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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教学与心理过程的关系 
摘要:心理效应是指大多数人在相同的情况之下对某种相同的刺激产生相同或相似心理反应

的现象。英语口语教学与心理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若能把当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成功

地运用到英语口语教学中去,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本文结合几种著名的心理效应

的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围绕英语口语教学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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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成功地加入 WTO ,全球化趋势使我们的外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和严峻挑战。尤其是如何迅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尽早地走出困扰我国英语教学

多年的“哑巴英语”的困境,是我们每一个英语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然而,英语口语课是一

种师生间的双边活动。一堂成功的口语课,不仅仅需要教师的精心设计和引导,更需要全体学

生的积极投入和配合。因此,在英语口语教学中,教师应特别重视学生的心理因素,打好“攻心

战”,使学生轻松愉快地融入课堂教学。本文着重论述几种著名心理效应(章立早 2002) 对英

语口语教学四点启示。  
      1. 0“南风效应”与学习兴趣的培养“南风效应”出自法国作家拉封丹的一则寓言:
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先鼓足气力,刮起了铺天盖地的刺

骨寒风,结果非但没有把行人的大衣脱掉,反而使行人把大衣裹得更紧。轮到南风了,只见它不

慌不忙,徐徐吹动柔柔春风,行人顿觉风和日丽,浑身上下暖意融融,不一会儿,便开始解开一个

个纽扣,继而脱掉了大衣。最终的比赛结果自然不言而喻,南风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南风

效应”包含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寓意: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同一件

事情,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效果就会截然不同。在上面的寓言故事中,北风和南风的目的都是

要使行人脱掉大衣,但由于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其结果也大相径庭。     大家都知道,
英语口语课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开口说英语,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然而在口

语教学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一些同学在课堂上不愿开口,缺乏口语训练的兴趣和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师操之过急,采用一些过激手段,就会进一步增加学生的焦虑感,最终使

之完全丧失了学习兴趣和信心。相反地,如果教师能够注意把握好学生的情感因素,进行科学

的因势利导,就会收到以柔克刚的显著效果。  
      学生不愿开口说英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自己的口语水平没有充分的自信。因此,教
师首先要帮助学生甩掉心理上的包袱,告诉他们要想练好口语,就一定不要怕“losing face”(丢
脸) 。在课堂上,教师不仅仅应是语音纯正流利的权威者,还应以和蔼可亲的仪态,幽默生动的

语言,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鼓励者、引导者和促进者。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

简单的问题进行问答。即使回答得不理想,也一定不要泼冷水,而是尽量要用“Not bad”或

“Good ”等肯定性的课堂用语加以鼓励,促使他们先勇敢地迈出可贵的第一步。在每位学生

进行发言的过程中,教师都要适当走近学生,用鼓励的目光、欣赏的神情耐心地倾听,而不是一

直威严地站在讲台上似听非听。学生在口语表达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也不要中途打断进行纠

正,要等学生的全部发言结束后,先进行肯定性的评述,再和颜悦色地点出较典型的错误。这种

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如同和风细雨,会使学生获得充分的“Feeling of Safety”(安全感)和
“ Feeling of Accomplishment”(成就感) ,从而对口语练习兴趣盎然,最终进入“马不扬鞭自奋

蹄”的良好状态。  
     2. 0“皮格马利翁效应”与学生潜能的开发皮格马利翁本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王子。传

说他痴痴地爱上了一座少女塑像,后来在他热诚的期盼下, 塑像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美丽少

女。1968 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贾可布森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并借用这一神话故事,
把它命名为“皮格马利翁效应”。实验的全过程如下:这两位知名学者一起来到一所小学,煞有

介事地宣称,要对所有的学生进行智能测验。测验结束后,他们向校方提供了一份名单,说名单

上的学生皆被鉴定出具有超乎常人的智力潜能,并再三嘱咐有关教师对此“保密”。其实,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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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名单不过是随机抽定的,根本不是所谓的智力测验的结果。但八个月之后,当他们再次

来到这所小学进行智能测验时,奇迹出现了:凡是上次被列入名单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提高

很快,而且性格开朗,求知欲强,与老师的感情也比较深厚。这一实验本身,就充分说明了教育过

程中积极的情感因素对学生潜能开发的巨大推动作用:虽然名单对学生是保密的,但对此深信

不疑的老师们会对名单上的学生特别厚爱。这种厚爱通过他们掩饰不住的眼神、笑容、语言

等自然流露出来,会使这些学生内心产生充分的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最终正是在这种

积极心理的强大推动下,这些学生的潜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在学业和自我发展方面均呈

突飞猛进之势。   
      柳斌同志曾指出:“没有情感的教育是苍白无力的教育。”(杨芷英 2000) 情感教育是

一种伴随知识输入而又溶入了人类美好情愫的教育方式。特别是在英语口语教学中,教师的

每一个眼神,每一种表情,每一句语言,都无时无刻地不在向学生传递着一种情感信息。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以一视同仁的态度,重视每一位学生的情感需求和潜能开发。例如课

堂上的 volunteer 回答形式和课下鼓励性的个别谈话,都可以对学生的口语训练起到良好的

激励作用。总之,如果教师对于每一位学生所传达的情感信息都能是真诚的、关爱的、欣赏

的和信赖的,就必能使全体学生在口语学习中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和信心,并且有利于建立融

洽的师生关系。 
      3. 0“霍布森选择效应”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霍布森选择效应的来源与十七世纪的一

位英国商人有关。这位名叫霍布森的剑桥商人从事贩马生意。当他把自己的马放出来让顾客

挑选时,有一个附加条件:只许挑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显然,这个条件本身其实就等于不让

挑选。后来,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被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效应”。社会心理学家指出:
如果人们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的困境,就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因为

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就等于别无选择,就等于扼杀创造。      因此,在英语口语教学中,要想

激发出学生的创造力,一定要给学生留出充分的想象空间和选择余地,让口语课堂成为以学生

为主角的“群言堂”,而不是由教师一人垄断的“一言堂”。教师可采用灵活多样、新颖有趣

的形式,把课堂设计成一个能让学生自由发挥的大舞台。可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3. 1 Group Work 形式   
      在英语口语教学中,可大量采用小组学习的形式。一般全班分作若干四至六人的小组,
围绕老师设定的有关话题进行自由讨论。每组选出一人作为组长,负责本小组活动的组织、

汇总和代表发言。在讨论开始进行后,教师可依次到各组倾听并给予必要的指导。在规定的

讨论时间结束之后,请各组代表上台轮流发言,充分地陈述各自的观点。对于每组的发言,教师

应给予充分的鼓励,并在最后做出中肯的总结性的讲评。  
    3. 2 Role Play 形式 
     对于一些故事性强且生动有趣的题材,可以让同学们设计成英语短剧的形式进行表演。

全班可采用自愿结合的方式成立若干剧组,每个剧组围绕素材自行对剧本进行编写、导演和

演出。另外,也可以定期放映一些学生喜爱的原声经典影片,请学生分角色为某个片段进行英

语配音。这种类型的口语舞台气息浓厚,气氛轻松、活跃,是对学生写作、口语、表演等创造

能力的综合展示。如果每次活动之后,再模仿奥斯卡搞一个英语颁奖仪式,学生的参与热情就

会更高。 
      3. 3 AB 剧形式   
    大家可能知道, 浙江电视台有一个“人生 AB 剧”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每次都会播出一

个源自日常生活的复杂故事,故事的内容播完之后会给观众提出有 A、B 两个答案的选择题,
请观众选择并说明原因。在英语口语教学中,老师也可以收集生活中学生感兴趣而又有争议

的话题,组织学生去讨论或即兴表演,为大家提供一个充分想象的空间。 
     3. 4 正反方辩论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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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语口语课所涉及的话题中,有些是同学们持正反两种意见的。这种情况下,教师可把

全班按所持观点的不同,分成正反两方,然后模仿大专辩论赛的形式,请双方用英语轮流陈述

各自的看法和依据,展开激烈的辩论和反驳。这种口语训练形式紧张有趣,对学生的英语思维

和迅速反应能力都是极好的锻炼,如果设计得当,一些平时比较沉默的同学也会踊跃参与。 
     4. 0“霍桑效应”与消极情绪的疏导  
     霍桑是美国芝加哥郊外的一个电话交换机工厂的名字。这家工厂设施完善,并有着良好

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但工人们仍愤愤不平,生产状况也不尽人意。为探求原因,1924 年 11 月,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由心理学家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前往该厂展开了

一系列的试验性研究。其中有一个“谈话试验”,即用两年多的时间,专家们与工人个别谈话

两万余次,要耐心倾听工人对厂方的意见和不满,并做出详细记录。并且要求在谈话过程中,
对工人的牢骚和抱怨,不准有任何反驳和训斥。这一“谈话试验”最终效果显著:霍桑工厂的

产量开始大幅度提高。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将这种奇妙的现象称为“霍桑效应”。    其实“, 
霍桑效应”的秘诀在于,引导人们把心中的负面情绪都发泄出来,从而感到心情舒畅,干劲倍

增。如今,在许多单位都设有“牢骚室”,就是“霍桑效应”在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大家知道,
人们在一生中会产生数不清的意愿和情绪,但其中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得以实现或满

足。这些意愿和情绪如果长期受到漠视或压制,就会严重地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反地,如
果我们能够采用适当的方式,令其及时地宣泄出来,就会大大有利于工作、学习和生活。 
       在英语口语教学中,作为教师,首先要对课堂教学精心设计,与全班同学加强沟通,防止

某些问题出现的可能。但尽管如此,由于每位同学的特点不同,需求不同,对于课堂教学还是会

有千差万别的想法和要求。如果这些想法和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使之产生极大的焦虑

感。乔姆斯基早就指出,在学习过程中,焦虑感越大,成功率越小。因此,在英语口语教学中,一
方面教师应时刻注意观察了解学生,及早发现和解决学生中的一些影响学习的思想苗头,如自

信心的缺乏、学习方法的困惑、对老师的误解、对学习的抵触情绪等等;另一方面,教师还应

通过定期收集全体学生的反馈意见和经常性的个别交谈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听取同学们的想

法和建议,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特别是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他们内心的一些思想和情绪不

易被外人觉察到,但往往正是心中的一点小疙瘩,而大大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如果老师能够成

功地把学生内心的负面情绪疏导出来,就会使他们在口语学习中轻装上阵,焕发出无比的热情

和干劲。当然,要想使学生敢对老师说实话、说真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学生要对老

师有充分的信任。这就需要教师平时对学生要时时关心爱护、坦诚相见,即为良师,又为益友。

这样,学生就会把老师当作值得信赖的知己,愿意向老师倾诉心中的烦恼和困惑了。 
     总之,英语口语教学过程不仅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心理过程,并且认知的效果很大

程度上与心理的变化有关。因此,在英语口语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还要以

人为本,重视心理规律的学习和研究。如今,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如果我们能

把这些成果成功地运用到自己的教学过程当中去,就一定会使我们的课堂教学事半功倍、锦

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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