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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娱乐和休闲的重要平台，用户可以使用社交媒体来聊天、购物、展示自己和获取

知识。社交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全球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随时进行交流，这也使得外语学

习和练习变得更加便利，比如社交媒体提供了语言运用的真实场景，增强了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

然而，社交媒体在外语学习方面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使用社交媒体学习外语的弊端也很明显，例如

社交媒体中存在的未经证实的知识，以及可能会导致外语学习者口音被误导的口语学习资源。为了研究

社交媒体对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实验法进行探索。通过实验设计和数据收集来了解

社交媒体的使用对英语口语产生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探索了如何正确地利用社交媒体来辅助

英语口语学习。 
 
关键词 

社交媒体，中国高中，英语口语，高中生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Oral Proficiency 

Jian Zhai 
Corporate Culture Center of Shandong Provincial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of New Oriental Education & 
Technology Group,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Apr. 10th, 2023; accepted: May 12th, 2023; published: May 30th, 2023 

 
 

 
Abstract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latform for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offering users op-
portunities for chatting, shopping, self-expression,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It transcends the 
constraints of time and space, enabl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o communicate at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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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is convenience has also mad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practice more accessible. For 
instance, social media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authentic language use and enhances learners’ 
language proficiency. However,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not al-
ways positive, as it may contain unverified misinformation and potentially lead to issues with 
achieving native-like pronunciation for language learner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so-
cial media on the English oral proficiency of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employ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hrough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data collection, the study aims to un-
derst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usage on English oral skills. Additionally, this research also 
explored effective ways to utilize social media for support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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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交媒体的发展正不断更新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信息传递、知识交流和文化传播等方面[1]。如

今，全球有 29.5 亿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的获得与使用也越来越容易，吸引着无数年轻人把社交媒体

作为主要的沟通交流方式[2]。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社交媒体的发展变化也为外语学习带来了很多革命性

的方[3] [4]。 
外语学习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语学习者需要慢慢去了解新的语言知识、熟悉

新的语言规则，同时还需要不断去寻求语言使用的机会，与同学和老师不断进行互动，通过及时的学习

反馈来巩固现阶段的学习效果，达成现阶段学习效果之后才可以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学习。然而，社交媒

体平台的发展可以使得外语学习更加具有趣味性，外语学习者可以使用社交媒体来获取各种各样的外语

学习资源，也可以获得文化交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可以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使用外语交流的真

实场景[5] [6] [7] [8] [9]。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外语学习者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地进行学习合作、知识分享和问题讨论，

同时，社交媒体上还有无数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材料，这些都可以很好地帮助外语学习者习得外语，并

更好地理解相关外语背后的文化[10]。 
从外语学习的具体环节来看，在社交媒体中，外语学习者可以通过状态更新、评论、即时消息、邮

件和博客文章等来练习写作。社交媒体上好友发布的新动态也可以激发外语学习者的阅读兴趣，这大大

增加了外语学习者主动阅读的动机[11]。社交媒体的用户录制一些音频或者视频进行上传的过程可以帮助

外语学习者进行口语的练习，社交媒体上的音视频资源也是很好的听力练习材料，此外，社交媒体的即

时通讯功能还可以帮助外语学习者进行即时的对话练习，在与母语人士的通话中提高听口能力[12] [13]。 
社交媒体对外语学习的影响也不一直都是积极正面的，在社交媒体中的外语学习资源也会出现一些

语法、发音甚至是拼写错误，同时还会遇到一些发音不够纯正的母语人士，这些错误资源和不够专业的

母语人士都会对外语学习者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必须得到各方的规范与

支持，比如，专业的工作室可以帮助外语学习者来遴选恰当且适合的社交媒体资源，政策制定者可以通

过制定一系列的规定来规范用于外语学习的社交媒体资源，这样才能够使得外语学习者更加充分且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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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社交媒体来辅助外语学习[14]。 

2. 研究假设 

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有积极影响。 
社交媒体中充斥着世界各国用户发布的信息，英语为母语的用户发布出来的信息可以成为中国高中

生学习英语的资源，中国高中生也可以与英语为母语的用户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即时聊天，这种形式可以

锻炼中国高中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从这些方面来看，社交媒体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中国高中

生的英语口语产生积极影响，但内容是否准确以及形式是否恰当又让社交媒体在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方

面的影响保守质疑，所以此次研究需要重点验证的假设就是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有积

极影响。 

3. 方法 

3.1. 参与者 

本次研究采用实验法，选择正在学习托福的 15 名中国高中生作为实验参与者，所有参与者的母语都

是中文，且第二语言都是英语，目前的托福口语分数小分在 2.8~3.1 分之间(托福口语分数小分满分为 4.0
分)；这 15 名高中生均来自于本地高中国际班，其作息时间基本保持一致。 

3.2. 分组 

通过随机分组将 15 名学生分成 A、B、C 三组，每组 5 名学生。 

3.3. 实验工具与设备 

15 名学生均持有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且其智能手机上面均装备了社交媒体，比如微博、微信、Bilibili
以及线上即时聊天工具等。 

3.4. 测试材料 

使用“新东方托福 Pro”APP 中的口语评分功能，随机选择套题中的 Task 1 作为测试内容，得出总

分(见图 1)，满分 4.0 分，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 1 位；以及各技能点得分(见图 2)，每个技能点满分 4.0 分，

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 1 位。 
测试得分式样如下： 

 

 
Figure 1. Oral English score 
图 1. 口语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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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kill score 
图 2. 技能点得分 

3.5. 实验设计 

A 组作为对照组，所有的学习和生活习惯都保持不变。 
B 组同学在原有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中加入一项强制变化：在实验期间，必须保证每天使用社交媒体

至少一小时，且社交媒体的内容必须是英语，比如可以看 B 站的英语学习视频，也可以使用社交媒体与

母语为英语的好友聊天。 
C 组同学在原有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中加入一项强制变化：在实验期间，每天晚上的九点到九点半观

看 B 站 APP 中“哔哩哔哩纪录片”用户发布的英文纪录片，并且在观看过程中要用英语发布至少 3 条弹

幕；每天晚上的九点半到十点使用微信或其他即时聊天工具与英语为母语的好友聊天。纪录片观看或聊

天任务只要有一天中断任何一项任务，都视为退出该实验。 
该实验持续四周时间，实验开始前，使用“新东方托福 Pro”APP 中的口语评分功能对每一组的每

一位学生进行测试，得出原始分数；然后每两周进行一个测试，确保每个同学分到的测试题目都跟之前

的测试题目不同，确保分数的客观性。 

3.6. 数据收集 

15 名学生均顺利完成实验，每一组中每一位同学的总分和各技能点(流利度、发音、词汇、逻辑、语

法)得分分别记录在数据表中；同时，每一组的总分和技能点得分也进行了均分处理，各组平均分也一并

记录在数据表中。 
 
Table 1. Data of group A students 
表 1. A 组学生数据 

时间 维度 学生 A1 学生 A2 学生 A3 学生 A4 学生 A5 A 组均分 

实验开始前 

总分 2.9 3.0 3.0 2.9 3.1 2.98 

流利度 3.5 3.5 3.0 3.5 3.5 3.4 

发音 3.0 2.5 3.0 4.0 3.5 3.2 

词汇 3.0 3.0 4.0 3.0 3.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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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实验开始前 
逻辑 1.0 2.0 1.0 1.0 1.5 1.3 

语法 4.0 4.0 4.0 3.0 3.5 3.7 

实验开始两周后 

总分 3.0 2.9 3.1 2.9 3.1 3.0 

流利度 3.5 3.5 3.5 3.5 3.5 3.5 

发音 3.0 2.5 3.0 3.5 3.5 3.1 

词汇 3.5 3.0 4.0 3.5 3.5 3.5 

逻辑 1.0 2.0 1.0 1.0 1.0 1.2 

语法 4.0 3.5 4.0 3.0 4.0 3.7 

实验开始四周后 

总分 2.9 2.8 3.0 3.1 3.1 2.98 

流利度 3.5 3.0 3.5 3.5 3.5 3.4 

发音 3.0 3.0 3.0 4.0 3.5 3.3 

词汇 3.0 3.0 3.5 3.0 3.5 3.2 

逻辑 1.0 1.0 1.0 1.5 1.0 1.1 

语法 4.0 4.0 4.0 3.5 4.0 3.9 

 
Table 2. Data of group B students 
表 2. B 组学生数据 

时间 维度 学生 B1 学生 B2 学生 B3 学生 B4 学生 B5 B 组均分 

实验开始前 

总分 2.9 3.0 2.9 3.0 3.0 2.96 

流利度 3.0 3.0 3.5 3.5 3.5 3.3 

发音 3.5 3.5 3.0 3.0 3.5 3.3 

词汇 3.0 4.0 3.0 3.5 3.0 3.3 

逻辑 1.0 1.0 1.0 1.0 1.5 1.1 

语法 4.0 3.5 4.0 4.0 3.5 3.8 

实验开始两周后 

总分 2.9 3.2 2.9 3.0 3.1 3.02 

流利度 3.0 3.5 3.5 3.5 3.5 3.4 

发音 3.5 3.5 3.0 3.5 3.5 3.4 

词汇 3.0 4.0 3.0 3.0 3.0 3.2 

逻辑 1.0 1.5 1.5 1.0 1.5 1.3 

语法 4.0 3.5 3.5 4.0 4.0 3.8 

实验开始四周后 

总分 3.0 3.3 3.1 3.1 3.1 3.12 

流利度 3.5 3.5 4.0 3.5 3.5 3.6 

发音 3.5 3.5 3.0 3.0 3.5 3.3 

词汇 3.0 3.5 3.0 3.5 3.5 3.3 

逻辑 1.5 2.0 1.5 1.5 1.5 1.6 

语法 3.5 4.0 4.0 4.0 3.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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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ata of group C students 
表 3. C 组学生数据 

时间 维度 学生 C1 学生 C2 学生 C3 学生 C4 学生 C5 C 组均分 

实验开始前 

总分 3.1 3.0 3.0 2.9 3.0 3.0 

流利度 3.0 3.0 3.5 3.5 3.0 3.2 

发音 3.5 3.5 3.0 3.0 3.5 3.3 

词汇 4.0 4.0 3.5 3.0 4.0 3.7 

逻辑 1.0 1.0 1.5 1.0 1.0 1.1 

语法 4.0 3.5 3.5 4.0 3.5 3.7 

实验开始两周后 

总分 3.1 3.3 3.0 3.1 3.1 3.12 

流利度 3.5 3.5 3.5 3.5 3.5 3.5 

发音 4.0 3.5 3.0 4.0 3.5 3.6 

词汇 3.0 4.0 3.0 3.0 3.0 3.2 

逻辑 1.5 1.5 2.0 1.0 1.5 1.5 

语法 3.5 4.0 3.5 4.0 4.0 3.8 

实验开始四周后 

总分 3.3 3.4 3.5 3.3 3.3 3.36 

流利度 4.0 3.5 4.0 4.0 3.5 3.8 

发音 3.5 3.5 3.0 3.5 3.5 3.4 

词汇 4.0 4.0 4.0 3.5 4.0 3.9 

逻辑 1.5 2.0 2.5 1.5 2.0 1.9 

语法 3.5 4.0 4.0 4.0 3.5 3.8 

4. 讨论 

整体来看，A 组均分(见表 1)在实验开始前是 2.98 分，实验开始两周后是 3.0 分，实验开始四周后又

恢复到了 2.98 分，整体涨幅为 0 分；B 组均分(见表 2)在实验开始前是 2.96 分，实验开始两周后增长到

3.02 分，实验开始四周后增长到 3.12 分，整体涨幅为 0.16 分；C 组均分(见表 3)在实验开始前是 3.0 分，

实验开始两周后增长到 3.12 分，实验开始四周后增长到 3.36 分，整体涨幅为 0.36 分。 
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有积极影响，通过遴选出来的社交媒体内容以及规范清晰的

社交媒体使用形式对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的积极影响要远大过于只规范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的形式。 
从技能点来看，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于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中的逻辑产生的积极影响最大，B 组学生

的逻辑均分(见表 2)从实验开始前的 1.1 分增长到了实验开始四周后的 1.6 分，涨幅为 0.5 分；C 组学生的

逻辑均分(见表 3)从实验开始前的 1.1 分增长到了实验开始四周后的 1.9 分，涨幅为 0.8 分。反观 A 组的

学生，逻辑均分(见表 1)则从实验开始前的 1.3 分逐步降低到了实验开始四周后的 1.1 分。 
英语口语的逻辑表达与中文口语的逻辑表达存在巨大区别，15 名学生在实验开始前的逻辑分数大幅

低于其他技能点的得分，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B 组和 C 组学生的逻辑分数(见表 2、表 3)都有大幅提高，

C 组学生的逻辑分数(见表 3)提高幅度最大，说明规范地使用社交媒体确实可以帮助中国高中生提高英语

口语的逻辑表达能力。 
流利度是紧随逻辑之后的受到社交媒体积极影响的技能点，B 组学生的流利度均分(见表 2)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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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前的 3.3 分增长到了实验开始四周后的 3.6 分，涨幅为 0.3 分；C 组学生的流利度均分(见表 3)从实

验开始前的 3.2 分增长到了实验开始四周后的 3.8 分，涨幅为 0.6 分；A 组学生的流利度均分(见表 1)
基本没有变化，从实验开始前的 3.4 分增长到了实验开始两周后的 3.5 分，然后又下降到了实验开始四

周后的 3.4 分。 
社交媒体中的即时聊天功能可以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提高英语口语表达的流利度，但需要长期坚持

且要使用恰当的聊天工具，选择口语表达比较流利的母语人士，所以 C 组学生的英语口语流利度提高幅

度(见表 3)要大过于 B 组学生的流利度提高幅度(见表 2)。 
包括发音、词汇和语法在内的其他技能点则没有受到太大的来自于社交媒体的积极影响，甚至 C 组

学生在实验开始两周后词汇均分(见表 3)出现了 0.5 分的下降，从 3.7 分下降到了 3.2 分，然后在实验开始

四周后又迅速增加到了 3.9 分。学生 C1 表示使用社交媒体跟母语人士交流时发现母语人士在词汇使用方

面与之前自己学到的词汇使用规范有一些区别，在习惯用语方面也有一些区别，所以实验开始两周后的

测试出现了词汇使用混乱的情况，在时间紧急的情况下无法快速准确地选择出应该使用的词汇；但随着

交流增多，很多词汇的使用规范得到了重塑，而且跟母语人士学到了比较多的新词汇，所以在实验开始

四周后的测试中词汇得分又恢复到了 4.0 分。 

5. 结论 

社交媒体的使用确实可以提高中国高中生的英语口语分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此次研究的假设得

到了积极验证。本次研究除了验证研究假设，还深入探索了社交媒体可以积极影响中国高中生英语口

语的具体技能点，口语表达的逻辑和流利度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的规范使用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是

在词汇、语法和发音方面，社交媒体对于中国高中生的英语口语学习没有太大的积极影响。此外，社

交媒体的使用应该得到严格的规范，相关部门应该给出可以用于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学习的社交媒体

频道和内容，中国高中生也要通过不断地交流为自己选择合适的母语人士作为社交媒体上的交流对象，

只有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严格规范和恰当选择，社交媒体才能够在中国高中生的英语口语学习上发挥

出更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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