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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和教学法专家克拉申认为学习外语要集中解决两个问题:可理解的输入和排除心理障碍。听

是一种重要的可理解性输入。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也应该为学生提供优秀的可理解性输入。本文通过分析 Bachman的交际语

言概念 ,提出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存在的上述两个问题和解决方法:首先应该帮助学生克服焦虑感 ,其次是将输入与输出有

效结合 ,提倡听说 、听写并用的综合式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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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Listening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omprehensible input.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ought to be such a kind of input

sourc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in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there are two main problems:anxiety in the course of listening;no

w ay of following the tape and speaking out the effective utterance.The author also gives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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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问题的提出

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和教学法专家克拉申(Stephen

K rashen)认为学习外语要集中解决两个问题:可理解的输入和

排除心理障碍。在对大学一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和对大学其

他学科教师的英语听力教学中 , 笔者也发现 ,焦虑感的克服确

实是他们首先应该面对的问题;其次 , 掌握正常语流中的语

音、语调 ,在跟读练习中掌握抓关键词句的技巧 ,并进一步将

听说写相结合, 促使所听材料转化为可理解性输入及输出 ,对

他们来说也至关重要。虽然两组教学对象在各个问题上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异同 , 但以上两点最终都影响到了他们的听力

理解 , 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口语能力的提高。

以下将从理论上探讨问题的症结所在, 并力图在听力教

学的课堂组织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1.Bachman的交际语言概念

20世纪 60 年代 , Chomsky定义的语言能力其实只包括语

言系统知识(语音 、语法和词汇系统知识), 70年代, 功能语言

学兴起 ,以 Halliday(1976)为代表的一批功能语言学家对语言

的语篇功能和施为功能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 , 以 Hymes

(1972)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家考虑到了使用语言时语境的重

要性 ,同时还认识到语言的使用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 , “因

为真正的语言使用能力是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Clark ,

1975)。在此基础上 , 便产生了交际能力的概念。 80 年代 ,

Canale和Swain(1980)提出了著名的“交际能力模式” ,认为交

际能力应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语法能力;(2)社会语言能

力;(3)语篇能力;(4)策略能力。但该模式没有明确指出这四

种能力之间的关系。进入 90 年代, Bachman(1990)提出了他

关于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观点。他认为语

言能力由语言知识和一系列元认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

gies)组成。这样 ,交际策略的运用作为交际能力中重要的一

项被提出来并得到了应用语言学界的广泛重视。

根据 Bachman 的观点 ,“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

包括四组元认知策略:(1)评价策略(Assessment Strategies);(2)

确定目标策略(Goal-setting Strategies);(3)制定计划策略(Plan-

ning Strategies);(4)执行计划策略(Execution Strategies)。在任

何场景下语言的使用 , 这些元认知策略和语言知识的各个方

面都是结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 , 无先后次序之分。

2.听力教学中运用“交际语言能力”所存在的问题

2.1 焦虑感阻碍了听力理解的顺利进展 , 导致听者处于

被动地位

听的过程就是听者的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与输入信息或

声学信号相互作用的心理过程。听者首先要用“评价策略”来

衡量自己已是否具备完成此交际任务所需的知识 , 以及可能

实现交际目的的程度 , 大多数刚开始接受听力训练或听力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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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如听力考试)的人会有一种“焦虑感” , 担心自己听不懂材

料怎么办 ,即使听懂了一些片言只语而不会做题又怎么办。

当然 ,这里引起焦虑的原因很多 ,其中不乏有听者对自己语言

知识的掌握和元认知策略的运用信心不足。但究其根本原因

是缺乏运用元认知策略的训练 ,可以说元认知策略的运用在

一开始就受到了阻碍 , 并在第一步“评价策略”中就出现了问

题。所以 ,要想顺利使用这四种元认知策略和各种听力技能

去完成交际任务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听者首先要克服听力任

务中出现的消极焦虑感 ,平静地进入听前临阵状态 ,并能够积

极调用所学语言知识 、知识图式和情感图式准备完成特定的

交际任务。

加拿大渥太华专门从事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 Vandergrift

教授也曾指出, 听力理解原非一项被动的活动 ,而是一个极其

复杂的主动过程。听者必须记住所听到的语音、语调 、词汇和

语法结构 ,并将说话内容放在直接的和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

下来理解。整个过程的协调, 要求听者付出一定的脑力劳动。

正是学生们在课内被动的不堪“重负”的心情使他们产生了消

极焦虑感 ,加之在课外缺乏坚持精泛听结合的毅力 ,最终导致

了他们在听力理解上的被动地位。

2.2 语言知识不足和基本技能薄弱使听者在听的过程中

处于不利地位

在这一点上 ,笔者所教的大一非英专学生在语言知识(尤

其是背景图式)的掌握上表现出不足。如在听《大学英语》(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级听力分册)时 , 题材都是关于日常生

活的 , 应该较易理解 , 但到了 Lesson 16 听 passage:Back In

Fashion 时, 多数学生不知道 Fashion 之意 , 因此在看完标题后

不能进行积极的猜想和预测。又如 ,在听一些课外听力材料

时, 由于缺乏类似的经历而不能很好地理解其内容。但在单

句水平的跟读上, 大一非英专学生的表现似乎优于其他学科

教师。笔者发现 ,由于教师们已经过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

习, 应该说他们的背景图式和各种元认知策略能力比大一非

英专学生要强, 所以他们(绝大多数)在听完一两遍之后便能

抓住话语的主旨和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如 Who、When、

Where、What、Why 和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akers 等)。而

在教大一非英专学生时 , 笔者也采用了此类导听式问题引导

他们进行猜想 、预测 ,但效果并不理想。教师们使用的是外研

社出版的《英语听力教程 Listen to This:1》 , 课堂上笔者也给他

们机会跟读一些单句 ,但他们完成得不算好。究其原因 ,跟他

们年龄大 ,已过了最佳学外语时期有关。据观察 ,大一非英专

学生在跟读长句和句群时也有类似情况。笔者认为所以如

此, 完全在于他们的短时记忆系统缺乏训练。

不管是语言知识匮乏 ,还是语言技能不熟练 ,都导致了学

习者在听话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3.对听力教学的基本设想

3.1 教师应指出听力的重要性 ,并澄清听的目的

为了使听者在听力训练中从被动的不利地位转向主动的

有利地位 ,首先要让其明白:听是其他三技能的基础 , 听力的

提高能促进其他三项语言能力(说 、读和写)的提高。 Vander-

grift曾对听力的作用做了精辟的分析:在初始阶段就重视听

力理解 ,能使我们以更自然的方式学习语言 ,而不是将说放在

听之前那样本末倒置。

其次 , 听力教学中应针对不同的听力任务给学生定下不

同的目标。通常先让他们抓话语的主旨 、关键词和特定表达

法, 然后再让他们听细节内容 ,最后则要求他们从语篇整体上

把握中心思想和作者态度。

3.2 针对大一新生应传授一些“社会情感策略”

O' Malley & Chamo t验证了一套有效的语言学习方法。

除了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外 ,他还提出了一种社会情感策

略。这种策略关注学习者与同学合作向老师提出问题或用特

定技巧减轻焦虑感等。大一学生刚刚开始人生新一阶段的学

习和生活 , 在心理上会有许多不适应。此时教师应致力于

Whole Person Education 的原则 ,及时向他们传授一些大学学习

生活适应策略。要让他们明白 , 大学学习是自学式的学习 ,尤

其是英语学习更是如此 ,所以应掌握一套自己的学习方式 ,养

成好的学习习惯。针对各项目和技能的学习 ,教师应在一开

始就让学生给自己定下学习目标 ,并传授一些相应的方法和

“情感策略” 。(如怎样克服“焦虑感”等)同时 , 在具体操作每

堂听力课时 ,可先放几分钟的轻音乐 , 然后按照较易-较难-

较易的顺序进行教学 , 使不同学生都有成就感而能始终处于

一直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中 ,愉快地感知录音材料。

3.3 精心选择听力材料 ,使其成为优秀的“可理解性输

入”

Krashen(1981 , 1982)认为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的前提是

最大量地提供稍高于学习者现有语言水平的输入(即 i+1),

这就是优秀的可理解性输入。众所周知 ,听有两种方式:精听

和泛听。精听的目的是训练基本功 ,逐步习惯外国人讲话时

的发音和语调在语流中的变化 , 听熟基本词 、常用词和常用句

型。泛听的目的是巩固和扩大精听的成果, 接触更多的语言

现象 , 更快地提高听觉反应能力。(沈钟钟 , 1996)所以 ,教师

除上听力课对学生进行精听训练外 ,还应注意结合不同学生

的语言和语用水平布置相应的课外泛听材料 ,鼓励学生做到

课内外精泛听结合 , 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外语听辨能力。

3.4 布置相应的产出性任务 ,采用多种方式听说结合 ,听

写结合 ,使听力材料内化并转化为学习者的“可理解性输出”

Swain(1985)针对 Krashen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提出了

“可理解性输出假说” 。后来 , Krashen 又总结性地提出了语言

习得和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为:输入※过滤※吸收※组织※

监控※输出。

可理解性输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可理解性输出

呢? 这取决于听者(或读者)在多大程度上对输入材料进行了

加工处理。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从听读材料中分析出有用的

体裁知识和有用的表达法, 并及时地让他们用这些知识完成

产出性任务 ,这样会加速语言内化的过程。在具体做法上 ,可

布置一些与刚学过内容相近的说写练习 , 这也是一条解决课

时紧张的有效途径。

当然 ,听说写练习形式很多 , 下面就以《大学英语》(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一级听力分册)Lesson 6 Dialogue:The Tele-

phone Is Ringing为例 ,提供一些可行的听说写练习。

○Pre-listening:让学生先看标题设想:对话可能发生在什

么地方? 说话者可能有几位? 都是谁?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

系? 电话铃响了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在检查学生用口头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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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思想时, 笔者发现学生们的想像力相当丰富 ,经过启发

引导他们也基本能表达自己。实际上 , 这个步骤既是一种充

分调动听者积极性的听前准备工作 ,同时也能训练学生逻辑

思维能力的提高。

○While Listening:让学生带着同样的几个问题去听第一

遍, 要求从整体上把握对话主旨。由于内容简单 ,背景内容也

并不生疏 ,学生对主题不难抓住;下一步让学生带着较具体的

问题去听第二遍 , 重点是听对话的细节内容 , 如“While the

telephone is ringing , what are they doing separately?”如果内容较

难,细节较多 ,学生不能一下抓到所有信息内容时 , 不妨再听

第三遍 ,这次则可以一个或几个意群地放录音 ,在每次放之前

可用问题提示其内容 , 让没有抓住意思的学生注意听下一部

分,如在放“双胞胎姐妹分别在学习和看电视”前 , 可先问

“Where are the twins and what are they doing?”这样可以帮助学

生学会如何有目的地去听辨, 以便快速把握上下文的逻辑关

系, 对学生课外泛听也有策略性的指导作用。在听辨过程中 ,

可让学生跟读关键词句, 听完后还可进行复述练习。最后再

将材料完整地放一遍 , 以便让学生再次把握对话的总体结构

和说话者的情感态度 , 从而为下一步进行巩固性的产出练习

奠定基础。

○Post-listening:下面是一些可行的听后练习:

(1)听后可让学生写下自己的感受 , 把自己认为应该记住

的表达法也列出,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再次经历语言学习

的心理过程 ,为更好地将输入吸收并内化为自己知识图式的

一部分提供可能。

(2)布置学生课后听下一课的两个对话 ,要求把个人的听

前设想和提出的问题以及听的情况 、听后感受和所得分数都

做出记录 ,并要求记下第一篇中女士的所有问题 ,第二篇中迈

克的所有回答。下节课抽查笔头作业和口头报告。

(3)结合课后听辨活动进行口语操练以促进及时产出。

可以让学生听完之后 ,口头介绍自己的朋友 ,要求用上职业的

表达法 ,还可以增加如性格 、外貌描写等内容。这样听说写结

合的综合式教学既充实了听力课的内容 , 同时又提供了学生

及时应用所学进行口语表达的机会 ,彼此相辅相成 ,实践证明

效果很好。

(4)采用听写-作文法让学生进行产出性练习。听写-

作文法是 Ilson(1962)提议采用的一种有效的外语教学方法。

具体做法是:首先进行听写 ,然后让学生提炼出要点 、相关词

语及语法结构 ,并给予适当的指导让学生列出所听材料的提

纲, 最后再根据听写的内容参照提纲作文。作文写好后还可

组织讨论。通过这些活动把听说写有效地结合起来。

(5)布置课后泛听任务 ,起初要求写下所听内容的大意 ,

逐步可增加写出要点和关键词句的要求。

4.结语

心理学家们都认为 , 紧张 、忧虑 、恐惧会妨碍大脑工作 ,导

致思路阻塞 ,听辨能力下降, 记忆困难。因此 ,帮助学生克服

听力中的消极焦虑感是听力教学的首要任务。此外 , 听和说

在自然习得语言中是关键的前两步 ,且二者具有较高的相关

性(马广惠 ,文秋芳证明相关系数高达 0.74 , 1994);听对于写

又能提供大量的生动真实的输入 ,所以二者也具有一定的相

关性。因此 ,把听说写三者结合起来的综合式教学法 ,体现了

当代交际式英语教学的重要特征 , 有利于学生的语言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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