第二、四元素上，第一组是演

员阵容（36.67%，22/60）和电影主题（23.33%，14/

60）；而第二组则是电影主题（31.82%，63/198），和演

表6 英语水平对学习需求的影响

类型

产地

字幕

元素

方式

频率

渠道

第一选择（一组；二组）

喜 剧（38.33% ，23/60；

29.29%，58/198）

美 国（83.33% ，50/60；

80.30%，159/198）

中文（80%，48/60）；中英

（74.24%，147/198）

故事情节（71.67%，43/

60；55.56%，110/198）

电 影 院（95% ，57/60；

90.40%，179/198）

两部（45%，9/20）；一部

（45.45%，30/66）

网 络（93.33% ，56/60；

74.75%，148/198）

第二选择（一组；二组）

动 作 和 科 幻（36.67% ，22/

60）；动作（25.25%，50/198）

中国（65%，39/60；53.54%，

106/198）

中英（71.67%，43/60）；中文

（68.69%，136/198）

演员阵容（36.67%，22/60）；

电影主题（31.82%，63/198）

电 视 （41.67% ， 25/60；

43.43%，86/198）

一 部（35% ，7/20）；两 部

（19.70%，13/66）

手 机 （43.33% ， 26/60；

29.29%，58/198）

第三选择（一组；二组）

悬疑（25%，15/60）；科

幻（21.21%，42/198）

日本（15%，9/60）；法国

（11.62%，23/198）

英文（40%，24/60）；英

文（35.35%，70/198）

画 面 质 量（35% ，21/

60；23.74%，47/198）

电 脑（33.33% ，20/60；

40.40%，80/198）

四部（10%，2/20）；三部

（13.64%，9/66）

电 视（20% ，12/60；

26.26%，52/198）

英语水平

类型

产地

字幕

元素

方式

频率

渠道

第一选择（本科生；专科生）

喜 剧 片（32.64% ，47/144；

43.14%，44/102）

美 国（81.25% ，117/144；

91.18%，93/102）

中 文 和 中 英（75% ，108/

144）；中 英（72.55% ，74/

102）

故事情节（60.42%，87/144；

91.76%，63/102）

电影院（91.67%，132/144；

100%，102/102）

一 部 （43.75% ， 21/48；

41.18%，14/34）

网 络（81.25% ，117/144；

80.39%，82/102）

第二选择（本科生；专科生）

动 作 片（31.94% ，46/144；

37.25%，38/102）

中 国 （61.81% ，89/144；

59.80%，61/102）

英文（36.81%，53/144）；中

文（70.59%，72/102）

画 面 质 量（34.03% ，49/

144）；电影主题（32.35%，

33/102）

电 视 （42.36% ，61/144；

44.12%，45/102）

两 部 （31.25% ， 15/48；

20.59%，7/34）

手 机 （32.64% ，47/144；

35.29%，36/102）

第三选择（本科生；专科生）

科 幻 片（30.56% ，44/144；

25.49%，26/102）

韩国（13.19%，19/144）；其

他（10.78%，11/102）

无（5.56% ，8/144）；英 文

（36.27%，37/102）

演 员 阵 容（33.33% ，45/

144）；文 化（23.53% ，24/

102）

电 脑 （40.28% ，58/144；

35.29%，36/102）

三部（10.42%，5/48）；五部

（11.76%，4/34）

朋友推荐（25%，36/144）；电

视（26.47%，27/102）

学历

表5 学历对学习需求的影响

陆厚祥：需求分析理论视域下的MBA“影视欣赏”课程设置——以安徽工商管理学院为例

需求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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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阵容（22.22%，44/198）。在排序上，相互颠倒；在

数字上，差异显著。在每月观影频率上，第一组几

乎是第二组的两倍，组间差异明显。第一组情况是

两部，占45%；一部，占35%；四部，占10%。这可能

与第一组受试平均年龄较轻，事务相对较少，承担

的社会、家庭责任相对较少等有关。

3.2.5 班级对学习需求的影响

C5组开课需求最为强烈，其它两组稍弱。虽然

C1和C5组在“比较有必要”上一致（25%，9/36，7/28），

但在“很有必要”上差异明显（36.11%，13/36；67.86%，

19/28）；而C4组则分别是45.45%（10/22）、13.64%（3/

22）。因此，C5组最主要的选修目的是学习语言

（61.90%，52/84），他们每月观看带有中英文字幕的

美英动作电影的次数也最多，而前两组则在字幕、

类型、每月观影频率上大致相符，具体调查结果见

表7。

在元素上，虽然三组受试者与总体一样均非常

看重电影的故事情节和电影主题，但在顺序上，组

间尚有一些差异。C1组与总体完全一致；C4组第

二注重电影主题、演员阵容，其次是文化；C5组第二

注重画面质量，其次是电影主题和演员阵容。在了

解电影资讯次要渠道上，C1组亦与总体相符；C4组

的第二渠道是电视，第三渠道是手机；C5组的第二

渠道是手机，第三渠道是朋友推荐。

4 结语

需求分析是开课前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不仅须考虑受试的整体需要，还要关注个体的多

样性诉求。本次《影视欣赏》课程设置需求分析问

卷调查结果表明，70.93%（61/86）的受试者对开设影

视欣赏课程持积极态度；为加强对美国文化的了

解，绝大多数受试者希望每月能在电影院观看一部

以故事情节见长、附有中英文字幕的美国喜剧电

影；性别、年龄、学历、英语水平、班级等影响因素可

直接对教学内容的取舍、重难点的把握等方面产生

影响。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在影视欣赏

课上“教什么”的问题。同时，它也对“怎么教”影视

欣赏课程有启发意义。

班级

类型

产地

字幕

元素

方式

频率

渠道

表7 班级对需求的影响

第一选择（C1；C4；C5）

喜剧（27.78%，30/108；43.94%，

29/66）；动作（36.90%，31/84）

美国（73.15%，79/108；77.27%，

51/66；94.05%，79/84）

中文（75.93%，82/108；72.72%，

48/66）；中英（83.33%，70/84）

故 事 情 节（58.33% ，63/108；

68.15%，45/66；53.57%，45/84）

电 影 院 （87.96% ，95/108；

90.91%，60/66；96.43%，81/84）

一部（55.56%，20/36；45.45%，10/

22）；两部（35.71%，10/28）

网络（74.07% ,80/108；81.82%，

54/66；83.33%，70/84）

第二选择（C1；C4；C5）

动 作 和 科 幻（22.22% ，24/108）；动 作

（25.76%，17/66）；科幻（35.71%，30/84）

中国（52.78%，57/108；65.15%，43/66；

53.57%，45/84）

中英文（70.37%，76/108；66.67%，44/66）；

中文（64.29%，54/84）

电影主题（31.48%，34/108）；电影主题、

演员阵容（30.30%，20/66）；画面质量

（33.33%，28/84）

电视（39.81%，43/108；45.45%，30/66；

45.24%，38/84）

两部（22.22%，8/36；18.18%，4/22）；一部

（25%，7/28）

手机（35.19%，38/108）；电视（31.82%，21/

66）；手机（34.52%，29/84）

第三选择（C1；C4；C5）

悬疑、剧情和科教（14.81%，16/108）；悬疑

（21.21%，14/66）；喜剧（26.19%，22/84）

韩 国（11.11% ，12/108）；韩 国 和 法 国

（12.12%，8/66）；英国（15.48%，13/84）

英文（27.78%，30/108；39.39%，26/66）；英文

（45.24%，38/84）

画面质量（27.78%，30/108）；文化（27.27%，

18/66）；电影主题和演员阵容（27.38%，23/

84）

电 脑（35.19% ，38/108；42.42% ，28/66；

40.48%，34/84）

三 部（8.33% ，3/36；13.64% ，3/22）；三 部

(10.71%,3/28)

电视（24.07%，26/108）；手机（25.76%，17/

66）；朋友推荐（28.57%，24/84）

注释：

① 括号内的百分比是排序题该选项得分占3分总和（86×3=258）的比例，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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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尹洪艳.主题式内容型教学在高年级英语专业电影赏析课中的应用[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9] 陆厚祥.MBA商务英语需求分析-一项基于安徽某高校的调查[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4): 122-127.

[10] 倪传斌.汉语作为外语的需求分析[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10.

[11] MUNBY J. Communicative Syllabus Desig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12] HUTCHINSON T,WATERS A.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53.

[13] 束定芳,陈素燕.大学英语教学外语之路——宁波诺丁汉大学“专业导向”英语教学模式的调查[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2010:6-7.

[14] RICHARDS J C, PLATT J, WEBER H. Longman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M]. London: Longman, 1985:189.

[15] DUDLEY-EVANS T, JOHN M J S. Developments in ESP[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121.

[16] 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4:21.

[17] 严玲.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建构[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2011:77-107.

[18] 江铁成.影视赏析[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75.

4.3 加强自适应学习平台资源共享

自适应学习平台与传统学习模式最大的不同

点在于平台资源的丰富性及相互交流的便捷性[6]。

第一，善于利用教师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累的宝

贵经验和资源。专业课教师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和大量成熟的教学资源，可以与教育技术管理人员

合作开发适合学习平台使用的形式多样的资源呈

现。学生作为平台的使用者，可以直接反馈信息，

辅助进行资源的改善与再现。第二，善于与其他高

校合作，形成有效的资源共享链，共建共享工商管

理专业高校联盟资源库。第三，善于引进优秀的外

来资源，定期对学习资源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审核，

将陈旧资源删除，及时更新资源。知识资源共享正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社会推进,基于互联网的数

字化学习与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虽然充满

竞争、个性飞扬,但只有走出孤岛信息局面，在一个

协作、交流环境中，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发展，使学者

从中受益。

5 结语

基于互联网+的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自适应学习

平台是一个补充、改革和完善传统课堂的新型学习

平台。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全新的教与学模式需

要一个适应期。而自适应学习平台有效地应用于

教学中，还需要教师、学生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向开

发者进行反馈，从而改进与更新、逐步完善系统。

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日益进步, 教师和学生信息

技术素养的日益提高, 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自

适应学习平台必将成为应用型高校培养学生的重

要举措和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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