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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教学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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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反 思性 教 学模 式是 近 来在 国外 发展 起 来 的一 种 教 学理 论研 究方 法 ，既 能 改 善 教 学 效 果 ，又 能促 进 教 师 自我 完善 。 

本 文 旨在 将 反 思性教 学理论 引进 英语 听 力教 学 ，并提 出其在 听 力教 学 中有效应 用的具体 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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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flective Teaching in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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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ection ofForeign languages，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8，China) 

Abstract： nle reflective teaching model is developed abroad quickly in recent years．A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pproach．it may en- 

]lance teaching effect and promote tea chers self— improvement．This paper is aimed to introduce this method into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an d 

put forward soilt!e suggestion on the concrete strategy in the pract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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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 思性教学的原理 与过程 

传统教师教育模式以胜任为本，教师被称为“教 

书匠”，基本承担技术人员的角色，是固定的统一课 

程的实施者，其关注的对象是课程本身的内容及实 

施 ，极少考虑课程设置的 目标及其合理性。8O年代 

北美大陆的反思型教师和反思性教学观是对传统教 

育模式的一种挑战，它指“教师借助发展逻辑推理的 

技能和仔细推敲的判断以及支持反思的态度进行的 

批评性分析的过程。”即“教师以 自己的教学行为为 

思考对象，审视、分析 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做 出的种种 

觉察水平 ，转变 教学行 为 ，促进 教学 能力 的提高 ”(张 

建 伟 ，1997) 

反思 性教学 的四个本 质特征 是 ：(1)反思性 教学 

主体主动关 心 目的与结果，以及手段和工具效率。 

(2)把探究 的技能与对思想开放性、责任性、执著性 

结合 。(3)采取循环或螺旋的过程，教师不断控制、 

评价、修正 自己的实践。(4)以教师的判断为基础， 

判断部分来 自自我反思的信息 ，部分来 自教育训练 

的顿悟 。 

在这种教学模式 中，教师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 

不仅有能力对课程实施的过程进行理性分析，而且 

能够有意识地关注其教学行为的背景，能够对引入 

课堂中的假设、价值 ，对教育 的目的、教育方法 以及 

课程的原理基础有清楚 的认识并加 以怀疑，能够使 

用来 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与理论 ，从多重角度分析 问 

题，将新的证据与现有的知识进行整合从而运用于 

教学实践 。 

二 、反思性 教 学运 用 于英 语 听说 教 学 的必 要 及 

可能性 

将反思性教学引进英语 听力教学 ，这是 以学生 

为中心 的教学 模式 的 内在需要 ，也是 目前 我 国英语 

教学 多元化 的形势需要 。所谓 多元化 表现 在 以下 三 

方面 ： 

第一是学生多元化。由于办学条件、师资力量、 

学生入学水平 等各方面的差异 ，城市学生与农村学 

生、沿海学生与内地学生以及重点大学学生与普通 

大学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 同 

一 所大学 同一个年级 的学生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差 

异。丰富的学生层次使教师的反思行为成为因材施 

教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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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是教材多元化 。随着对外 开放 的逐渐深 入 

和国 民英语 素质 的逐 步 提高 ，聋 哑英语 引起 了人 们 

的广泛 关注 。课程教材 改革引起 了教育 界专家 的高 

度重视 。不少 出版社 相继推 出一批 新教 材或改 编教 

材 ，使外语 听说 教 材 呈现 多元 化趋 势 。这 些 教材 各 

有 所长 ，但学 生 的多元 化 趋势使 教材 很难适 应 多层 

次学 生的需要 。 

第 三是辅 导材 料 的 多元 化 。除 了权威 教 材 ，出 

版界也 推 出 了各 种 各样 的音 像 资 料 ，包 括 磁带 、CD 

等，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经典原声电影、美 国总统 的 

任职演说等。尤其是网络的普及使得从 国际互联网 

上获取各种试 听资料成为可能 。丰 富多样 的视 听材 

料为教师在 听说课 上对教学 内容及其 手段进行 反 思 

提供 了可能 。 

因此 ，将反思性 教学 法应用 于听说 教学 ，针对具 

体学 生 的不 同水 平 ，在传 统教 材 的基础上 辅 以辅 导 

材料，对提高听说课教学效果十分必要。 

三 、反思性教 学运用于英语 听说教学 的策 略 

(一 )反思教 学 目的 

反思教学 目的并不仅是决策者职责范畴之内的 

事 ，每一位深入教学实际的教育者都应该不断思考。 

为什 么 很多 学 生通过 了四、六级 考试 却很难 听懂 现 

实生活中的外国人对话和 VOA、BBC等广播?另外 ， 

听力教学 中是 以完成预定 练 习为 主还是 以给学生 带 

来应用 听力 的乐 趣 为 主? 当然二者 并 非截 然 对立 ， 

但在 多大程度 上结合 ，以及 如何在 教学 中具 体结合 ， 

这些 都是教师必须 思考的 问题 。 

(二 )反 思对 象 

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是转变教师观念。首先要 

求教师反思教育对象 ，即懂得了解和理解学生 ，把握 

学生 的个 性 差异 、听力水 平 以及针 对不 同学生 采 用 

不 同方法 。笔 者 从事 研 究 生听力 教学 三 年 中 ，每 次 

都在学 年开 始的第一 次课 上用 同一套题 对 1999级 、 

2000级 和 2001级学 生进行 测试 。测试 结果如表 1： 

表 1 同一测试在不同级和同一级学生的平行班上的不同结果 

测试表明，每一级学生的听力水平都存在一定 

差异，即使是同一年级的学生也会 因为年龄、地区等 

因素 的不 同而表 现出不 同的听力水 平 。至于学 生 的 

个性 和兴趣爱好 等更是千差 万别 。只有把 握 了学生 

这个 教学 中最 大的变量 ，才 能清楚 学 生的需要 ，掌握 

课堂 的节奏 。 

(三 )反 思听说材料 

听说材 料的选 择在很大程 度上影 响教 学 目的 的 

实现。传统教材都力求选材新颖、题材多样、内容丰 

富 以及趣 味性 强 ，其 系统 性 和针对 性是 很多 辅 导材 

料无法 与之相 比的 。但辅导材 料能“提 供大量 标准 、 

地道的，而且正是真实交际中使用的 自然语言”(戴正 

南，黄光远，1988：53)，这是许 多 教材所 无法 比拟 的。教 

师应取二者的长处 ，采 取 以一本传 统 教材 为主 ，辅 以 

丰富多样 的听力材料的模式 。具体包 括 以下三 类辅 

导材料 ： 

首先是 自然 的听力材料 。 固定 教材所 选 内容大 

多 十分规 范 ，即使是 口语 教材 中的材料 也 大多是 人 

工编排出来的对话 ，语句符合语法规范 ，应答流畅， 

缺乏自然语言中的重复、停顿和背景噪音等。教师 

应注意给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真实会话材料 ，让学 

生听到不 同的语音语 调 ，如男 女老少 、不 同职业 和文 

化程 度 的人 的各种 声音 ，熟 悉英语 会 话 中的赘 言 现 

象 和背景 音 。第 二是 具 有时 代性 的材 料 。美 国“9． 

11事 件”后 Intemet网上 随 即出现 了大量报 道 ，不 少 

出版社也推 出了相应 听力 材料 。这是任 何一 本教材 

都没有的，但它却比绝大多数新 闻材料都更容易激 

发学 生 的兴趣 。第 三 是 可视 材 料 。80年 代 Wilkins 

(1987：50)指 出“没有听 自然 口语 的手 段 ，学 生也 就不 

能听 自然 口语 ”。在 多媒体普遍应 用 的今天 ，利 用 录 

像带 、VCD和 DVD能给学生提供可视的机会，实现 

“眼耳结合 ，视听并用”，从而提高学 习效率。当然， 

应注意选择对话多而且方 言少 的材 料而 不是 一味 追 

求情景。 

笔者 曾就使用单一教材 和使用 多样 教材 的教 学 

效果对学生进行 了调查 ，结果如表 2： 

表 2 使 用 单一 教材 和使 用 多样 教材 教学 效果 对 比表 

对 象 教 学 内容 时 间 态度 反应 测 试 效果 

A班 单 一教 材 前 40min 较 积 极 较 快 答对 题 65．4％ 

后 40min 消极 较 慢 答 对题 57．6％ 

B班 多样 教 材 前 40min 较积 极 较 快 答 对题 68．1％ 

后 40min 积极 快 答 对题 64．8％ 

以上调 查 表 明 ，使 用 多种 教 材教 学 ，学 生积 极 

性大大提高 ，兴 趣浓 厚 ，注 意力 集 中 ，学 习效 果 也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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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提高 。 

(四)反思 练习 

目前 的 听 力 练 习主 要 是 MC(multiple choices)。 

MC的弊端在于对听力的度量有时并不准确，而且容 

易使学生形成“应试听力”的模式。通过对听力考试 

技巧的掌握 ，包括事先快速阅读练习，寻找重要信息 

并形成 预 测等 技 巧 ，学生 可 以猜 对 部分甚 至全 部答 

案 。而且 ，由于干扰项 比较难 设计 ，测试 往往偏 于那 

些容 易 出题 的信息 上 ，而忽 略 了重点 或难点 。此外 ， 

这种 “敛 聚性 问题”(Frazee&Rudniiski，1995)一般 只有一 

个准 确答 案 。对 于 回答 问题 的学 生 ，回答 这类 问题 

最普 遍 的心理 和 思维 活 动 是“回忆 ”，不利 于培 养 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 

当然 ，要掌握 学生 的水平 和情况 ，一定 的测试 必 

不可少 。“很好地 利用语言测 试 的话 ，是 一个好 老师 

掌握 自己的教 和学 生 的学 的情 况 的一个 有 效手 段 ” 

(刘润清，1999)。问题 的关键在于应给学生提供何种 

练 习。在这种情况下 ，学 习一 些语 言测试知识 ，尤其 

是 反思 教学 的理 论 ，从 而很好 地 把语 言测 试运用 到 

自己的语 言教学过程 中，这对 于教师尤为重要 。 

在教 学实 际 中 ，笔者 常 常鼓 励学 生 摆脱 对 教材 

的依赖，在不通过事先阅读练习，没有任何准备和帮 

助的情况下进行听力训练，尽可能给他们创造一种 

更真实的环境 ，让他们跳出应试听力的模式。 

另外，对学生情况的掌握采取 shoa answer ques— 

tions而不是 MC的形式进 行 ，避免学生猜答案 。问题 

给出的时间是在学生接触了听力材料之后。这样变 

被动完成练习为主动听懂材料，更有利于调动学生 

的注意 力和学 习兴趣 。 

当然 ，听力练 习 的难度 也 因此 增 大。 因此教 师 

必须谨 慎控制 问题的难度 。这 些问题 按照初 始性 问 

题 、概括性 问题 、细节 性问题和 发散性 问题 的顺 序进 

行 。初始性 问题 指针对听力材 料的 主题所提 的 旨在 

集 中注意 ，诱 发 思 维 的 问题 ，一 般在 听前 提 出 ，旨在 

帮助学生激活已有的与话题相关的背景知识，做好 

听 的准备 。概括性 问题指关 于所 听材料 的主要 内容 

以及时间、地点和人物等要素问题。细节性问题是 

基 于一 些具体细节 问题 。发散性 问题 在完成 对听力 

内容的大致理解后进行 ，可以是对所听材料内容的 

评价 ，也可 以是提 出创造性或预计性的观点。不 同 

类型的问题能够全面考察学生理解细节和篇章的能 

力，培养学生 的分析和综合能力。敛聚性问题和发 

散性问题的结合有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的 

形成 。而且 ，听前 初始 性 问题 和 听后 发散 性 问题 使 

得 听说在真正意义上结合起 来 ，既能 调动 课堂气 氛 ， 

也使 听力练习得到延续 。 

尽管和传统 的 MC练 习相 比，这种 问题式教学 

很难在短期 内见到成效 ，甚 至从 单一 的答 案上 看 ，正 

确率甚至有可能下 降 ，但在 实际 中却 深受 学生好 评 。 

在调查 中，大 部分 同学认 为这 种 先听再 答 的 方式具 

有挑战性，更让人感兴趣 ，能够让人真正听懂 ，而不 

是借助已有练习的帮助 ，猜出内容 ，完成练习。 

诚然，反思性教学的实施效果 与教师的反思能 

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直接受到其影响。在提 

倡发展将反 思性 教 学运 用 到英语 听说 教学 的 同时 ， 

必须首先对 自身进行反思 ，充分认识 到 自身知识 、能 

力 的有限 ，在谨慎 中小 心进行 。而且 ，作 为一种个 人 

行为的反思性教学，其在科学性、系统性方面的不足 

也必须 承认 。 

尽 管如此 ，作 为一 种全新 的教 育观 点 ，反思 性教 

学在帮助教 师主动和创造性 地反思 自己事 业 中的重 

要事情 ，包括教育 目的 、课堂 环境 和 自身 能力方 面所 

起到的作用，和在促进教师科研能力的发展，使教学 

行为向着更专业、更系统方 向发展方面的作用值得 

人们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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