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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学生听力理解障碍与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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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构成学生听力理解能力的基本要素和产生听力理解障碍的因素，提出

了提高听力理解能力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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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的扩招，英语专业学生人数剧增，学生

入学时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英语教师数量严重不

足，如何从实际的教学条件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

施来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笔者将从分析构成听力理解

的基本要素和产生听力理解障碍的原因入手，谈谈

提高英语专业学生听力理解水平的对策。

一 构成听力理解能力的基本要素

听力理解是一种由多项能力共同参与的复杂心

理活动，它是由辨音能力，快速直觉判断能力，认定

各句之间逻辑关系的能力，同时存贮、加工和快速反

应多条信息的能力等交织而成的综合能力。

辨音能力是听力理解能力的基础。辨音能力主

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听觉器官要能够准确

地接收到语音信号；二是头脑中要有英文单词音义

对应模型的存贮；三是要能够迅速把听到的信息与

头脑中的某些音义模型相联系，即快速检索出所听

到的单词。

要正确理解所听到的话语，仅有辩音能力是远

远不够的，还要有快速直觉判断能力。快速直觉判断

能力是依靠语法和逻辑知识认定句中各个词语间语

法和逻辑关系的能力，这种判断是一种快速的直觉

反映，是在语感的作用下完成的。这种能力在听力理

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听力差的学生时常抱怨

录音机放音不够清晰，实际上这与他们的快速直觉

判断能力差有关。

在听取语篇信息时，只有理清各句之间的逻辑

联系，才能对整个语篇有透彻和整体的理解。这种认

定各句之间逻辑关系的能力是构成听力理解能力的

又一重要方面。

听话人还必须具有同时存贮、加工和快速反应

多条信息的能力，失去了快速反应和快速处理信息

的特性，任何能力都不可能在听力理解活动中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二 产生听力理解障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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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构成听力理解能力的基本要素可以看出，影

响听力理解障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主

要是语言知识、文化背景知识、心理因素等几个方

面。

!、语言知识

语音、词汇、语法等对英语听力理解具有相当的

影响。当原始信息输入时、听力理解的第一步便是根

据语音、词汇、句法识别选择声音信号、以便进行短

期记忆和预测补充联想。由于快速的语流和句子重

音、节奏的影响、句子中的单词常常受到邻近单词的

影 响 而 产 生 音 变 的 现 象 非 常 普 遍 ， 如 同 化

（"##$%$&’($)*）、 连 续 （+$’$#)*）、 不 完 全 爆 破

（$*,)%-&.(. ./-&)#$)*）、省音（.&$#)*）等。因此，为了

准确捕获输入的信息、掌握好基本的音变规律是必

不可少的。

词汇量在英语听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

是听力理解的基础。词汇量不过关，听力过程中碰到

的0拦路虎0太多，必定影响意思的理解。在听的过程

中，我们能模仿出听到的发音。但是，如果不掌握一

定的词汇量，便无法把它与其所代表的符号———词

联系起来，也就无法得知符号所代表的事物11意

义。听力是一个人英语知识的全面体现，而所有英语

知识的基础便是词汇。词汇量的提高主要还要靠学

生自己的日积月累，不断扩大。

听力实践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也是

必不可少的。当然，掌握基本的英语听力技巧对于提

高英语听力理解能力也是必需的，教师在教学中要

有意识地给学生介绍听力理解的技巧。

2、文化背景

第二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也直接影响了听力理解

水平。许多研究得出结论：听力理解的过程不是一种

单纯的语言信息解码过程，而是一种解码过程与意

义再构建过程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听者的积极参

与作用是主要的，听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和语用

学知识与其语言知识同样重要，如果缺乏对中西方

文化差异的了解，必定影响对话语深层次的理解。学

生由于没有适当相关的背景知识，常用本族文化知

识去理解所听的内容，往往无法找出上下文的关系，

体会不到话语的内在含义，严重影响他们对内容的

正确理解，不能作出正确的推论、判断和预测。因此，

除了具备语言知识，学生还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化感，

充分了解本民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异同，才能在

听力理解中真正领会说话人的意图。这主要表现在

词汇、习语、典故和语境等方面。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由于英语民族与汉语

民族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含有深刻文化内涵

的词语往往成为听力理解的障碍，而且同一词语在

不同的文化中，可能带有不同的褒贬色彩。例如

“-3)-’4’*5（宣传）”一词，在英语中被解释未“政治

团体为了影响公众所散布的信息，通常是夸大了的

或者是虚假的信息”，使用时常有贬义，但是在汉语

中“宣传”并没有贬义，它被解释为“对群众说明讲

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

习语是语言反映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明显地反映民族在各方面从古到今的文化状

况。无论是地理、气候、历史、政治、经济、价值观念、

伦理道德、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都在

习语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部分语言既难于理解，又

难于运用，深深地影响了英语听力的效果。例如描述

安然渡过难关时，英语中用“6.’(7.3 (7. #()3%”（战

胜暴风雨）来表示，指暴风雨来临时，航行在海上的

船只采取各种措施，使之安然渡过险情。这是因为英

国是一个岛国，英国人非常喜欢海洋，自古以来重视

航海事业。所以，英语中产生了不少与海洋、航海军

事有关的习语。

典故是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有

出处的词句。它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弄清典故含

义，对听力理解大有裨益。如",7$&&.#8 7..&（阿基利

斯脚踵）来源于希腊神话，相传",7$&&.#出生后其母

将其倒提浸入幂河水中、除捏在手中的脚踵外，全身

刀枪不入。该部位即称0",7$&&.# 7..&0，喻易损伤致

命部位，经常用来指代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弱点。例

如 ：9$& $# (7. ",7$&&.#87..& ): (7. (3’5. -$,(;3.
*)6<（石油是今日贸易形势中的阿基利斯脚踵。）

语境对听力理解的影响有时也是显著的。不了

解谈话的背境知识就可能听不懂某段话或整个谈

话。

=、心理因素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心理因素对听力活动所起的

作用。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常出现听觉障碍、疲劳、精

神紧张、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力差等情况，记亿力差

对听力理解的影响最突出。

三 提高听力理解能力的对策〔!〕

明确了构成听力理解的要素和影响听力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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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页） 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免受非法侵害。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规范的网

络管理环境。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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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为制定提高听力教学质量的对策找到了依据。

下面笔者将结合提高学生听力理解能力的各种训练

方法和形式，对提高听力教学质量的对策作一简要

阐述。

#、听音专门训练

一是材料的)源声)（*+,-./ 0+1./）一定要丰富，

要尽可能使学生熟悉各种人的音调。说出来的话语

不同于写出来的文章，除了连读、同化、失去爆破等

发音技巧方面的变化外，它还有轻重缓急、喜怒哀乐

和说话者个体差异等特征。平时只使用)源声)单一

的材料进行训练，会造成学生的语音适应能力低

下22他们有可能辨别不出另一位说话者说出来的

单词，或是悟不透那种陌生语气的内涵。二是泛听与

精听相结合。泛听时注意的焦点是整段话语的大意，

一般听后能回答有关中心思想的问题即可；而精听

时注意的焦点则在于语言材料本身，要求学生能够

记住细微的语音现象，其训练形式是笔录、复述或听

写等。

"、朗读与口头交际训练

无论是一个单词还是一句话，说对、读准和在头

脑里建立起正确的音义对应模型是听清的前提。朗

读和说话的训练既可以矫正和强化头脑中音义对应

模型的记忆，又可以练习辨音。口头交际由于实用性

强，更有利于从中体验语气、语调等方面信息的内

涵。

&、学习听音技巧

（#）积极预测，猜测主旨。 在听力课上让学生

积极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根据将要听的材料的题

目或根据所给选项中提供的信息，对将要听的材料

进行想象、推理和判断。这样，当开始放录音时，学生

能较快地进入到材料内容中去，从而有助于提高答

题的准确率。

（"）抓住重点，情景记忆。 听的主要目的是听

懂，教师应指导学生在听的过程中尽力去理解全文

的主要意义，不要只顾为了听懂其一个单词而忽略

了这个单词所处的语言环境。要抓住主要信息，对所

听到的内容进行预测、取舍；要联系上下文全面理解

和把握说话人的思路，捕捉其中介绍时间、地点、人

物等的关键词；要发挥想像力使自己听到的主要信

息连续不断地在脑海中形成一幅一幅的画面，即一

个一个连续的情景，这样就可以避免听了后面又忘

了前面。

（&）掌握技巧，猜测单词。在训练学生听力的过

程中，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猜测能力。猜测就是对听

过而又一时不理解的语言信号进行合理的推测，猜

测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是根据读音猜测，第二是根据

上下文猜测。

!、学习文化背景知识

在外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外语教师应该帮助学

生掌握外国文化。学习外国文化有助于对外语语言

的理解，是学习外语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从教学的实际出发，科学地

分析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针对他们听力中

的薄弱方面采用适当的训练形式，合理地提出训练

要求，重视参与听力理解活动的各项能力的全面发

展，就一定能够提高听力理解的能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马黎华，影响第二语言听力理解的因素〔$〕，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342(#
〔"〕符雪清，对影响英语听力提高的因素之探讨〔$〕，外语电化教学，"%%#，（&）：32#%

!!!!!!!!!!!!!!!!!!!!!!!!!!!!!!!!!!!!!!!!!!!!!!

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 #3 卷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