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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1 国家教育政策要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坚持能力为重、强化能力培养” ； 

 《大学英语教学要求》：“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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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目标：通过CET四或六！ 
 方法：听、说、读、写、译！ 
 结果：考试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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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考察大学生英语能力现状及英语能力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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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 

自行设计的英语试题考试成绩（刘润清等，1989；李

绍山等，2012）；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文秋芳，1995；文秋芳、王

海啸，1996）； 
雅思考试成绩（崔刚等，2016）； 
某项课程的期末考试成绩（刘梅华，2011）； 
某单项技能的期末考试成绩（吕红艳，2010；王天剑

，2010；李航，2015） 
英语水平的自我评价（刘珍等，2012）。 

2018/3/28 6 



理论框架 

3.1 语言能力框架 
 
 
 
 
 
 
 

（Bachman，1990：87； 
Bachman & Palmer，1996：68； 2010：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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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大学生英语能力现状有何特征？ 

在院校层次、院校类别、个人背景变量上，大学

生英语能力有何差异？ 

英语学习投入如何影响大学生英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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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调查对象 
      根据高校所在地区、院校层次和类别、学习英语

人数，按照比例进行抽样，总人数3431人。 

4.3 研究工具 
英语能力自我评估问卷（CEFR）； 

英语学习投入度调查问卷。 

4.4 研究方法 
    共时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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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1 大学生英语能力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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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口头表达能力现状 
 
 
 
 
 
 
 
 

 
（1=不能够；2=勉强能够；3=基本能够；4=能够；5=非常能够；6=完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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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书面表达能力现状 
 
 
 
 
 
 
 
 

 
（1=不能够；2=勉强能够；3=基本能够；4=能够；5=非常能够；6=完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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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口头理解能力现状 
 
 
 
 
 
 
 
 

 
（1=不能够；2=勉强能够；3=基本能够；4=能够；5=非常能够；6=完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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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书面理解能力现状 
 
 
 
 
 
 
 
 

 
（1=不能够；2=勉强能够；3=基本能够；4=能够；5=非常能够；6=完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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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社会语言能力现状 
 
 
 
 
 
 
 
 

 
（1=不能够；2=勉强能够；3=基本能够；4=能够；5=非常能够；6=完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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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院校特征变量下的大学生英语能力差异 
院校层次变量下的大学生英语能力差异 

（1=“985”高校；2=“211”高校；3=一般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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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类别变量下的大学生英语能力差异 
（1=综合类；2=师范类；3=外语类；4=理工类；5=财经类；6=农医类；7=其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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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个人背景变量下的大学生英语能力差异 
年级变量下的大学生英语能力差异 
（1=一年级；2=二年级；3=三年级；4=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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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变量下的大学生英语能力差异 
（1=男性；2=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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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英语成绩排名的大学生英语能力差异 
（1=排名后25%；2=排名中间50%；3=排名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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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从整体特征来看，大学生英语能力位于CEFR初级，

且各项技能发展不平衡，口语、写作、阅读表现稍

好，听力、社会语言能力表现较差。 
2. 从院校层次来看，“985”高校学生英语能力高于

“211”和一般高校学生，后两者基本持平。从院校

类别来看，综合类和外语类高校学生英语能力高于

师范类、理工类、财经类、农医类高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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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个人背景来看，大学生英语能力按照一、二、四

、三年级顺序递增；女生英语能力高于男生；大学

英语成绩越好，其英语能力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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