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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歌曲在听力教学中的运用

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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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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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歌 曲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如果与语言课堂教学结合起来
,

将会产生巨大的

作用
。

本文重点叙述外语歌曲运用于外语课堂教学的意义 以及在听力课堂中使用歌曲的教学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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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歌曲在外语教学中的价值

许多教师和语言教学研究人员 已经发现了在外

语课堂教学 中使用 外语歌 曲的价值
。 “

S on gs a er

o n e Of th e m o s t e n e h a n t i n g a n d e u l tu

alr l y ir 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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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给固定的日常教学活动带来了新

的活力
。

它们是帮助训练学生听
、

说
、

读
、

写能力的宝

贵资源
。

它们也可以用于多种语言教学项 目
,

如像句

型操练
、

词汇
、

语音语调教学等
。

正规的课堂教学往

往使学生感觉紧张
,

通过歌曲教学可为学生提供了

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

外语课堂教学中使用外语歌 曲有许 多有利之

处
,

从理论上讲
,

主要包括情感 (
a

ffe
c

ivt
e )和语 言学

(l in 四 i s t i e
)两个方面

:

1 情感理由以厅色
e t动e R e as o n )

很久以来
,

我们已经意识到学生学习需要有积

极 的态 度
。

hT
e A ffe

e t i v e F il te r H y po t h e s is 15 o n e

o f ht e p or p o s e d h即
o t h e s e s d e v e l o p e d 勿 S t e v e n

K r a s h e n
.

他解 释 到
,

hT
e a ff 已e t iv e if l t e r m u s t be

w e e k fo r o p t i m a l l e a
rn i n g t o o e e u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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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w il l n o t s e e k la n罗 a g e i n p u t
,

a n d i n tu
rn

, n o t b e o p e n fo r la n即 a g e a e q u i s i t i o n
·

情感过滤器假设的实际运用则是教师应该为学生提

供一个积极轻松的学习环境
。

课堂中运用歌曲是达

成一个弱的情感过滤器而且促进语言学习的一个方

法
。

通过歌曲学习语言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享受

到极大的乐趣
,

从而极大促进其学习动力
。

流行歌曲

和传统民谣都不乏美妙的音乐
,

简朴
、

贴近生活的语

言
,

它们以多种形式讲述一个个动人
、

有趣 的故事
,

为我们展现五彩缤纷新奇的世界
。

歌曲在听力课堂

中无论用于泛听或精听
,

都可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

围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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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具有巨大的语言学价值
。

大多数的歌曲都

依照一种有规则地
、

押韵的
、

重复的诗歌形式
,

而且

有一系列的叙述特征
,

容易上 口
。

歌曲夸大了语言的

旋律特性
,

而许多语种都有非常强的节奏
,

因而使用

歌曲对训练学生的语感十分有帮助
。

作为教学资源
,

歌曲可增强教学效果
。

一旦一首歌曲被学习之后
,

其

中的语法结构
,

词汇
,

乃至句型都会随着歌曲的旋律

长久地留在学生的记忆里
。

根据教学要求
,

歌曲可用

于辅助多方面的教学
,

如像词汇
、

句型
、

语法等
。

例

如
,

歌曲
“

B low i
n g i n ht e W i n d

”

可让 学生熟 悉 h o w

m an y句型
,

而
“

fI 1 H ad a Ham m er
”

则让学生了解

虚拟结构的用法
。

一些歌曲语言通俗
,

可让学生更多

地接触非正式的口语
。

许多研究发现歌曲是学生在

课堂以外最容易也最乐意获得的语言资源
,

同时也

是许多学生借以抒发情感的最真实语言
,

因而最能

促进学生的学习动力
,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

总之
,

这两个理由相辅相成
,

共同阐明了在课堂

教学中使用歌曲的重要性
。

下一步则是要如何成功

地把歌曲溶合到语言课堂中
,

使学生有机会在享受

歌曲为他们带来乐趣的同时学习知识
。

虽然这类课

程适用于任何水平的学生
,

但教师在选择歌曲时也

应当考虑课堂教学的重点
,

歌曲语言的难度
,

学习者

的兴趣等
,

以便获得最佳课堂效果
。

当然
,

为了要提

高学习者的热情
,

学习者参加歌曲的选择也是有益

的
。

二
、

外语歌曲使用于听力课堂的教学程序

成功的听力在于是否我们能以所听到的语言去

了解更多更广的信息
。

听的程序包括二种类型
: t叩

-

dow
n a n d b o

ott m一 u p
。

oT p 一d o w n
程序是听者将音转

化为字
,

词或句子
,

他们在听的时候会把注意力集中

在关键词汇和句子上 ;而 oB ott m 一
uP 程序是听者在听

的时候使用背景知识来理解信息的含义
。

这两个程

序用于听力课堂教学皆可训练学生 的听力理解能

力
。

不管怎样
,

在课堂中使用歌曲的方法取决于学生

的知识水平
,

兴趣爱好
,

年龄以及歌 曲本身在 目的不

同的教学中所担当的角色
。

歌曲可用于下列教学活

动中
:

. G即 if l l i n g s o r e l o s e t e s t s

. F o e u s q u e s t io n s

. T ur e 一fa l s e s t a t e m e n t s

. P u t t h e s e l i
n e s i n to t h e e o

err
e t s e q u e n e e

. C i r e l e ht e a n t o n y m s o r s y n o n y m s o f t h e g i v i n g

w o司 s

. D i s e u s s

教师选择一个或一组教学活动应该 以其教学 目

的为基础
。

下面是将歌曲用于听力课堂的教学步骤
。

1
.

P r e 一 l i s t e n i n g

A s a w

amr
一 u P o r s e h e m a b u i ld i n g a e t i v i yt

,

a s k s t u d e n ts w h at ht e y k n o w ab
o u t A m e ir e an p o p

e u l tu er
:

fo r i n s at cn e , ”

Wh o 15 ht e m o s t fa m o u s

A m e ir e a n m o vi e o r

VT
a e t o r/ a e ter s s i n y o u r

e o u n

铆?
” ”

D o y o u h va e a fa v o ir t e A m e ir e an

s i n g e r ?
” ”

D o y o u l i s te n t o A m ier
e

an op P s o n g s ?
”

, ,

If y o u d o ,

d o y o u ht i n k l i s t e n i n g t o ht o s e s o n g s

e an h e
lP i m p r o v e y o u r E n

gl i s h ?
” a n d

”

In w h a t

w叮
,

d oe s i t h e l P y o u i m p or v e y o u r E n
gl i s h

s k ill s ?
”

Y o u m i hg t al s o w a n t t o b ir n g s o m e

p i e t u er s o r C D s o f p o p u lar a e t o r s o r s i n g e sr to

e l a s s
.

hT
e ht e m e ,

ht e t i tl e , o r th e h i s t o叮 o f t h e

s o n g e a n b e d i s e u s s e d
·

S i n e e m a n y s o n g s
.

aer
o n

ht e m e s fo r w h i e h i t 15 e a s y t o if n d er l a t e d er a d i n g

t e x t s ,

i t m a y l e
ad t h e l e

翻
e r t o er ad

a t e x t a bo u t

ht e s i n g e r o r ht e ht e m e
.

B y d i er e t i n g t h e s t u d e n t s t o w ar d s p e e i if e

a er as
,

p r o b l e m v o e ab u l娜 i t e m s e a n b e Pi e k e d u p

i n a d v a n e e
.

B e fo er l i s te n i n g to ht e s o n g
,

i t 15 al s o

be
n e if e ial t o l e t ht e s t u d e nt s k n o w w h i e h gar

m m a r

oP i n t s s h o u ld b e s ut d i e d
.

A t t h i s s t a g e ,

Pi e tu r e s

m a y al s o
be

u s e d t o i n t or d u e e t h e ht e m e Of th e

s o n g
·

P a s s o u t ht e e l o z e a e t iv i ty h a n d o u t
, a n d h va e

s t u d e n t s er a d ht e l y ir e s a n d if 四 er o u t w h a t t h e

m i s s i n g w o记 s
而 g h t b e , u s i n g th e i r k n o w l e d罗 i n

脚m m a r
.

H a v e t h e s tu d e n t s e o m Pa er th e i r gu e s s e s

w i th ht e i r n e igh b o sr
.

A s k fo r v o l u n te e sr t o s haer
t h e i r

罗
e s s e s w i t h ht e e l a s s

.

2
.

W h i l e 一 l i s te n i n g

In th e li s t e in n g s t鳍 e , s o m e o f th e te e h n i q u e s

li s t e d a b o v e e a n b e u s e d
,

b u t a m o n g th e m g a P

if ll i n g 15 ht e m o s t w i d e ly u s e d t e e h n i q u e
·

S t u d e n t s

l i s t e n a n d if ll i n ht e m is s i n g w o
dr

s
.

Pl a y t h e s o n g

o n e e , a n d a s k s tu d e n t s w h e th e r th e y n e e d t o l i s t e n

t o th e s o n g a

gal
n

.

If th e y d o ,

p l a y i t o n e m o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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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
,

歌曲在外语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有许

多积极的因素
。

教学实践证明将这样的资源用于课

堂对教学的支持是十分明显的
。

既然教学是一种发

展中的艺术
,

需要具有创新的和有创造力的思维使

之更为丰富多彩
,

那么我们就应该毫不迟疑地使用

歌曲这样的教学资源
。

在学生紧张的学习过程中
,

外

语歌曲无疑会使他们感到放松和兴奋
,

因而亦可防

止或减除他们对待学习的消极态度
。

在课堂中使用

歌曲的教学活动通常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

如此便为

他们提供了表现 自己的机会
,

让他们可以充分发挥

想象力和创造力
。

同时
,

作为语言教师
,

我们也能受

益于歌曲在教学中的运用
,

因为我们最关心的是怎

样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学习动力
,

使他们对学习

保持持续的积极的态度
。

教师应该收集各类歌 曲以

备不同 目的的教学
,

不但让学生喜欢听
,

而且在他们

欣赏歌曲的同时有效地训练其各种语言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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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给人民幸福生活
,

谁就是人民心中永远的神

灵
” ,

这话融在了我的人文价值理念体系中
。

在新时期条件下的一个宏伟 目标是全面建设小

社会
,

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
、

乃至于世界人类文化历

史上
,

这都是一幅最激动人心的
、

最波澜壮阔的人类

文化历史图卷
。

千百年来
,

我们的祖先
、

我们的民族

所世代梦寐以求的事情是
: 吃饱饭

、

穿暖衣
、

住好房
,

解决基本生存问题
。

而今天
,

这一基本生存问题的解

决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被卓有成效地实践着
,

正在一步步地获得成功解决
。

这一伟大的实践变革

的历程
,

也正是当代大学生 自我培养建构民族人文

精神的过程
。

建构和完善 自身的人文价值体系
,

把 自

己置身于伟大的社会实践变革中
,

让原有的人文价

值观主动接受社会现实生活的检验
,

升华民族人文

精神
。

在不断变移
、

动态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内涵中砒

砺 自身的人文价值观
,

校正其人文价值取向
,

这就是

一代大学生所要做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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