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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者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犯错误是必然的。在英语教学课堂这一情景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主导者，

对纠正学习者的错误肩负着主要的责任。教师应该根据学生使用英语时产生的错误以及当下的情景，快

速地对学习者所犯错误的类型，原因，是否需要纠正，何时纠正，以何种方式纠正的一系列的问题做出

恰当的判断及反应。然而，这纠正错误过程是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矛盾分析法能指导教师更加客观地

介入错误纠正过程中。本文通过马克思矛盾分析法，按照错误发现与纠正的过程，系统地探析英语课堂

教学中教师该如何纠正学生所犯的错误，旨在为英语教师恰当地纠正教学中学习者的错误提供一定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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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nevitable that learners make error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English. In the ELT classroom 
situation, the teacher is the leader of students’ learning with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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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ing the learner’s errors. The teacher is expected to make a quick and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the type of error the learner has made, the reasons for it, whether it needs to be corrected, when it 
needs to be corrected and how it needs to be corrected,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use of English 
and the situation. However, the process of correcting errors is complex and fraught with contra-
dictions. Contradiction analysis can guide teachers to engage in the process of error correction 
more objectively. This article uses Marxian contradiction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how 
teachers should correct the errors made by student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error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English 
teachers to appropriately correct the mistakes made by learners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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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桑代克认为学习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学习者在学习过程犯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通过对错误的纠正，

学习者可以不断地积累经验，获得新信息，从而促进知识的建构。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一样的，学习者

会在学习过程中犯各式各样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的恰当而又合理的纠正有利于促进学习者对于语言的

掌握。然而错误纠正是十分复杂的过程，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首先，错误本身是复杂的，错误的类型与

产生原因有很多。其次，犯错误的对象是复杂的。再者，学习者犯错的具体情景是复杂的。学习目标，

纠错行为本身等因素都是教师纠正错误时要考虑的因素。尤其在课堂上这一情景下，教学时间紧凑，不

利于教师判断，分析错误；教学活动受众多，教师不恰当的错误纠正行为会影响更多的学生。因此，作

为英语学科教育工作者，我们有必要去探讨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如何纠正学生使用英语时所犯的错误。 
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是人们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社会研究的基

本方法。矛盾具有普遍性，在教育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矛盾，教师在研究教育过程中要有问题意识[1]。
运用矛盾分析法于课堂纠错中不仅有利于帮助教师更客观地接入错误纠正的过程并发现问题，也有利于

教师辩证地处理纠正错误过程中的矛盾，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师在课堂中纠正各种学习者使用语言中产生

的错误，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英语。 

2. 英语课堂教学中纠错及其理论基础 

在深入讨论如何用矛盾分析法指导我们在课堂教学中纠正学生的错误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什么是外

语教学中的“错误”。错误是外语教学研究领域中经常会关注的问题。早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西方就开

始可对二语学习者使用语言过程中所产生错误展开研究，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错误分析理论。上世纪 70
年代，错误分析理论继续发展，很快便成为了语言学中二语习得领域的重要研究工具[2]。而国内也在 80
年代起开始展开对二语习得领域的错误展开研究。 

2.1. 关于错误的概述 

2.1.1. 错误的界定 
对于错误的定义，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已经有过不少专家就此下过定义。J. Richard (2002)认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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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是对词，语言行为或者其他语言项目的使用不当以及表意不完整[3]。Norrish (1983)认为错误是一种系

统性的偏差，发生于学习者未真正学到某样东西，并总是犯错[4]。Hendrickson (1987)认为错误是一种信

号，表明实际的学习过程采取学习者尚未掌握目标语言或显示结构良好的目标语言[5]。而 Corder (1967)
则将犯错误与教学方法联系起来，认为错误意味着三件事：首先错误意味着学习者告诉教师，他们与学

习目标的距离；其次，错误向研究人员提供证据，证明语言是如何让习得的，以及学习者在发现语言时

采用的策略或程序；最后，犯错误是学习者用来学习的一种手段[6]。国内学者胡壮麟(2002)认为如果因

为错误地学习或缺失地学习而导致学习者错误地使用了语言，那么语言学习者便是犯了错误[7]。其中，

接受度最广的定义是Brown对错误的定义。Brown (1994)将语言错误定义为明显偏离母语人士成人语法，

反映了学习者的中介语能力[8]。从以上定义看，我们可以总结得出二语或外语习得过程学习者的错误通

俗来讲就是学习者使用二语或外语时不符合二语或外语本身规范。 
此外，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语言学中区分错误与失误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Brown (1994)将失误

定义为未能正确使用已知系统[8]。简单来说，失误是由于学习者的粗心，口误等原因导致语言使用的错

误。但学习者本身是知道如何正确使用目的语的，而且对于自己的失误，学习者是可以进行自我纠正的。

而错误则是因为学习者知识系统的缺陷导致的语言错误，学习者本身无法快速进行识别并自我纠正。本

文中所讨论的错误也是指由于学习者知识系统的不足而产生的语言使用的错误。基于错误的本质，学习

者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难以识别并纠正，所以教师是有必要进行处理的。 

2.1.2. 错误的类型 
错误在不同的分类标准下，有着不同的类型。此处，我们将讨论几种常见的错误类型。根据形成阶

段，Corder (1973)将错误分为完全不了解知识前产生的错误，了解部分知识后产生的错误以及使用不熟练

而产生的错误[9]。按照语言形式，王素丹(2004)认为错误可以分成语音错误，语法错误，不完整句子和

不理解性的错误[10]。不理解性是指学习者不理解教师的提问或者不理解教学内容。按照语言本身的影响

因素，J. Richard 等人(2002)将错误分成了由于母语干扰产生的语际错误和由于误用目标语言的特定规则

而发生的语内错误[11]。从错误本身的特点出发，贾梁豫(2002)将错误分为单一性错误和混合性错误，个

体性错误和普遍性错误，直观性错误和隐含性错误[12]。 

2.1.3. 错误产生的原因 
教师要正确地处理错误，了解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必要的。而这一问题也是语言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

引起错误的原因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对错误原因的研究还在继续着。总得来说，目

前研究认为错误产生的根源有四大分类：由于母语的干扰；来自目的语的干扰；交际策略导致的错误以

及环境要素导致的错误[13]。环境要素包含教师，教材和教学方法三方面。 

2.2. 错误研究的理论 

在语言学领域，随着人们对错误的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理论体系。上世纪中叶，对比分析是研究

语言错误的主要范式。对比分析假设认为语言学习的主要障碍来自于母语的干扰。对比分析主要通过对

比学习者母语以及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来预测，分析可能会引起的学习困难和错误。通过这样的预测和分

析来决定对教育内容中的特定部分进行处理，同时也可利用强化手段克服母语带来的干扰[14]。后来由于

对比分析作用的局限性，人们逐渐转向错误分析理论。错误分析理论首先分别客观地描述学习者现有的

目标语和正式的目标语，并找出不一致的地方进行分析。错误分析提出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即学习

者的语言背景和母语干扰造成的错误以及学习者误用某些目标所犯的错误。最后除了对比分析和错误分

析之外，迁移分析也是主流的研究错误的方法之一。迁移分析主要着眼于母语迁移的错误，是错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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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阶段使用的一种方法[15]。 

2.3. 英语课堂中错误的纠正 

关于英语教学中学习者的错误是否需要纠正，也存在过争议。以 Karshen 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没有

必要纠正学生的语言错误。首先他们认为语言的真正掌握依赖于潜意识的习得，有意识的学习功效有限，

纠错属于有意识的学习，不鼓励实行。其次，他们认为学习者只要接触大量的可理解输入材料，并沉浸

于真实的交际活动中并可以自然地消除错误。但是作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

在中国由于缺乏一定的外语环境，英语教学一直都以课堂教学为主。使学生在沉浸式英语学习环境自然

地消除错误这一设想并不实际。所以作为学生学习的主导者，教师有必要在课堂上纠正学生的错误。 
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犯错的过程与纠错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从先前章节的讨论中，我们

可以看出错误本身以及犯错误的过程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这就使得纠错成为了一件复杂的事情。同

时也要求着英语教师不断打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掌握纠错的教学艺术。矛盾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

基本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矛盾分析法有利于使教师从理性的视角出发把握纠错中的各种矛盾，解决

问题。接下来，本文将矛盾分析作为指导理论，探讨教师应该如何在英语课堂上进行纠错。 

3. 矛盾分析法的内涵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主义的根本方法，为人们认识和研

究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探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16]。矛盾

分析法指运用矛盾的观点观察，分析事物内部的各方面及其运动的状况，以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17]。
矛盾的分析法的具体内涵包括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以及两点论与重点论。 

矛盾具有同一性与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矛盾所具有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双方相互

依存又相互排斥，不可分离[18]。此外矛盾双方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要坚持用一分为二

的观点看问题。 
矛盾具有普遍性，首先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次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始终存在着矛

盾运动，要求我们要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虽然矛盾普遍存在，但是每一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矛

盾的特殊性质规定着同类事物中，具有不同矛盾之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质，要求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19]。 
每一对矛盾和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

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起着次要作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联

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又相互转化。这要求我们在处理矛盾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并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

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英语课堂教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也是过程中是充满矛盾的。比如学生的

性格与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目标与教学时长，教学氛围与学生表现等等。这要求教师要用对立统一的

观点看问题，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教师才能客观，正确地处理学生的错误，促进学生的学习。 

4. 矛盾分析法对英语课堂中纠正错误所具有的理性价值 

在矛盾分析法的指导下，教师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学生所犯的错误，从而能够系统地判断问

题的根源，以积极的，科学的方式处理学生的错误。矛盾分析法对于教师在课堂上纠正学生的语言错误

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4.1.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帮助教师正确地看待学生的错误 

对于错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否定的，片面地认为错误是不好的，应该尽量去避免。现实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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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有着这样的情况，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在课堂上犯了错误，有些教师可能会不加思索地批评，急于纠

正。这样的态度，行为以及鲁莽的纠错方式可能会引起学生的负面反应如愤怒，害怕，伤心等。对于学

生的错误，教师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虽然我们更愿意见到学生完美的表现，但是这在学习

的初始阶段是不现实。错误并非就是负面的产物，相反，错误的发生不仅可以帮助教师，学生检验学习

的成果，也可以为教学研究提供反馈。错误的纠正还可以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建构新知识。因此，教师

采用矛盾分析法，一分为二地看待学生的错误，有利于教师采取积极，正向的态度处理错误。 

4.2.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助力教师正确处理纠错中的各种矛盾 

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课堂教学作为一种社会矛盾存在着各种子矛盾。教师纠

错这一行为需要处理好各种矛盾，才能使得纠错的效果最大化。首先，英语课堂上学生所犯的错误各式

各样，五花八门，对于各种具体的错误是否都要纠错，以什么方式纠错，由谁来纠错需要教师考虑。其

次，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学生的性格不尽相同。面对同样的错误，不同的学生，同一纠错方式是

否适用，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再次，课堂时间是有限的，在上课开始出现的错误和课堂快结束出现的错

误是否都要马上纠正，也是教师需要思考的。除了以上提及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外，还有许多

的矛盾如错误本身，课堂氛围，纠错行为本身等矛盾都需要教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矛盾分析法，

有利于教师全面，系统地去考虑各种矛盾，因材施教地去纠正学生的错误。 

4.3. 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有利于教师正确地处理错误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

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转化[16]。英语课堂上，学生产生的错误和失误都是学生表现异

常的两个方面，作为教师不应该眉毛鼻子一把抓，都一一纠正。对于轻微且偶尔出现的失误，我们可以

先放下，着重处理错误。因为学生的错误表明了学生知识系统是有缺陷的。当然，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会

相互转化的。如果学生反复出现失误，教师不加以提醒的话，学生很容易养成错误的语言使用习惯。久

而久之，也容易混淆正确和错误的使用方式，失误演变成了错误。其次，课堂时间有限。教师首先抓住

课堂目标的，对于复杂的，难以用三言两语解决的错误，教师可以另找时间解决。对于普遍学生犯的错

误和个别学生犯的错误，也要有优先处理次序。最后，不同的课型，教学目标与教学重点是不同的，教

师要抓住重点，优先处理，着重处理影响教学目标完成的错误。 

5. 矛盾分析法运用于英语课堂教学纠错活动 

外语教学中的纠错活动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 Hendrickson
提出的五个问题开展的，即是否应该纠正错误；应纠正那些错误；怎么纠正；由谁纠正[20]。基于我国的

英语教学情景，我国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是有必要纠错，同时也开展许多相关的理论与行动研究。而这些

研究大多从不同的课型的角度来探讨如何纠错，如口语课，写作课等。本文希望能以矛盾分析法为指导，

从纠错过程出发分析如何纠正英语课堂中学习者的言语错误。首先作者将教师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的过

程分成了三个环节：识别错误、进行分析、和进行纠正。并运用矛盾分析法于每个阶段，力求能正确辨

别错误，对待错误，和处理错误。 

5.1. 识别错误 

学生在课堂上出错时，教师的态度不能表现得如临大敌，而应该表现得宽容。如上文曾提及，学习

过程中的错误是常有的，教师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错误，正确对待错误。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杜绝错

误的发生，而在于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使学生从中有所收获。其次，学生表现出错不一定都是因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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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而犯下错误，也有可能是因为粗心，紧张等原因出现的暂时失误。教师此时应该实事求是，分辩

出学生的表现是犯错误还是失误。判断学生是犯错误还是失误，可以根据学生出错的频率，以及是否在

作业，考试以及过往的练习中对同一知识点出现过同样的问题。这其实需要教师平时多注意学生的学习

情况和课堂表现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教师也可以通过当场的引导来判断学生能否自我纠正，无法自我

纠正的出错表现往往是因为学生没有掌握好相应的知识点而产生的错误。当教师判断出学生的确是犯错

误的时候，教师就要进一步分析判断是否应该纠错，以什么方式纠错，在什么时候纠错最合适。 

5.2. 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阶段，就是教师分析错误本身以及犯错主体，课堂环境，教学目标等各相关矛盾的过程来

决定课堂上学生犯的错误是否应该纠正，以什么方式纠正和在什么时机纠正的心理决策过程。这些矛盾

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对于一个矛盾的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矛盾。这要求教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考虑问题，抓住主要矛盾。 
分析错误的第一个问题是课堂上学生的错误该不该纠正。总体而言，上文已经提及考虑到中国的英

语学习情景，我们是支持纠正的，但这是从大的层面来考虑的。如果考虑到课堂的时间，学习者的学习

积极性，课堂的氛围，教学目标后，我们会发现如果教师对所有的错误都一一纠正。这很有可能会导致

课堂时间不足，打击学生学习积极性，造成紧张，压力大的学习氛围以及无法达成教学目标等后果。所

以教师对于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必有错必纠，而是要抓住主要矛盾。首先，在课堂时间有

限的情况下教师应该优先纠正影响教学目标完成的错误。就听说课来讲，教师应更优先纠正影响学生正

常交际的错误，而对于一些小的发音错误，语法错误教师可以先放过。此外，对于高频出现的，大部分

学生都在犯的错误，教师也要优先纠正，避免出现固化现象。 
教师还要具体分析学习者情况。一个学生在一堂课上一连犯了好几个错误，教师把学生每一个错误

都纠正了，这会给犯错的学生甚至全班学生造成压力，课堂氛围也将变得紧张，所以教师可以有选择地

纠错。同时，学习者的性格和当时的心理状态更是教师决定要不要纠正错误要考虑的因素。比如当一个

内敛的，平时不爱回答问题的学生，终于鼓起勇气举手回答问题。这时他的回答出现了错误，教师在课

堂上当众纠错，这无疑会打击这位学生的信心。对于这种情况下的出现的错误教师可以选择不在课堂上

纠正。 
当我们决定要纠正错误后，教师需要继续分析考虑到以何种方式纠正，何时纠正以及谁来纠正。纠

错的方式有很多，常用的教师纠错方式有直接纠正，重述，强调，解释和启发法[21]。采用何种方式纠错

时，教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学习者本身这个矛盾。对于语言初学者来说，直接

纠错和解释法都比较有效，因为初学者知识存储有限，启发法，重述和强调的效果容易不达预期。如果

学习者性格内敛，直接纠错，必然会给学生造成压力，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次，还需要考虑学生

是犯什么类型的错。对于口头上的错误，可以采用重述和强调，对于书面的错误还可以借助对比展示来

纠错。一般来说采用启发式的方式纠正错误是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并记住知识，同时也给了学生自

我纠正的机会，舒缓学生的心情。 
由谁来纠正错误这时教师要考虑的第三个问题。一般纠正错误的主体包括学习者自己，同学，集体

以及教师。一般来说，教师应该先考虑的是让学生在教师搭建的支架下自我纠正。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

体，让学生自我纠正错误有利于加深学生的记忆，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纠正意识”[22]。当提示后，

学生依旧无法自我纠正时，教师可以让同伴来帮忙纠正。同伴帮忙纠正对比教师纠正可以减少犯错学生

的心理压力。对于普遍性的错误，教师可以采用集体纠错的方式，这样能动员全班学生都参与进来，并

加深全班同学的记忆。而对于比较复杂的错误，就算在教师给予支架的情况下学生也无法就纠正，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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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亲自纠错。 
纠错除了要考虑方式和实施者之外，还要分析纠错的时机。选择恰当的时机纠错，往往能收到更好

的纠错效果。就考虑纠错的时机而言，纠错可以分为即时纠错和延时纠错。考虑纠错的时机思我们同样

要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对于性格内敛，害羞，自尊心高的学生，采用课后纠正的方式有利于保护学生的

自信。此外，还要考虑错误本身。如果错误是严重错误，普遍错误，或者影响教学目标的达成，我们应

该采取及时纠错，避免错误固化。如果错误小，不影响学生的表达可以采取延时纠正，避免及时纠错打

断学生的思维和积极的学习氛围。总之何时进行纠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求是。 

5.3. 纠正错误 

教师的分析过程完成后，就会来到纠错行为的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教师应该注意观察好课堂

中的各个要素包括教学时间，学生的行为反馈，课堂氛围以及自己的教姿教态。首先，教师要把握好教

学时间。时间充足时，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深度纠错，让学生清楚地明白自己是哪一方面的知识

点有漏洞。时间不充足时，教师优先达成教学目标，进行简单的纠错，把关于该知识的拓展的内容先放

下。其次，教师要关注学生的行为反馈。当学生在同伴和教师的帮助下仍无法纠正时，很有可能是学生

心理存在着较大的压力，无法很好地思考。教师应立刻采取其他协助纠正手段，并采取言语安慰或鼓励

学生，维护好学生的情绪。学生正确纠正后，应及时给予学生积极的反馈与鼓励，避免让学生产生害怕

犯错的想法。对于延时纠正的错误，教师也要记下来，随后再选择恰当的时机点对学生进行纠错，避免

遗忘。最后，教师在思考并进行错误纠正的全过程都应该做好自我的教姿教态管理。在课堂上，我们不

时会看到有的教师会因为学生反复地犯了同样的错误表露出生气，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看到有些教师因

为学生犯的错误无厘头而笑弯了腰。作为教师我们要把握好自我情绪的度，把控好自己的行为举止以及

表情，以免对学生的心理以及自己的教师形象产生不良的影响。 

6. 结语 

错误是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本身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面对学生的错误教师要做的是

把握住错误的积极面，帮助学生从犯错中获得进步。识别错误，进行分析和进行纠错的这一纠错过程充

满各种相互联系的矛盾。而且这一过程在现实的课堂上要求教师要在思维活动的瞬间完成，并取得好的

效果。从这一角度看，纠错是一种教学艺术。矛盾分析法有利于帮助教师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矛盾，

把握好纠错的度，解决问题。此外，教师要把握好这一教学艺术，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实践的

打磨与检验。只有将理论运用于实际，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如此循环往复，教师的纠错艺术才能更上

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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