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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音教学与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听说能力培养

黄有才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

四川 成都 61 00 39)

【摘 要】通过对学生的调查
,

本文概述非英语专业英语听说和语音教学现状
,

分析指出了大学英语语

音教学方面存在的不足
。

然后运用实验
、

对比测试法研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

实施语音教学与学生听说能力

培养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实施语音教学与学生听说能力不仅有紧密关系
,

而且会大大提商后者
。

【关键词】非英语专业 ; 语音教学 ; 听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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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学英语学生 (非英语专业 ) 的听

说和英语语音现状

1
.

关于听说教学

首先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 2X() 4 年颁布了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试行 )
。

《要求》

在教学大纲修订的基础上
,

新大学英语四级和六

级考试内容作了重大调整
,

增加了听力的比重 ;

同时
,

在一定的范围内上实行英语 口语考试
,

并

以考试的反拨作用为纽带
,

较有效地推动了学习

者英语运用能力的培养
。

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进

一步明确
。

同时许多企业把有较强的听说作为招

聘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
。

过去那种
“

拿本英汉字

典
,

能阅读
、

会笔头翻译
”

的要求现在早已不能

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
。

然而
,

笔者通过对大学英语一年级学生的调

查表明
:
大学生的英语听说状况不容乐观

。

学生

通过 中学阶段学习
,

掌握了一定的语言知识和

读
、

听
、

说
、

写技能
。

但他们在这些技能上的水

平参差不齐
。

据问卷调查本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185 名学生得知
,

2 9 % 的学生认为
“

翻译
”

较难
,

近 3 9 % 的学生认为
“

写作
”

较难
,

48 % 的学生认

为
“

读
”

很难
,

约 83 % 的学生认为
“

听说
”

很

难
。

可见
,

在读
、

听
、

说
、

写
、

译几项技能中
,

学生认为
“

听说
”

技能最难习得掌握
。

其原因之

一
,

与中学教学目标设定有较大关系
,

很多学校

把英语教学当作纯粹的陈述知识 ( DE O ) 而不是语

言技能来传授
。

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学习
,

能较完善地掌握语言

知识
,

阅读
、

写作技能也有较大提高
。

但听说技能

的提高则不明显
,

这与教学目标仍然有关系
。

但学

生的发音问题也是一个影响学生听说技能提高的较

重要的因素
。

学生自身发音有问题
,

不具备语音正

误鉴别的能力
,

按照自己以为正确的读音标准去判

断输人的听力材料
,

听起来当然就困难重重
。

这在

听力理解中表现突出
。

在真实交际情景中
,

听说作

为一个整体
,

听不懂谈话内容
,

输出
、

交流往往无

法正常进行
。

2
.

语音教学

语言的发展和教学历史表明
:
自从产生语言以

来
,

语音就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语音教学作

为单独成为一门课程却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

的
。

语言教学经历了以行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模

仿
、

以交际和任务型教学法等为手段的三个发展阶

段 ( N u n
an

,

2 0 0 4 )
。

在大学英语教学这一环节
,

语音一般只是一个

笼统的概念
。

可以说绝大多数学校从来没有专门为

大学英语的学生设置这一课程
,

因而也谈不上系统

的语音教学
。

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的语音体系在进

人大学时完美无缺
,

不需要再学习
、

再强化和实

践
。

事实上
,

由于在教育教学内容上
,

从小学
、

中

学到大学的各个环节相互间缺乏连贯性
,

存在脱节

现象 (戴炜栋
,

2 00 1) ; 教学受考试指挥棒的影

响 ; 中学师资力量薄弱 ; 学生受方言的影响 ;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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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导致学生对语音的重视程度 ;学生学习语言

的习惯等等因素
,

导致了学生进人大学前的英语

学习背景 (特别是教育背景 ) 的差异性
,

因而人

学时英语水平参差不齐
,

作为语言三大要素之一

的语音水平更不堪设想
。

可以说
,

绝大多数学生

的语音水平离
“

朗读时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

这一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 对语音的基本要求相差很

远
,

离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对听力理解能

力
、

口语表达能力的要求更不用说
。

3
.

在语音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语音指听者对声音的感知方式 ( N un an
,

200 4 )
。

怎样读单词
、

短语或句子关系到听者对说话

人的判断
。

同时
,

良好的语音面貌对构建说话人的

自我形象至关重要
。

尽管如此
,

在语音方面
,

仍然存

在许多问题
。

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主要方面
。

( l) 缺乏相关语音基本理论知识

英语语音构成遵循一定的规律
。

它由元音和辅

音两大类构成
。

元音和辅音还有更具体的分类组合

( Roa hc
,

20 03 )
。

在发音上
,

也遵循发音规则
。

发音规

则既有一般性的
,

也有特殊性的
。

如字母
“ c ”

在元音

字母
“ e ” 、 “

i
” 、 “

y
”

后面发 s/ /
,

而在其他字母后则

发八 /
。

学生不了解这一发音规则
,

因而在 p icn ic,

p an ic 等单词变为过去式或分词时
,

为了保持发音不

便
,

在其后面加字母 k
,

变为 p i e n i e k i n g
,

或 p a n -

ic ke d
,

就以为是新词
。

( 2) 基本音素发音不准

中国学生受母语
、

母语方言等因素的影响
,

学生在音素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

如学生不能区

分 / s/ / z/
,

/ h / / f/
,

i/ / i/ : /等音素
。

这会直

接影响学生的听力理解或交际
。

(3) 单词重音不准

中国学 生 的母 语 是语 调 语言 ( ton
e lan

-

gu ag e
)

,

发音时不同语调决定词语不同的意义

( Roa hc
,

2 00 3)
。

但英语单词则不一样
,

有单音节

词
、

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之分
。

朗读时有重读
、

次重读和非重读音节之分
。

另外
,

有些单词的重

读音节决定其词性和词义 ( Roa hc
,

200 3)
。

如 i m
-

脚 rt (
n

)
,

i m卯 rt (
v

): s u
bj

e e t (
n

)
, s u

bj
e e t (

v
) : e x p lo i t

( n)
,

ex p ilo t(
v

)
。

学生在发音时
,

受母语的影响
,

要么没有重音
,

要么重音不准 (其表现为
:
要么

重音不够长
,

要么不够响亮
、

不够重 )
。

单词作

为句子的基本单位
,

如果发音不准
,

肯定会影响

听者对句子的理解
,

为听力理解或更高层次的交

际带来障碍
。

(4) 意群划分不准

意群是句子在语法及意义上能够联系在一起的

部分
。

如意群划分不准
,

读到的或听到的句子就没

有意义
,

而只是一些单词或单词组合
,

上升不到句

子整体的高度
。

我们经常听到学生说
:

作阅读理解

时
,

单词都认识
,

但整个句子或整篇文章的意义就

不甚明了
,

这可以部分地说明其原因
。

意群对阅读

的影响都是如此
,

对听力的影响就不难推测了
。

(5) 连读
、

弱读问题

由于语言环境等因素
,

多数中国学生初学英语

时
,

接触到的英语往往一字一句
,

清清楚楚
,

没有

连读
、

弱读等现象
,

或其现象不突出
。

久而久之
,

形成习惯
,

自己说英语时也如此
。

一旦接触真实情

景中的英语
,

往往不知所云
,

就傻眼了
。

( 6) 不会在情景中运用语调

英语语调除了受句型结构控制以外
,

还受语言

环境的制约
。

不同的语调表示说话人不同的态度和

情感 ( Roa hc
,

2 003 )
。

而多数学生不会在情景中用

不同的语调表达不同的情感
。

学生能用的往往只有

降调
。

二 对比实验

本文用实验
、

对比测试法研究语音教学与听说

能力培养的关系
,

以期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

通过强

化语音教学
,

来提高大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
。

1
.

实验材料

学习材料 (《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全新版 ) 1》
、

《大

学英语听说教程 (全新版 ) 1》 )
、

教学时数 (64 )

教学场地 (普通教室 )
、

测试试题一致
。

2
.

实验对象

实验组
: 2 00 5 级普通本科生 51 人

,

一个自然

教学班
。

对照组
: 200 5 级普通本科生 52 人

,

一个自然

教学班
。

3
.

实验时间

大学英语学习第一学期
。

4
.

实验方法与步骤

( l) 调查研究
,

了解学生英语水平

学生人学后
,

实验组织者通过多种渠道
、

多种方

式 (如测试
、

访谈
、

课堂行为问卷等 )
,

全面了解两组

学生的英语实际综合水平
,

重点掌握学生的语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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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然后考虑多种因素
,

把实验组学生分为学习小

组
。

每组有小组长负责该小组在课后的英语学习
,

确保课后学习的时间和质量
。

同时
,

小组长在教师

与学生之间起联络沟通作用
。

( 2) 课堂教学

实验组的教学分课堂教学和第二课堂两个环

节
。

课堂上除完成与对照组相同的教学内容外
,

每次上课用 5 一
10 分钟

,

针对上面提到的语音方

面的六个问题
,

实施语音知识教学与技能实践训

练
,

同是辅以心理疏导和一定的学习策略训练
。

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内容从语音知识到学习者

的生理
、

心理因素都有涉及
。

形式上以教师指导

下的学习小组活动练习为主
,

辅以其它
。

( 3) 第二课堂

课堂活动练习的时间毕竟非常有限
,

因而大

量的强化巩固练习活动都放在课后小组中进行
。

具

体到语音的练习巩固上
,

采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原

理
,

( l) 要求学生通过朗读模仿和听读模仿练习
,

习

得语音技能
,

并能产生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

双向迁移 (皮连生
,

200 1 )
。

( 2) 以学习材料为基础
,

进行朗读和听力
、

听写练习
,

并指定段落要求学生

背诵
。

( 3) 进行口语练习
。

该练习主要在晚饭后的闲

散时间进行
,

以对子练习为主
,

要求小组每两周

至少集中活动一次 ; 内容有规定的和即兴的
,

量

化练习的时间
。

同时告诉学生期末要进行 口语测

试
,

口试成绩占期末成绩的 5 %
。

( 4 ) 对照组

对对照组的要求
,

课堂教学除不进行专门的

语音教学外 (不排除遇到需要纠正时
,

进行纠

正 )
,

其他与实验组一致
。

第二课堂 ( l) 提出要

求注意语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

进行朗读模仿和

听读模仿练习
,

并能产生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

识的双向迁移 (皮连生
,

2 00 1)
。

( 2) ( 3) 同

表 1 第 1学期听力摸底成绩 (总分 20 分 )

实验组要求一致
。

( 5 ) 测试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

进行了两次听力测试
,

一

次口语测试
。

听力测试为
:
开始英语学习前的听力

摸底测试和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 第一学期期末口语

测试
。

为保证试题的有效性
,

听力摸底测试试题结合

我校生源的实际情况
,

由命题小组统一命题
。

测试

时间 20 分钟
,

题型为听对话作单项选择 (读一

遍
,

10 分 )
、

听段落作单项选择 (读三遍
,

5

分 )
,

听写填空 (读三遍
,

10 空
,

5 分 )
,

共 20

分
。

期末考试年级统一试题
,

测试时间 20 分钟
,

命题 30 % 的内容以听力教材的题材为基础
。

题型

为听对话作单项选择 (读一遍
,

10 分 )
,

听段落

作单项选择 (读二遍
,

5 分 )
,

听写填空 (读三

遍
,

10 空
,

5分 )
,

共 2 0 分
。

口语测试命题以两本教材为基础
。

题型有读句

子
、

读段落
,

复述教材内容
,

就指定题目谈自己的

观点
。

评分分优秀
、

良好
、

及格和不及格四个级

别 ; 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邱东林等
,

20 04 )
:

优秀
:

发音标准
,

朗读流畅 ; 复述课文连贯
,

思路清楚
,

语义完整 ; 有语言错误但不影响沟通
。

良好
:

发音较标准
,

朗读较流畅 ; 复述课文较

连贯
,

思路较清楚
,

语义较完整 ; 有语言错误但基

本不影响沟通
。

及格
:
发音尚可

,

朗读不够流畅 ; 复述课文基

本连贯
,

思路不够清楚
,

语义不够完整 ; 语言错误

相当多
,

影响沟通
。

不及格
:
发音差

,

朗读不连贯 ; 不能复述课

文
,

不能沟通
。

5
.

测试成绩与数据分析

( l) 测试成绩

三次测试的成绩见表 1
、

2
、

3
。

表 2 第 1学期听力期末成绩 (总分 20 分 )

分数段

16 分以上

14 一 16

12 一 14

10
一

12

10 分以下

实验组 对照组
分数段

16分以上

14 一 16

12 一 14

10 一 12

10分以下

实验组 对照组

人数 百分比 ( % ) 人数 百分比 (% ) 人数 百分比 ( % ) 人数 百分比 ( % )

7
.

84 14

l 0

l 7

7

3

l l

10

2 1
.

15

19
.

2 3

28
.

84

17
.

30

13
.

4 6

巧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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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第 1学期期末口语测试成绩 (总分 5分 )表 4第 1学期期末听力测试听写填空项成绩 (总分 5分 )

分数段

5
一

4
.

5 (优 )

4
一

3
.

5 (良 )

3
一

2
.

5 (及格 )

0
一

2(不及格 )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

6巧 2298

l8

2l

5

巧
.

8 6

35
.

9 2

41
.

1 7

9
.

8 0

11
.

5 3

8 2
.

84

4 2
.

3 0

1 7
.

3 0

分数段

5一 4
.

5

4一 3
.

5

3

0一 2
.

5

l4

l l

l 2

1 4

7 2
.

4 5

21
.

5 6

3 2
.

5 2

27
.

4 5

8

l 0

l 6

l8

巧
.

8 3

1 9
.

23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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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在分数的设置上
,

摸底考试和期末考试是一

样的
,

都是 20 分
。

表 1 的数据表明
,

两组学生在人学时
,

在各

个分数段的人数比例虽然有差异
,

但比较接近
。

可见两组学生的听力水平相当
。

表 2 的数据表明
,

实验组学生经过一学期全

方位的教学与实践训练
,

特别是语音教学训练
,

学生的听力水平有惊人的进步
。

组内与摸底测试

相 比
,

达优秀级的学生 ( 16 分 以上 ) 增加了近

20 %
,

12 一 14 分段增加了近 12 %
,

而低分段人数

(不及格 ) 则减少了 35 %
。

与对照组比较
,

其进步也可见一斑
。

优秀级

的学生 ( 16 分以上 ) 比对照组多了 6%
,

12 ~ 14

分段多了近 5%
,

而摸底测试时
,

对照组在这两个

分数段分别比实验组高近 4 % 和 2 % ; 而低分段人

数 (不及格 ) 则少了近 11 %
,

而摸底测试时
,

对

照组比实验组低近 3%
。

另外
,

笔者单独统计了主观题听写填空项的

得分情况 (见表 4)
。

其结果也表现了实验组与对

照组之间极大的差异
。

可见
,

强化语音教学
,

对听力能力水平的提

高有较大影响
。

口语能力方面
,

表 3 的数据表明
,

实验组学

生在高分段 (优
、

良级 ) 的比例大大高于对照

组
,

而不及格人数的比例则相反 ; 在及格这个档

次
,

两组相当
,

对照组略略优于实验组
。

应该

说
,

强化语音教学
,

对口语能力的提高也有较大

影响
。

部分学生发音标准
,

表达流畅 ; 多数学生

敢于就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题材发表自己的观点
。

综合比较两组在听力和口语方面的成绩
,

实

验组比对照组在听力上进步要大得多
,

这是不可

否认的事实
。

但对照组在摸底的基础上
,

经过一

学期的全方位的教学学习训练 (除语音外 )
,

听

力也有长足的进步
。

另外
,

对照组学生在口语上

的成绩也不可忽视
。

这可以说明
,

除了实验组采

用的教学策略外
,

笔者在对照组采用的教学策略

也是成功的
。

三 结束语

听说技能作为语言最基本的技能
,

其掌握程度

与语音的掌握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

学生通过大学英

语学习
,

能较完善地掌握语言知识
,

阅读写作技能

也有较大提高
,

但听说技能的提高则不显著
。

这与

学生的发音问题有较大的关系
。

学生自身发音有问

题
,

不具备语音正误鉴别的能力
,

按照自己以为正

确的读音标准去判断输人的材料
,

听起来当然困难

重重
。

在真实交际情景中
,

听说作为一个整体
,

听

不懂谈话内容交际就无法正常进行
。

语言是一个系统工程
,

它包含许多相互依存而

又相对独立的要素
。

因而
,

在教学过程中
,

既要注

意语言的系统性
,

又要注意其功能性
。

不能只注重

语言知识传授
,

忽略语言技能培养
。

要学好并运用

一门语言
,

语音语调是基础
。

所以对语音的掌握是

否到位
,

即学习者的语音面貌
、

熟练程度等会直接

影响到语言学习的效果
,

也直接影响到语言学习者

对语言技能的掌握和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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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指导相结合的方式
,

即对每一小组的表现依次

进行点评与指导
。

4
.

4 总结阶段
。

要求学生以小短文的形式写出

此次实践教学活动的心得体会
。

在此次
“

源本
”

实践教学实例过程中
,

笔者

既结合了课本
,

又进行了形式的创新 ; 既在准备阶

段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

又在实践教学活动

阶段加强了学生的听说能力 ; 既考察了学生的临场

思辩能力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 效果明显
,

颇

受学生好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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