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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因素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应用 

【摘 要】  情感因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论述了情感的涵义以及情感与教学的相关理

论,结合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缺乏情感因素的现状,提出了营造和谐愉快的课堂气氛、  丰富口语课堂的活动

设计、  对学生的表现及时反馈等措施,以提高口语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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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  Carl  Rogers 认为,人的认知活动总是伴随着一定的情感因素,当情感因素受到压抑甚至抹杀

时,人的自我创造潜能就得不到发展和发现。而只有用真实的态度,对个人尊重和理解学生内心世界的态度,

才能激发起学生的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情感因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的情感直

接影响他们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这一特点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尤为突出。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

情感因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直接造成了目前大学口语教学效率的底下。本文将从情感与英语教学的

关系、  情感与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关系出发,结合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  情感因素     

          教育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是对客观事物抱有不同好恶而产生的内心变化和外部表现。

它包括积极情感,如兴趣、  自尊心、  自信、  强烈动机等;消极情感,如焦虑、  害怕、  愤怒、  沮丧等。情

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主观态度和体验。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情感指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中的感情、  感觉、  情绪、  态度等(Arnold,  1990)。情感因素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学习者的个人因素,

包括自尊、  抑制、  焦虑、  移情、  动机等;第二是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习俗、态度、  文化适应、  社会

距离等,这一切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大学英语教学的情感是指教学中的主体  (教师和学

生  )在教学过程中的感情、  感觉、  情绪、  态度等,主体双方的情感状态,直接影响到主体双方的教学行为

和结果。          情感教学从最根本的涵义上说,就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在充分考虑认知因素的同时,充分发

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以完善教学目标,增强教学效果的教学。从广义的角度看,情感教学可以包含很多模

式,如“  愉快教学”  、  “  挫折教学”  、  “  成功教学”  等。长期以来外语教学一直关注的焦点是学习

和掌握外语的认知过程,对情感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发展,教育中的情感因素越来越

受到重视。以  Carl Rogers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主张尊重并发展人的个性,主张教育的目的不仅包括认知的发展,

还应包括情感的发展,是对整个人的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发展学生的潜能,形成

积极向上的自我概念和价值观体系,使学生能够自己教育自己。在其影响下,涌现出一批全新的外语教学法,

如暗示法、  沉默法、  社团语言学习、  全身反应法、  自然法等。这些方法形式不同,但是都重视语言学习

中的情感因素。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毕生实践研究和谐教育,其成功的秘诀就是建立学生学习的积极

的“  情感动力系统”  ,主张教师要激发和建立学生的“情感动力  ”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语言学习中

的情感因素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语言学家  S . D. Krashen提出著名的情感过虑假说。情感过虑指在语言学

习过程中由于紧张、  焦虑或动机不足等造成的学习障碍。语言学习者的动机、  自信心及焦虑程度等情感

因素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效果。学习者的心理障碍越小,即动机水平越高,自信心越强,焦虑程度越低,则情感过

滤程度越低,那么他们的语言输入量就越大,反之亦然。  (张俊英,2006)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对英语学习过

程中的情感因素进行了研究  (冷冉  1982,吴恒山  1986,  1987,  1990,杨新授  1991,章兼中  1993,卢家楣  2003

等)。 

          二、  情感与英语教学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情感因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H. D. Br ow(1987)曾指出“  在人类行为的诸多方面,

感情因素是决定二语习得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人类行为是受情感支配的”  。关注情感可以

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语言教学也能帮助学生培养积极健康的情感,从而促进人的发展。情感与英语教学的

理论及实验研究表明,认知和情感是语言教学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然而目前的英语课堂中,知识和情

感处于脱离的状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的一项调查证明,重知轻情的现象在当前学校教育中普遍存

在。在该调查中,  50%的教师认为,当前学校中重知识轻情感的现象相当严重,超过  90%的教师认为应该重视

教学中的情感因素,以提高教学效果;虽然希望运用情感因素的教师占  99. 71%  ,但是付诸实践的教师仅占  8. 

81%。  (卢家楣,  2001)由于口语教学的特殊性,长期缺乏师生的情感交流,使得目前的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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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学生参与意识不强,对口语学习缺乏兴趣。   

          三、  情感对口语教学的启示   

          如何帮助学生建立信心,提高学生英语口语课堂的参与积极性,最大限度发挥积极情感的作用,提高口

语教学的效率,是大学英语口语教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  如果教师不想方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

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不动情感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

学习就会成为学生的沉重负担。  ”  英语口语课上,教师要充分调动情感因素,创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降

低学生的焦虑感,是学生热情积极的参与进来,如此,才能使性自然真实的表达与交流。 

            俗话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英语口语教学不同于其他科目,它更侧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如果“  没

有能给学习者提供自然交际机会的教学活动,将会使学习者失去接触语言材料的主要来源,进而阻止习得的

进行”  (R. Ellis, 1992)。英语口语教学的活动有很多,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如复述、  看图说话、 

表演、  演讲、  辩论等形式,以提高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促进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由于口语

课堂的特别性质,如何纠正学生口语错误成为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语言学家  Dulay 认为,“  不犯错误是学

不会语言的。  ”  对于不影响交际的错误,没有必要纠正,如果错误太多,可以适当提醒一下。而那些干扰交

际的错误应予以纠正。同时教师也要及时赞扬,对学生进行肯定,保护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 

            亲其师而信其道,学生对教师的态度会影响其对课堂的态度。教师在英语口语教学中要重视与学生的

情感交流,通过自己的言行、  表情等传递对学生的信任、  尊重、  鼓励等信息,是学生愿意并自觉参与口语

课堂教学活动,提高积极性,尽最大可能挖掘每个学生的口语潜力。情感因素对英语口语教学具有极其重要的

影响。著名教育家夏丐尊先生说过:“  教育上的水是什么?  就是情,就是爱。教师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

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  同样,如果教师不投入情感,不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情

感,英语口语教学也便是“  无水的池”  ,缺乏活力和效力。只有营造和谐愉快的课堂气氛,丰富口语课堂的

活动设计,对学生的表现及时反馈,才能在融洽的师生相处中,最大发挥学生的积极情感作用。而如何将情感

因素更好地融入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是广大英语教师尤其是口语教师有待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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