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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英语听力障碍及提高方法

陈俊蓉

(西昌学院 外语系
,

四川 西昌 6巧 0 2 2)

【摘 要】 作为一项能力
,

听懂别人所说的英语是英语教学的目的之 一 ; 作为学习的手段
,

听

又是掌握英语的必由之路
。

学习说话
,

学习发音都离不开听
。

要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
,

必须对听给

予足够的重视
。

本文就学生听力方面 常见的障碍进行 了细致的分析
,

并对教师如何进行听力教学
,

学生如何提高听力水平提出了一 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措施
。

【关键词】 英语听力 ; 障碍 ; 提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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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从事英语听力的教学过程中
,

笔者发现

学生在听
、

说
、

读
、

写四项技能中
,

困难最大的是
“

听
”

能
。

听力课是英语教学中的一门重要基础课
,

它的主

要 目的是帮助学生进行听的基本技能训练
,

在培养

学生听懂单词和句子的基础上
,

着重培养学生在语

篇水平上的理解能力
,

以及对所听材料的分析
,

归

纳
、

综合和推断的能力
。

听力理解能力是语言多种能

力的综合反映
,

任何一种能力不足都会影响听力理

解
,

阻碍听力水平的提高
。

许多学生在经过多年的英

语学习中
,

单词
、

语法知识储备充沛
,

但技能落后
,

语

言学习的方法 90 % 的重点放在
“

视觉感应
”

上
,

脱离
“

视觉感应
”

后却头脑一片空白
,

需要在听说方面
“

调

用
”

学过的知识时
,

感觉是
“

两眼一抹黑
” 。

真的是
“

一

看就会
” , “

一听就蒙
” , “

一说就错
”

这恐怕就是人们

所说的
“

聋哑英语
”

吧
。

日常生活中
,

最常见的交流形

式是
“

问
”

与
“

答
” ,

而我们常常是少量的句子 已听得

滚瓜烂熟
,

如
“

B y e 一 b y e ” , “

hT
a n k y o u ” , “ W h at

, s

y ou r n a m e ” ,

但更多的句子我们听了数遍可能还感

到
“

一头雾水
” ,

就更不要说用正确的 口语作答了
.

影

响英语听力的障碍有许多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辨音困难
。

在听力理解 中分辩不出一些听

来很相似的音
。

例如〔i : 〕和 〔i〕
,

其中区别不仅仅是

音的长短
,

更应注意的是音质不同
。

〔i :
)〕为扁唇音

,

舌位高 ; 〔i 〕发音时牙床开度要明显加大
。

例如
e at 和

it ; s e at 和 s it 等
。

另 外 一 组 常 混 淆 的 音 是 〔e 〕和 〔ie 〕
,

其

区 别 是 后 者 为 双 元 音

,

发 音 较 长

,

由 (
e 〕至 〔i 〕滑 动

,

唇 形 由 大 到 小 变 化

;
而 〔e 〕只 是 一 个 短 元 音
。

对 这 些

音 素 不 少 学 生 分 不 清

,

主 要 体 现 在 sa y
,

se “
,

ger
et

,

ger at 等 语 词 上
,

要 予 以 注 意

,

避 免 分 不 清 是
1 s ay

,

还 是 1 s e e o

二 词 汇 量 不 足

,

语 法 知 识 不 够 扎 实

。

特 别 表 现

在 听 新 闻

,

时 事 材 料 时

,

觉 得 满 篇 都 是 生 词

,

不 能 理

解 文 章 的 含 义

。

比 如

,

学 生 听 到 一 段 话 中 有 一 个 单 词

“
N A T O
” ,

如 果 他 知 道 这 是

“

北 约

”

的 英 文 缩 写

,

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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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以 此 为 线 索

,

较 好 地 搞 清 这 段 话 的 意 思

,

否 则 无 从

下 手 去 弄 清 整 段 话

。

在 听 单 句 时 没 能 掌 握 一 些 特 定

的 句 型 和 语 法 知 识

。

例 如

:

hT
e p er s i d e n t 15 t o

m a k e a s
eP

e e h a t 6 p
.

m
.

此 题 是 考 核
学 生

对

“
b e +

不 定 式
”

句 型 的 理 解

,

此 句 型 表 示 按 计 划 安 排 将 要 发

生 的 事

。

但 学 生 缺 乏 这 些

,

句 型

,

语 法 知 识

,

因 此 当 然

听 不 懂 这 些 文 章 了

。

三 缺 乏 语 言 文 化 背 景 知 识

,

听 不 懂 表 示 避 讳 的

委 婉 语 和 表 示 讽 刺 幽 默 的 反 语 的 真 正 语 义

。

每 个 民

族 都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文 化

,

这 种 独 特 的 文 化 是 由 于 地

理 位 置

,

自 然 环 境

、

历 史 条 件

、

政 治 制 度

、

经 济 基 础

、

宗 教 信 仰

、

生 活 习 惯 等 因 素 的 差 异 而 形 成 的

。

文 化 的

差 异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决 定 了 语 言 的 差 异

,

包 括 句 法

、

词

汇

、

表 达 方 式

、

表 达 内 容

、

语 境

,

得 体 性 等 方 面 的 差

异

。

例 如 在 剑 桥 少 儿 英 语 中 有 一 课 是

:
S h h hh

,

m y

fat h er .s s l e e p i n g (嘘
,

我 爸 爸 正 在 睡 觉 )
。

S l e e p i n g?

I t
, 5 1 :

0() i n ht e
aft

e
rn

o o n
.

(睡觉 ? 现 在 是 下 午 一 点

钟 呢 ! )中国学生听到这些句子很不理解
,

因 为 在 中

国 下 午 一 点 正 是 午 休 时 间

,

午 睡 是 很 普 遍 的

。

但 在 西

方 文 化 里

,

是 没 有 午 睡 这 个 习 惯 的

,

很 少 有 人 在 中 午

睡 觉

。

四 存 在 错 误 的 听 音 习 惯

,

精 力 过 分 集 中 在 听

词

,

而 忽 视 了 对 句 子 或 整 个 篇 章 的 理 解

。

笔 者 在 教 学

实 践 中 发 现

,

对 于 一 些 在 听 力 活 动 中 语 音 问 题 不 大

,

并 有 一 定 的 信 息 捕 捉 能 力 的 学 生

,

其 听 力 水 平 却 长

时 间 徘 徊 不 前

,

没 有 大 的 飞 跃

;
听 音 填 空 补 缺 没 问

题

,

听 短 的 对 话 也 可 以

,

听 短 文 回 答 问 题 却 难 住 了 他

们

;
如 果 碰 上 篇 幅 稍 长

,

内 容 稍 多

,

条 理 性 稍 差 的 篇

章

,

就 更

“

下

”

一 层 楼 了

,

很 难 听 懂 整 篇 文 章 的 内 容

。

听 音 时

,

希 望 自
己 听 懂 每 一 个 词 的 这 个 想 法 是 不 现

实 的

,

因 为 对 我 们 自 己 的 母 语 都 不 可 能 这 样

,

更 不 用

说 外 语 了

。

面 对 英 语 听 力 的 这 些 障 碍

,

学 生 们 往 往 会 产 生

畏 难 情 绪

,

觉 得 要 提 高 英 语 听 力 实 在 是 太 难 了

。

其 实

提 高 听 力 水 平 是 完 全 可 能 的

,

方 法 有 很 多

:

一 学 生 方 面

,

最 基 本 的 是 要 多 听

,

要 想 提 高 英

语 听 力 水 平

,

必 须 多 听 多 练

。

不 常 听 的 人 都 会 有 这 样

一 种 体 会

:

有 些 自 己 明 明 学 过 的

,

甚 至 相 当 熟 悉 的 单

词

,

听 到 以 后 也 不 能 立 即 反 应 过 来

,

而 只 是 在 脑 子 里

打 转

,

这 一 短 暂 的 思 考 和 追 忆

,

往 往 就 影 响 了 下 面 内

容 的 收 听

。

这 主 要 是 听 得 少 的 缘 故

。

再 者 听 不 懂 也

要 听

。

练 习 听 力 时

,

许 多 人 抱 怨 听 不 懂

,

因 而 丧 失 了

听 的 乐 趣

,

往 往 半 途 而 废

。

其 实

,

即 使 听 不 懂 也 是 一

种 学 习

,

只 不 过 你 自 己 觉 察 不 到 而 已

。

虽 然 暂 时 听 不

懂

,

但 你 的 耳 膜 已 经 开 始 尝 试 着 适 应 一 种 新 的 语 言

发 音

,

你 的 大 脑 在 调 整 频 率

,

准 备 接 受 一 种 新 的 信 息

代 码

,

这 本 身 就 是 一 次 飞 跃

。

所 以 切 记

:
听 不 懂 时

,

你

也 在 进 步

。

练 习 听 力

,

要 充 分 利 用 心 理 学 上 的 无 意 注

意

,

只 要 一 有 时 间

,

就 要 打 开 录 音 机 播 放 外 语 磁 带

,

打 开 电 视 机 收 看 英 语 节 目

,

使 自 己 处 于 外 语 的 语 言

环 境 中

,

也 许 你 没 听 清 楚 说 些 什 么

,

这 不 要 紧

,

你 可

以 随 便 做 其 它 事 情

,

不 用 去 有 意 听

,

只 要 你 的 周 围 有

外 语 环 境 的 发 音

,

你 的 听 力 就 会 提 高

。

另 外

,

还 要 多

阅 读

,

英 语 是 一 门 综 合 语 言 艺 术

,

不 是 单 纯 的

“

听

”

就

能 提 高 听 力 水 平 的

。

听 力 和 英 语 总 体 水 平 的 关 系 密

不 可 分

。

在 听 英 语 时

,

往 往 会 碰 到 各 种 各 样 的 生 词

,

词 语 和 其 它 知 识

,

你 看 不 懂 的 东 西 决 不 可 能 听 懂

。

因

此

,

要 想 提 高 听 力

,

必 须 大 量 地 广 泛 地 阅 读

,

扩 大 词

汇 量

,

熟 悉 语 法

,

增 加 英 语 文 化 背 景 知 识

。

还 应 培 养

朗 读 习 惯

,

朗 读 对 外 语 学 习 非 常 重 要

。

发 音 准 确

,

持

之 以 恒 的 朗 读 习 惯 不 但 有 利 于 英 语 语 感 的 形 成

,

而

且 也 有 助 于 听 力

、
口
语 的 提 高

。

正 确

、

快 速

、

清 晰 的 朗

读 本 身 也 是 一 种 潜 在 的 听 力 训 练

,

学 生 能 够 在 朗 读

时 对 单 词 的 读 音 产 生 深 刻 的 印 象

,

再 听 到 就 可 以 很

快 地 识 别 出 来

,

即 增 加 听 力 词 汇

。

这 样 学 生 就 不 会 因

对 语 音 的 陌 生 而 造 成 理 解 困 难 了

。

还 要 多 摹 仿

,

听 英

语 时 不 能 仅 仅 满 足 于 听 懂

,

还 要 注 意 摹 仿 语 音 语 调

,

纠 正 自 己 不 标 准 的 发 音

。

假 如 你 自
己 的 发 音 不 标 准

,

同 样 一 个 简 单 的 单 词

,

你 平 时 读 的 音 与 你 听 到 的 不

一 样

,

那 你 就 听 不 懂 你 本 来 认 识 的 单 词

。

英 语 单 词

,

一 旦 组 成 句 子 就 不 再 是 一 个 个 孤 立 的 发 音 了

,

它 常

常 受 句 子 中 相 邻 单 词 的 发 音 的 影 响

,

读 音 也 就 发 生

了 变 化

。

单 词 在 句 子 中 常 会 发 生 连 读

、

弱 读

、

省 音

、

同

化 等 现 象

。

一
口
漂 亮 的 纯 正 的 英 语 大 大 有 益 于 你 英

语 听 力 水 平 的 提 高

。

二 教 师 方 面

,

教 师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的 方 法 和 态

度 都 会 对 学 生 的 听 力 提 高 产 生 积 极 或 消 极 的 影 响

。

目 前

,

听 力 课 教 学 的 模 式 就 是

“

听 录 音

、

做 练 习

” 。

如

果 教 师 只 是 机 械 地 放 录 音

,

完 成 课 本 练 习 或 者 逐 字

逐 句 的 讲 解

,

不 从 方 法 上 给 予 指 点

,

那 么 学 生 听 得 再

多

,

收 效 也 不 会 理 想

,

反 而 增 加 学 生 的 疲 劳 感

,

使 听

力 课 变 得 枯 燥 乏 味

,

更 使 学 生 失 去 信 心 和 兴 趣

。

而 且

听 力 课 时 少

,

时 间 毕 竟 有 限

,

与 其 挖 掘 有 限 的 课 堂 时

间

,

不 如 给 学 生 以 方 法 技 巧 上 的 指 点

,

让 学 生 学 会 自

学

,

充 分 利 用 课 外 时 间 和 课 外 资 料

,

这 样 就 可 以 变 少

为 多

,

变 有 限 为 充 裕 了

。

为 了 引 导 和 督 促 学 生 利 用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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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时间开展听力训练
,

笔 者 经 常 为 他 们 布 置 一 些 课

外 作 业

。

这 些 作 业 都 是 经 事 先 反 复 推 敲 而 挑 选 出 来

的

,

适 合 他 们 的 水 平 和 口 味

,

受 到 学 生 的 欢 迎 和 喜

爱

。

在 课 堂 上 要 想 听 懂 一 篇 文 章

,

光 是 简 单

、

机 械

、

反

复 地 听 是 不 起 作 用 的

,

关 键 在 于 将 精 听 和 泛 听 有 机

地 结 合 起 来

。

泛 听 可 在 短 时 间 内 获 得 大 量 的 信 息

,

精

听 可 以 听 出 细 节

,

查 漏 补 缺

。

在 课 堂 上 教 师 应 对 精

听

、

泛 听 的 定 义

、

特 点 及 目 的 清 楚 明 白 地 讲 解 给 学

生

,

使 他 们 了 解 每 一 个 步 骤 的 用 意 所 在

,

这 样 在 听 的

时 候 就 可 以 有 的 放 矢 了

。

具 体 的 操 作 步 骤 是

:

第 一 遍

让 学 生 泛 听

。

也 许 学 生 只 能 听 懂
3 0%一 5 0%

,

甚 至 更

少

,

但 真 正 的 目 的 是 听 出 文 章 的 体 裁

、

主 题

、

大 意

。

了

解 了 这 些

,

学 生 就 知 道 在 听 第 二 遍 时 应 侧 重 什 么

。

第

二 遍 让 学 生 精 听

。

此 时 学 生 在 泛 听 的 基 础 上 就 可 针

对 主 要 细 节 了

。

然 后 教 师 可 对 细 节 进 行 提 问 以 检 测

学 生 的 理 解 程 度

。

其 间 可 穿 插 练 习

,

如 有 必 要 可 让 学

生 再 精 听 一 遍

,

此 时 教 师 可 对 影 响 文 章 理 解 的 个 别

长 句

、

难 句 或 细 节 进 行 指 点 和 提 示

。

最 后 可 让 学 生 泛

听 一 遍

,

检 验 理 解 效 果

。

再 者

,

应 注 意 学 生 正 处 于 心

理 发 展 的 关 键 期

,

学 习 态 度 极 易 受 感 情 因 素 影 响

,

而

学 生 对 教 师 的 情 感 能 直 接 影 响 甚 至 决 定 他 们 的 学 习

态 度 和 效 果

。

有 学 者 指 出
:
要 提 高 语 言 学 习 主 体 的 学

习 效 率

,

就 要 克 服 来 自 学 习 主 体 的 情 感 困 扰

。

教 师 应

尊 重 学 生

,

鼓 励 学 生

,

努 力 克 服 情 感 因 素 对 学 生 的 负

面 影 响

,

多 些 肯 定 和 宽 容

,

少 一 点 严 厉

,

创 造 轻 松 活

泼 的 课 堂 气 氛

,

有 利 于 学 生 提 高 兴 趣

,

增 强 信 心 和 动

力
;
还 应 注 意 避 免 偏 爱 个 别 学 生

,

提 问 题 要 具 有 普 遍

性

,

尽 量 让 每 个 学 生 都 有 机 会 练 习

。

另 外

,

教 师 应 在

课 堂 上 多 应 用 英 语 进 行 教 学

,

少 用 汉 语

。

通 过 使 用 英

语 课 堂 用 语

,

可 以 复 习 不 少 学 生 学 过 的 单 词 和 句 型

。

课 堂 用 语 是 教 师 天 天 上 课 时

,

针 对 具 体 情 况

,

结 合 教

学 情 景 说 出 来 的 话

。

学 生 听 了 容 易 懂

,

在 反 复 接 触 当

中 也 易 于 理 解 与 记 忆

。

如 果 课 堂 用 语 里 出 现 生 词

,

学

生 一 时 不 理 解

,

教 师 不 妨 用 汉 语 解 释 一 下

,

以 帮 助 学

生 领 会 其 意 义

。

教 师 应 坚 持 有 计 划 地 使 用 英 语 课 堂

用 语

,

并 把 它 看 作 是 培 养 学 生 听 力 的 一 项 训 练

。

总 之

,

英 语 听 力 课 的 教 学 目 的 是 培 养 学 生 在 听

懂 词 句 的 基 础 上 对 整 个 语 篇 进 行 理 解 和 掌 握 的 能

力

,

其 教 学 方 法 和 步 骤 都 应 为 实 现 这 一 教 学 目 的 服

务

。

听 力 训 练 的 最 终 目 的 不 是 听 懂 语 言 符 号 本 身

,

而

是 听 懂 其 所 代 表 的 含 义

,

达 到 交 流 的 目 的

。

只 要 教 师

注 意 教 学 方 法

,

学 生 勤 学 苦 练

,

学 生 的 听 力 水 平 就 一

定 会 得 到 长 足 的 进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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