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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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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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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目标函数取得极值的根，将 再

带入到二阶导数 从而

为目标函数的极小值点，且是唯一的极小值点，因

此也是最小值点，由 得出：h=2r，根据数学软

件Lingo解出 r=3.87 cm，h=7.74 cm，S=282.7 cm2。

自从国家教育部实施“质量工程”以来，开展数

学实验课的学习也已取得初步成效。已经有部分

院校开设了数学实验课，但是仍有很多弊端存在，

比如实验课的开设不全面，很多数学实验课的开设

仅限于数学专业或是开设数学实验公选课，或是仅

仅对本科生开放数学实验课，这样绝大部分学数学

的学生，尤其是专科生，仍然没有机会参与实验的

学习。再者，学校对数学实验重视不够，所建实验

场地有限，硬件设施配备不足，师资力量缺乏，都影

响了实验课的开展。同时，开设的实验课缺乏定位

和规划，没有一套完整的适合学生学习的实验方

案、以及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机制。因此为了顺

应时代的发展，贯彻国家的教育改革举措，还应加

强对数学教学的改革，特别需要在实验中开展数学

的实际应用。

4 加强数学教学改革，促进教学与实验结合

要提高教学质量，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拓展学

生就业渠道，着手数学教学的改革，可以从以下几

方面加强实验与教学的结合：

（1）数学实验的定位：以数学理论为基础，计算

机软件仿真实验为工具，数学建模活动来组织教

学；以学生为主体，遵循“打牢基础，培养能力，加强

应用，提高素质、激励创新”的原则，在提高教学质

量和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勇于探索和研究以培养学

生综合能力素质为宗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应用

能力为目的的实验教学模式。

（2）修订教学大纲，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大纲，将实验

课程纳入到数学教学大纲，完善实验项目，明确考

核比例。实验项目的设置要与所学基础理论相结

合，还要反映其专业特色，体现出时代特征，紧扣实

际问题。这将数学实验明确化，理论化。

（3）搭建数学实验平台，必须具备实验室或者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配备先进的硬件设备，同时具

备一批高性能的数学软件，如 Matlab，SPSS，Lingo

等，为数学实验提供有力保障。

（4）培养实验教学师资团队。要开设数学实验

课，必须要有一支有责任心、教学经验丰富、数学理

论扎实、计算机软件操作过硬的教师团队。

（5）制定实验教材和实验教学方案。根据专业

特色，制定符合学生发展的实验教学方案，分为“基

础型”、“专业型”、“综合型”三个层次的实验[4]。“基

础型”实验主要是面向全校理工、经管等所有大学

生的数学实验。要求学生掌握数学软件基本运算、

利用数学软件绘制二维、三维图形和程序设计；学

习简单的数据处理、科学计算的理论和方法，掌握

一般函数建立法，根据基础理论，能够熟练通过

Matlab，SPSS，Lingo等软件实现计算机仿真计算和

编程，简化理论推导和计算过程，能够快速完成微

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中的相关计算 [5]。“专业

型”实验是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对专业问题通过

数学实验，用计算机建立模型、求解，并对结果进行分

析检验。“专业型”实验不仅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

生学习兴趣，同时也增强了所学专业和计算机的结

合，让专业顺应了社会发展，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

力。“综合型”实验要求学生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并能掌

握多个数学分支，能够用数学知识对一个实际问题以

科研方式进行，通过查阅文献、分析、建立模型、编程、

求解结果、检验结果、改进模型，最后撰写论文。这

项实验反应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实验技能。

（6）制定实验课评价机制[1]。不仅要对实验结果

进行评价，还要对实验过程进行评价。评价要遵循“多

元性、实践性、发展性”原则，结合学生群体的不同采取

论文、调研、建模、团体实验等方式进行考核，通过考核

来反应学生的独立性、团结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等。

数学实验能够促进数学更好地应用在各个领

域中。在高校数学改革中，加强数学与实验的结

合，不仅能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更能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将来才能更好地

适应社会各行业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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