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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话语在二语习得课堂上的作用

邓利蓉

(河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

河南 洛阳 47 100 3)

【摘 要】教师话语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语言输入和教学媒介
,

既是教师传授知识和组织教学的重

要手段
,

又是学生二语 习得的目标语言
,

对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本文论述 了教师

话语的重要作用
、

主要特点以及使用现状
,

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

旨在提高教师话语水

平
,

充分发挥其在二语习得课堂上的作用
。

【关健词】教师话语 ; 课堂教学 ; 二语 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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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师话语的重要作用

教师话语
,

是指教师在二语习得课堂上传授

知识和组织教学活动所使用的话语
。

st ve en W al hs

在国际英语教师协会第 33 次年会上指出
:

外语课

堂教学与其他课堂教学的最大不同在于语言既是

学习的目的
,

也是教学的媒介
。

由此可见
,

教师

话语不仅是教师传授知识和组织教学的重要手

段
,

同时也是第二语言习得者
“

可理解输人
”

的

最大来源
。

只有通过完美的教师话语组织与传

授
,

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

起到 目的语使用

的示范作用 ( N un an
,

1991 )
。

语言学家越来越注

意到课堂内学习者成功的产出
,

在很大程度上与

教师话语及其在课堂中的相互作用有关
。

教师话

语使用是否得当
,

对学生的输出起着积极或消极

的影响 (王银泉
,

199 9)
。

因此
,

教师话语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课堂脑力劳动的效率
。

句 ; 多用一般现在时
,

很少使用过去时态
。

④在语

篇方面
:
话题往往置于句首

,

较多使用第一人称
,

经常对话题进行自我重复
。

总之
,

教师话语在语言

形式上经常在语音
、

语速
、

语调
、

词汇
、

句法和篇

章等方面作些人为的调整
、

简化和改变
,

以适应不

同习得群体的需要 ; 在功能上重在解释语言
、

提供

和获取信息 ; 在交际上教师控制话题
,

处于主导地

位
,

多表现出下行单向沟通
,

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

信息差和权力距离
。

三 教师话语的使用现状

二 教师话语的主要特点

教师话语不同于自然语言
,

主要有以下几个

特点
:

①在语音方面
:
发音响亮

、

清楚
,

较为夸

张
,

出现较多
“

书面发音
” ; 语速低于正常语速

( Zoo w P M )
。

②在词汇方面
:
多使用中性色彩的

基本词汇
,

较少使用缩写词和习惯用法
。

③在句

法方面
:
句子结构严谨

,

语法简单
,

较少使用从

1
.

教师话语占用时间过长
。

语言学家和语言

教师已经意识到课堂内最好的教师话语即意味着较

少的教师话语
。

但调查研究表明
:
英语课堂上教师

话语占了 7 0% 一
80 % 的时间 (N

u
an

,

19 90 ;赵晓红
,

199 8 ; 王银泉
,

19 99 )
。

过多的教师话语
,

使教师

占据着课堂的主导地位
,

学生则消极被动地接受发

自教师的大量信息
,

参与课堂活动和发表见解的机

会明显减少
。

这样的教师话语
,

只是一味单向地输

出信息
,

而忽视了学生信息的反馈
。

如果一连串信

息接踵而至
,

先行输人的信息很容易从学生的大脑

中消失
,

既而输人的信息就难以形成连贯的概念
。

这样
,

教师话语所包含的信息远远超出学生的需

要
,

不但加重了学生的心理压力
,

而且极有可能引

起学生排斥和拒绝接收信息
,

造成信息的无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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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
,

从而导致课堂气氛沉闷
、

授课效率低下和语

言交际障碍等问题的出现
。

2
.

课堂缺乏有效互动交流
。

教师话语一个重

要的功能就是引导和组织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交际

活动
,

为学生创造交流信息
、

表达思想的环境和

机会
,

通过交际和意义协商促进语言习得 ( Ain on
,

199 0)
。

在教学实践中
,

影响和制约课堂交流主

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

一是教师主导和控制课堂

交流太多
。

教师与学生的话语交流往往局限于问

答形式
,

即
:
教师提问

、

学生回答和教师评价
。

如
:

( l ) T : H o w o ld w a 。 t h e w a s hw o m a n w h e n s h e

s t a rt e d Was h i n g fo r t h e a u t h o r , 5 fa m i ly? (提问 )

S : Sh e

was
p a s t s e v e n t y

.

(回答 )

T :

hT
a t

’ 5 ir gh t
,

hT
a n k y o u

.

(评价 )

( 2 ) T : D o y o u a dm ier t h e w as hwo m an i n th i s

, e x ,

弋A n d w h y? ( 提问 )

S: Y e s
·

B e e a u s e s h e w o kr e d v e叮 hadr
,

t h o u

hg
s h e w as v e叮 o ld

.

A n d
,

an d
一
oS yn

,

1 don
’

t k n o w

h o w t o e x p er s s m y s e .ir (回答 )

T :

hT
e w a s hw o m a n w a s er s P e e t ab l e a n d a d

-

m iar b l e b e e a u s e s h e w o
kr

e d b e y o n d t h e l im i t s Of h e r

卯 w e r
.

A n d s h e w a s d ir v e n

场
a s

otr
n g s e n s e o f d u yt

an d a s t or n g w i l l t o fu l if l l t h e t a s k s h e h a d u n d e rt ak
·

e n
.

50 w e k n o w t h a t d e d i e at i o n a n
d

a s e n s e of d
u yt

e a n b ir n g d i即 i t y e v e n t o th e h u

mb l e w o改
.

(评价 )

二是学生思考问题和表达见解的时间太少
。

R o w e
( 197 4

,

19 86 )发现
:
教师提出问题后不到一秒

钟就让学生回答
,

再给学生一秒钟回答
。

当学生回

答正确时
,

教师则给予肯定的反馈或评价 ; 当学

生难于 回答问题时
,

教师就替学生给出问题的答

案
。

这种
“

填空— 强制输出
”

的问答方式
,

使

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和组织语言
,

不利

于学生提高理解力和表达力
。

因为学生总是把教

师的肯定或正确答案作为信息交流和交际的终

结
,

认为进一步的思考和对 自己原来错误的修正

没有必要
,

从而失去了用所学语言进行思考
、

交

流和表达的机会
。

三是学生参与课堂交流的机会

不均等
。

教师提问往往局限于特定的学生群
,

比

如成绩好的学生
、

性格开朗活跃的学生
、

坐在教

室前排的学生
,

这样就致使部分学生失去习得的

兴趣和热情
,

加大了在语言交际的障碍
。

3
.

教师话语水平亚待提高
。

目前国内大多数

英语教师没有在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生活的经历
,

自

身就是英语的习得者
。

英语教师主要通过书本
、

课

堂
、

收音机和电视等途径学习英语
,

对以英语为母

语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缺乏深人透彻的了解
,

也缺少

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交流
。

在课堂教学中
,

主要

靠标准英语和身体语言
,

来传授知识和组织课堂
。

讲解时常常使用简单的句子结构
,

避免使用比较难

理解的动词短语
,

讲得又慢又清晰
。

有的时候因为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英语单词
,

汉语就出现在了英语

句子中
。

更有甚者
,

汉语式的英语经常出现在课堂

上
,

从而导致了学生错误的模仿
。

4
.

语用失误现象比较严重
。

何 自然和阉庄

( 199 0) 对青年教师一项英语语用知识进行测试
,

结

果平均语用失误率达到 5 1%
。

就单份试卷而言
,

失

误最多的达到 58
.

5%
,

最少的也达 24
.

5%
。

语用失

误比例之大
,

与外语教学长期以来重视语言形式
、

忽

视语用密切相关
。

加之国内英语教师受本民族思维

定势和文化习惯的影响
,

有意或无意地将汉语文化

模式强加给英语
,

结果违反了英语的语用规则
,

导致

言语行为的语用负迁移现象
,

让习得者感到生硬
、

别

扭或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

甚至出现严重的文化冲突

现象
,

从而导致了课堂交际的失败
。

四 提高教师话语水平的几点对策

1
.

充分认识教师话语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作

用
,

全面提高教师话语水平
。

( l) 控制教师话语

难易程度
,

提供最佳教师话语输人
。

枪
a s

hen 的
“

输人说
”

认为
: “

人们只有获得可理解的输人信

息
,

才能习得外语
。

所谓可理解的输入信息
,

用公式

表示就是 i + 1”
。

其中
“
i
”

表示语言学习者现有的

水平
, “

1” 表示略高于学习者现有水平的语言知

识
。

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大量接触
“
i + 1

” ,

便会在

理解信息的同时习得新的语言知识
。

因此
,

外语教

师必须努力提高口语水平和表达技巧
,

准确掌握学

生基本情况
,

在提升教师话语内容信息效度的同

时
,

充分考虑习得者的潜在制约
,

从而选择最佳的

教师话语
。

( 2) 重视学生情感因素
,

创造和谐教

学环境
。

教师应遵循热情
、

体谅和礼貌的对话原

则
,

话语中要流露出关注
,

传达出热情
,

创造出一

种相互接纳
、

齐心投人的氛围
。

要根据习得者期望

受到注意
、

得到肯定的心理需求
,

专注和耐心地倾

听
,

珍惜学习者表达的机会
。

如果学习者遇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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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
,

教师要通过引导性问题
、

暗示性词语和

概念来帮助学习者将表达进行下去
,

给他们留下

的思考的空间
、

反馈的时间
,

而不是代替学习者

表达思想
、

完成交际
。

(3) 调整教师话语声音
,

渲染引人人胜氛围
。

美国心理学家指出
:

粗糙
、

尖锐或低沉不清的教师话语直接影响教学的成

败
。

故意压低嗓门
、

拉长腔调或高声喊叫的声调

会引起习得者的疲倦和反感
,

平直
、

呆板和无起伏

变化的语调会让习得者昏昏欲睡
,

如诗歌朗诵般地

表演式语调会因为过分的情感宣泄破坏轻松真实

的话语气氛和话语内容的理性力度
。

适宜的教师话

语
,

应当音质清晰
、

音量适度
、

语调丰富而真实
。

因

此
,

教师话语声音要随话语内容而变化
,

凭借自身

特点传达出怡人的气质
,

谊染吸引人的氛围
,

提升

话语内容的格调和习得者的兴趣
。

(4) 介绍中西文

化差异
,

克服文化交际障碍
。

充分理解第二语言交

际文化
,

是跨文化交际取得成功的关键
,

也是提高

教师话语得体性的基础
。

交际涉及具体的对象
、

环

境
、

目的
、

任务和内容
,

只有了解和熟悉交际文化
,

遵守行为规约和语言规则
,

才能有效地排除发送信

息的盲目性
,

增加理解的准确性
。

作为教师
,

要

根据教学要求
,

立足学生实际
,

熟练掌握英汉交

际文化并向学生重点介绍 中西文化的相似与差

异
,

帮助学生克服交际中的文化障碍
,

以期获得

满意的交际效果
。

2
.

以学生为中心
、

以交际为目的
,

切实转变

教师在二语习得课堂上的角色
。

iP
e。 &肠 gn 通过实

验得出结论
:

传统的
“
以教师为中心

”

的二语习

得课堂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交际
,

因而学习者所获

得的可理解性的语言输人较少
,

不利于语言习

得
。

目前多数研究者都同意语言获得的过程是一

种假设检验过程
,

这一过程包括五个步骤
:

第一

步
,

鉴别目标语言的特点并观察目标语言与母语在

形式的联系和区别 ; 第二步
,

根据观察到的特点对

目标语形成一个假设 ; 第三步
,

通过表达句子或聆

听例句检验假设 ;第四步
,

收集对假设的反馈 ;第五

步
,

根据反馈决定是否接受或放弃这一假设
。

我们

从中可 以看出
:
教师话语的作用是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语言交流活动
,

并对学生的反应给予及

时的
、

适当的反馈
,

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

力
。

科德 ( C
o记 e r ,

1 98 1 ) 说
, “

有效的语言教学

不应违背自然过程
,

而应适应自然过程 ; 不应阻

碍学习
,

而应有助于学习并促进学习 ; 不能令学

生去适应教师和教材
,

而应让教师和教材去适应学

生
” 。

我国教育学家也曾多次指出
,

课堂教学要
“
以学生为中心

” 。

英语教师要尽快转变在教学中

的角色
,

尽可能地减少教师话语时间
,

延长学习者话

语时间
,

引导学生应用语言知识参与交际
。

3
.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

掌握科学的提问方法

和技巧
。

二语习得理论指出
:
语言习得是一个过

程
, “

间— 答
”

是一种积极的交流方式
。

科学的

提问方法和技巧
,

应当发挥以下作用
:

( l) 激发
、

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
,

或使学生集中注意力 ; (2) 鼓

励学生积极思考
,

并使其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 ; ( 3)

鼓励学生多参与课堂教学
,

提高听说能力 ; ( 4) 检验

学生理解掌握知识的程度
。

作为教师
,

必须掌握科

学的提问方法和技巧
。

一是要增加询问性问题
。

肠gn 和 sa t。 ( 19 83) 把教师提问分为两类
“

显示

性
”

( d i
s p l a y q u e s t i o n

)
、 “

询问性
”

(此几er n t ial

qu es iot sn )间题
。

显示性问题是通过对已知信息的

提问来检查学习者所掌握的情况
,

即答案已知
,

一般

需用 Y e s / N。
或 o r 一

来作答 ; 询问性问题主要是为

了寻找信息
,

即答案对提问者来说是未知的
。

语言

学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

教师经常采用显示性问题

而较少使用询问性问题
,

而且显示性问题还是学习

者在 课外 很 少 可 能 会 碰 到 的 l( on g an d sa ot

19 83 )
。

胡青球等 ( 20 04 )在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

四位大学英语教师的课堂提问所做的调查表明
,

显

示性问题占提问总量的 68 %
。

因为对显示性问题

的回答比较简洁
,

而对询问性问题的回答相对而言

要长得多 ; 从词汇选择
、

语法结构方面来看
,

对询

问性间题的回答也要复杂一些 ; 显示性问题的答案

是一定的
,

而询问性问题的答案却因人因地因时而

异
。

学生通过对询问性提问的思考和回答
,

有利于

学习
、

使用
、

掌握外语
。

二是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

去思考
。

等待学习者回答问题的时间应该延长
,

而

且这对二语习得很重要 (N un an
,

1 995 )
。

在学生回

答的过程中
,

不要因为纠正学生的某个错误而打断

他的回答
,

因为他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纠正错

误
。

学生回答后
,

教师应做出积极的反馈
,

多给予表

扬和鼓励
,

从而增加学生的信心
,

培养学生的兴趣
。

三是要给予学生同等的回答问题的机会
。

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
,

提出相应的等于或略高于学生实际知

识水平的间题
,

使所有学生都得到锻炼的机会
。

五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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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话语十分重要
,

它对于学习者习得第二语

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作为外语教师
,

必须不断提

高自身的英语水平和业务能力
,

使教师话语准确清

楚
、

标准连贯
,

具有示范性
、

目的性和相关性
。

在实际

的课堂教学中
,

要多摸索
、

多总结
,

掌握一些提问技

巧
,

充分发挥教师话语在二语习得课堂上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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