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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听力教学是当前国内高校英语教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立足于克拉申理论中的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

文章指出了当前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结合实际情况从听前、听中以及听后三个方

面探究提升学生英语听力水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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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stening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put 
Hypothesis and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of Krashen’s theo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some prob-
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The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
u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som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level from 
three aspects: pre-listening, while-listening and post-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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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听是语言输入的一种有效途径，在人们学习一种新的语言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大量

听力活动，语言学习者接触到了大量输入，并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内化语言的规律，吸收和理解语言，从

而提高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此外，在英语学习的五个部分“听、说、读、写、译”中，“听”位居第

一，从这也可以看出听力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显著地位[1]。随着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与发

展，听力部分的测试比例增加到了 35% [2]，由此英语听力教学在整个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显得格外重要，

进一步使如何让学生理解英语听力内容和提高听力水平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难点。然而，在国内许多

高校的英语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例如学生的英语基础、

性格特征和情感因素以及英语听力输入的难度等等。因此，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英语听力教学模式和教

学方法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高校共同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克拉申理论中的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为出发点，并根据当前中国高校听力教学的实际情

况，解释输入内容的难易程度以及学生的情感因素对理解英语听力的不同影响。另外，本文还从听前、

听中和听后三个方面阐述了在当前大学听力课程中提高学习者听力水平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 

2. 文献综述 

二语习得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克拉申第一次提

出了“语言监控模式”。到了 80 年代，克拉申不断对该理论进行完善，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 5 个假

说，它们分别是习得与学习假说、自然顺序假说、监控假说、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这标志着“克

拉申假说”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二语习得理论被正式提出[3]。近年来由于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在我国

的传播与发展，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理论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重视。除了对克拉申理论

本身的介绍与评述外，更多的学者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听力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当中，如陈小娟(2006) [4]、
鞠丽(2007) [5]、王柏松(2015) [6]、张颖(2017) [7]、罗禹涛(2021) [8]等，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克拉申理

论在我国教学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3. 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语言监控模式”理论被提出了。到了 80 年代，克拉申对该理论不断进行扩充和

完善，最终形成了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这个理论由五个假说组成，文章将具体分析输入和情感过滤假

说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3.1. 输入假说 

在克拉申看来，语言学习者只有通过足够大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量才能习得一门语言。可理解的语

言输入说的是，输入的语言一定要稍稍超过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可以使用公式 i + 1 来说明，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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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代表的是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而 1 则代表的是稍稍超过学习者目前水准的输入语言。克拉申提出理

想的语言输入假说必须符合下列四个方面：首先，输入的语言必须是可理解的。过难或者过于简单的语

言输入都不利于学习者的语言习得，因为唯有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才可以推动学习者的进步。第二，输入

的语言必须是有趣和关联的。输入的信息越是有意思、相关性越大，对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也越大，也就

更易于习得语言。第三，克拉申认为语言输入应该是自然输入而不是按照语法的程序安排输入的。最后，

语言输入的量必须足够多和足够大。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如果只收到了小部分的输入量是远远不够

的。他们必须通过大量的语言输入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9]。 

3.2. 情感过滤假说 

这一假说涉及的是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克拉申指出了学习者的动

力、自信心以及焦虑感这三种情感在很多程度上都可以对他们的习得产生重要的作用。当学习者在语言

习得的过程中产生了积极情感时，比如学习者学习动机较好、自尊心高、焦虑感弱，他们情感过滤的影

响就相对小，因此可以得到较多的语言输入，并易于到达语言习得机制中而被学习者所吸收使用；反之，

如果学习者产生一些消极情感时，他们的情感过滤的影响就比较大，语言输入到达他们的语言习得机制

的量就比较少，从而影响语言的习得与掌握。 

4.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现状 

4.1. 学生英语听力水平的不同  

大学生的英语语言基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大学一个班级的学生可能来自全国各地。有些

来自经济发达省份的学生可能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对英语有了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学习，这就造成了学习

者英语语言基础知识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学习者的听力水准。其次，学习者词汇量的多少和对语言基础

知识的熟悉程度也会妨碍对听力内容的掌握，进而影响了听力水准的提升。尽管部分学习者已经掌握了

必要的词汇量和语言基础知识，可是由于他们并未得到过系统而全面的语音语调培训，从而导致了对听

力内容的误读。因此学习者不规范的语音语调也是影响学习者听力水平提升的一个主要因素。 

4.2. 缺少正确的听力方法与策略 

在课堂英语听力训练的时候，很多学生都缺少一些正确的听力方法。例如在做听力前，他们不会快

速地浏览题目，预测听力内容；在听的过程中也不会对一些重要的信息内容做相应的记录[10]。另外，许

多学生的听力习惯也是不正确的。他们受到汉语思维的影响，总是在听力过程中将听到的内容逐字逐句

地翻译成汉语，这就限制了对听力内容的理解速度和整体把握，阻碍了学生英语听力水平的整体提高。 

4.3. 学生的英语文化知识和情感因素存在缺陷  

每一种语言都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在政治历史等多方面都有自

己特有的社会文化知识。如果学生缺乏这方面的文化知识，就会对听力理解产生一定的困难[11]。除此之

外，如果学生在听听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情感时，如自信心低、紧张，这些情感因素就会成为理

解听力内容的主要障碍，使学生处于被动消极的状态，从而影响学生英语听力水平的提高。 

5. 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应用 

5.1. 听前准备 

5.1.1. 选择合适的听力材料，保证输入的可理解性 
在克拉申看来，语言学习者只有通过足够大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量才能习得一门语言。可理解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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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输入说的是，输入的语言一定要稍稍超过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可以使用公式 i + 1 来说明。因此，

教师在上课前要根据学生的水平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认真挑选适当的听力材料，既不能太难，也不能

太简单，从而保证输入的可理解性。在选择听力教材的时候，教师也应根据学生实际的英语水平挑选那

些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且有充足输入量的教材，努力提高英语听力输入的可理解性。另外，教师可以

以录音或者视频的形式向学生补充一些有趣的听力材料。这些材料应尽可能地与生活话题相关，如旅游，

电影，美食等等，从而最大程度提高输入的可理解性。 

5.1.2. 提供英语文化背景知识 
前面提到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在多方面都有独特的文化背景知识。如果学生对某些方面的背景知识

有一定的欠缺，那将对学生的听力理解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教师来说，在播放听力前给学生提供

和补充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是有必要的，这样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不同的文化，从而促进学生对

听力材料的理解与掌握。同样地，教师也可以通过英文视频等方式给学生展示相关文化知识，既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让学生在真实语境下进行听力的可理解输入，提高听力水平。 

5.2. 听中练习 

5.2.1.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重视输入的相关性和趣味性 
目前，大学英语听力教学大多都是采用播放录音、做题、核对答案、重复放音的方法。这种单调乏

味的教学模式无法让学生产生很强的学习兴趣，因而也不能提高他们的听力水平[12]。克拉申认为输入的

语言应该是有趣且相关的，输入内容的趣味性和关联性与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成正比的关系。因此，在英

语听力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学会转换自己的角色，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倡导每个人都积极

参与到课堂听力教学当中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向学生播放一些有

趣且与学生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听力材料，以便提高他们的听力能力。 

5.2.2. 创造轻松的听力教学环境 
根据克拉申情感过滤假说的观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自信心和焦虑感这三个因素会对语言习得产

生不同的效果和影响。前文提到，传统的听力教学模式比较单调乏味，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兴

趣不强。在以教师为主导的听力训练中，学生也常常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不利于学生听力水平的提高

[13]。因此，在上课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学生情感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努力创造出一个让学生感到轻松愉

悦的听力教学环境。首先，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将教学材料以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呈现

出来，增加课堂趣味性的同时也减少了学生的焦虑感。另外，教师也要密切关注学生的课堂表现。对于

学生所取得的进步要及时表示肯定与赞扬；对于在听力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学生，教师应该循循善诱，增

加他们的自信心，从而取得一个理想的学习效果。 

5.3. 听后强化 

5.3.1. 增加语言输入量 
目前，大多国内高校每周开设的英语听力课时量较少，且每节课大约只有四十五分钟。然而，根

据克拉申输入假说的观点，语言输入必须是足够的。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如果只收到了一小部分

的输入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通过大量的语言输入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如何有效增加英

语输入量成为了教师面临的一个问题。教师可以在听力课程结束后搜集一些与课堂听力内容相关的材

料发给学生作为补充。教师也可以在例如英语精读这样的课堂上适当增加听力内容，从而增加学生的

英语输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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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听力与其他英语技能的有机结合 
课堂英语听力教学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应付听力测试，更重要的是侧重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培养。

教师可以在课堂形式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尝试将英语听力课变成一门英语综合能力课，通过听力训练和

其他语言技能的有机结合，使输入和输出活动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在听力播放结束后，教师可以邀请

几位学生以口语的形式在课堂上分享他们听到的内容。课后，教师也可以就课堂的听力内容让学生阅读

相关的文章或者进行相应的写作。通过将听力与其他的英语技能有机结合起来，既增加了学生对课堂内

容的掌握程度，也培养了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使学生英语水平的得到提高。 

6.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一个关键理论，克拉申的二语习得理论为中国高校英语听力课程改

革奠定了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石。文章以克拉申理论中的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为出发点，并根据当前

国内大多高校听力教学的实际状况，从听前、听中和听后三方面阐述了在当前高校听力教学中培养提升

学习者听力水平的有效途径与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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