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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历时3个学期跟踪调查了西部一所“双一流”综合性大学2019级3963名本科生的三次听力成绩。

结果表明：1) 听力成绩整体呈现“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第二次成绩高于第一次和第三次；2) 地
区因素对听力成绩有突出影响。东部地区成绩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3) 各地区

的听力成绩变化趋势不完全一致。E级东北地区成绩进步更快，D级西部地区成绩较为稳定，C级中部地

区成绩起伏较为明显，B级和A级西部地区学生进步空间较大；4) 听力测试内容的地区差异显著。四个

地区D级和E级学生在短对话上发挥较好，A至C级学生普遍在短对话上发挥欠佳。研究结果对英语听力教

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大学英语教学应关注学生地区差异，在班级内部合理调配学生地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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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lasted 3 semesters to track and investigate three listening scores of 3963 undergra-
duates of grade 2019 in a “Double Top”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Western China. The results in-
dicated that: 1) The overall listening performances show an “up-down” trend in which the second 
score is higher than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score; 2) Regional factors have a prominent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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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performance. The eastern region scores are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3) Trends of three listening sco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not consistent. The progress of E-level in northeast region is faster, the D-level in western region 
is more stable, the fluctuation of C-level in central region is obvious, and B and A-level students in 
western region have greater space for improvement;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esting content. D-level and E-level play better in short conversation, while A-level to C-level 
perform poorer in it. The findings have critical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listening study. Regional dif-
ferences in students’ scores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ages. 
Allocating regional proportion reasonably within classes is crucial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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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高校作为培养一流人才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对国际化、

多元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任。大学英语教学服务于国家对国际化语言人才的需求，多年来面临着学

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需求多样等各种问题，因此如何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持续健康发展是高等教育亟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大学英语教学理论、教学模式、研究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

进行过研究，但关于地区因素对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影响未见探讨。本文对西部一所“双一流”综合性

大学同一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听力成绩跟踪一年，运用定量分析研究方法，探究地区因素对学生英语听

力成绩发展的影响。 

2. 文献回顾 

大学英语教学既要秉承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还须顾及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实施因材施教。自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很多指导性文件，如《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86)，《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等，要求各地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

教学，满足学生的个体发展需求。 
现有的大学英语授课模式从单一式向综合式、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具体而言，根据教学对象

的不同灵活选择和组合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1]。众多语言

教学流派中，以任务型教学法和产出导向法为例的教学方法对大学英语教学产生积极影响。任务型教学

法认为语言教学可依据任务的分配方式开展教学活动。教学重点不再是注重语言形式的操练，而是让学

生在完成各种任务的过程中以积极参与、亲身体验、交流合作的方式表达语言形式背后的意义，在“做、

干、用”的过程中增加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训练[2]。产出导向法认为语言学习包括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和

选择性学习三个环节。教师首先鼓励学生根据学习任务尝试完成输出结果，增加学习的紧迫感；其次根

据学生输出情况，适时恰当地进行必要的输入，弥补输出不足；最后鼓励学生对部分有用的知识选择性

地进行深度加工[3]。 
关于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研究，已有文献多关注英语作为外语或二语的听力问题、听力活动、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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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Idrissova 等人(2015)利用问卷调查法考察了哈萨克斯坦英语混合组学习者在听说技能上存在的困难，

发现角色扮演及其他活动比讲解教材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外语技能的发展[4]。Jia 和 Hew (2021)利用实证法

回顾了听力解码训练情况，发现听写和发音训练是听力学习的主要活动[5]。Ngo (2019)利用定性法对越

南大学生进行了听力策略调查，发现学生听力策略的选择主要依赖语境，语境与策略的使用有紧密联系

[6]。于琴妹等人(2013)利用语言测试、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江苏某地大学生进行了视听说教学模式的研究，

发现该模式对高起点学生提高听力自主学习效果具有较好的反拨作用[7]。由此可知，听力活动、听力策

略和教学模式对学生听力水平的提高有重要影响，视听说教学模式的改善有助于学习者听力技能的发展。

但是大多数研究中受试英语水平平均层次不齐，可比性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作用，

因此对受试进行分级显得极为必要。其次，分级后的听力教学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探究。那么影响学生听

力水平发展的因素除了上述研究提及之外，地区因素是否会影响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效果？ 
针对地区因素对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影响，已有研究大多从欠发达地区或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的角度

展开讨论。石琳(2015)利用问卷和访谈法对湘南西部的吉首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分析，发

现整体上师生对民族地区现行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认可度较高，但依然存在着分级教学的管理、课

程设置、课程定位等问题[8]。杨烨(2012)结合经济欠发达地区安庆师范学院教学实际，利用问卷调查法，

发现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现状存在如学生英语基础薄弱、学校教学资源紧张、对外交流机会较少等困难，

应采取因材施教、情感交流、网络课堂等方法提升欠发达地区大学的英语听力教学效果[9]。徐虹(2008)
对贵州民族地区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障碍及对策进行了分析，发现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力的

主要因素有心理因素、生理因素、语言因素等，改进对策为激发学生兴趣、正音训练、讲解听力技巧和

方法、注重精听与泛听相结合等[10]。由此可知，地区因素对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影响还处在教学经验的

商榷与讨论之中，其对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效果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上述已有研究虽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意义与发现，但主要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方法、二语听力教学实

证研究、民族地区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 地区因素对英语听力能力发

展是否有影响？2) 各地区的听力成绩变化趋势是否一致？3) 地区因素对测试内容有何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受试 

受试 3963 人均来自西部一所“双一流”综合性大学，其中东北地区 172 人(4.34%)，东部地区 1012
人(25.54%)，中部地区 881 人(22.23%)，西部地区 1898 人(47.89%)。本研究中的学生生源除国家统招外，

还包括为国家西部基层医疗单位、民族地区、偏远贫困地区等培养的定向生。为了便于差异化教学，受

试根据入学分级考试(英语听力和阅读水平测试成绩)由低至高被划分 A、B、C、D、E 五个级别，分别接

受分级教学。A 级为基础级，B、C、D 级为提高级，E 级为发展级。提高级之所以细化为 B、C、D 三

级，是因为听力训练需要同质分组以便有效组织教学活动。如果英语水平差异较大，很难实施组间配对

活动。表 1 利用 Excel 函数列出了受试地区与英语级别之间的人数和百分比。 
数据显示，英语水平最低 A 级和较低 B 级学生中，西部地区比例最高，分别为 63 人(3.32%)，518

人(27.29%)；中等水平 C 级学生中，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比例较高，分别为 80 人(46.51%)，
293 人(33.26%)，818 人(43.10%)；水平较高 D 级和最高 E 级学生中，东部地区人数比例最高，分别为 478
人(47.23%)，295 人(29.15%)，中部地区人数次之，分别为 416 人(47.22%)，129 人(14.64%)。横向来看，

东北地区 C 级和 D 级，东部地区 D 级和 E 级，中部地区 C 级和 D 级，西部地区 B 级和 C 级人数最多。

由此初步得出，东部地区学生整体水平偏高，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学生整体水平适中，西部地区学生整

体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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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regions and categories of all participants 
表 1. 受试地区和英语分级的统计量 

地区 
英语分级 

总计 
A 级 B 级 C 级 D 级 E 级 

东北地区 3 (1.74%) 13 (7.56%) 80 (46.51%) 61 (35.47%) 15 (8.72%) 172 (100%) 

东部地区 2 (0.20%) 29 (2.87%) 208 (20.55%) 478 (47.23%) 295 (29.15%) 1012 (100%) 

中部地区 1 (0.11%) 42 (4.77%) 293 (33.26%) 416 (47.22%) 129 (14.64%) 881 (100%) 

西部地区 63 (3.32%) 518 (27.29%) 818 (43.10%) 421 (22.18%) 78 (4.11%) 1898 (100%) 

人数总计 69 (1.74%) 602 (15.19%) 1399 (35.30%) 1376 (34.72%) 517 (13.05%) 3963 (100%) 

3.2. 受试的课程安排 

因受试个体差异、学习风格多样性和现有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等主客观因素，学校为受试选用的教材

如下：《E 英语教程》系列教材适用于基础较为薄弱的 A 级学生。该教材以医学定向生和艺术学生为学

习对象，内容涉及听说、阅读、语法、写作和文化五个维度，其中听说技能的训练融合于综合英语教学

过程中[11]。根据任务型教学法，中教老师首先将课程内容分解为“简单任务”，其次让学生通过完成简

单任务(如辨识数字、易混淆发音、句子重音等)从而提高听力理解的能力，最后通过输出任务检查学生的

学习效果。 
《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系列教材适用于水平适中的 B 级至 D 级学生，教学活动依次从第一、

第二、第三册展开。课堂讲授以外教授课为主，课下自主学习以线上听力(U 校园、超星平台)为主。该系

列教材听力难度逐册增大，教学方法以任务型教学法中的“复杂任务”为导向，内容涉及“听世界、看

视频、谈话交流和强化听力”四个部分。第一册任务侧重寻找并识别关键信息或利用符号、数字等简单

技巧辅助记忆；第二册任务以分辨优缺点、分析因果关系等较为宏观的听力技能活动为主，结合具体的

陈述型文本与抽象的观点型文本将学习内容聚焦于复杂的话题任务如“城市聚光灯下的生活、自我身份

与网络身份的认同”等；第三册任务以区分事实和观点、做出推理、预测主题等难度较高的听力活动为

主，如“成功的途径、乡亲邻里间的相互关爱、人际交流与沟通方式”等深度话题[12]。 
《新一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适用于高级别 E 级学生。该教材听说部分以产出活动为出发点，结合

具有实际交流意义的热点话题和学生个人兴趣，鼓励学生进行项目或任务的输出表达。教学内容涉及人

类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民族问题、太空安全问题、文化认同问题等[13]。听说文本篇幅较长，生词难词较多，

对学生先备知识储存量要求较高。教学方法以“产出导向法”为主，要求学生通过完成任务培养思辨能

力、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3]。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调查工具主要是大学英语四级水平模拟测试题，试题均选自学校试题库。试题内容包括听

力和阅读两个部分，各占 50 分。听力部分由长对话、短对话和短文构成，阅读部分为短文阅读理解。由

于时间有限，本研究只关注听力成绩的变化趋势。测试卷有三套试题，随机组卷后用于不同班级。测试

形式为机考。试题出样和校对工作均由 10 位本校老师承担，信度较高。 

3.4. 数据收集 

本研究收集了四次数据，时间分别为入学前、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在跟踪研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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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学生个人原因、答卷不完整、转专业等多种不可控制因素，人数前后有变化。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llection of four testing scores 
表 2. 四次跟踪数据的收集情况 

测试时间 具体时间 测试内容 人数 

入学前 2019.6 高考英语国家或自主命题内容 3963 

第一学期 2019.9 听力、阅读 3963 

第二学期 2020.2 听力、阅读 3950 

第三学期 2020.9 听力、阅读 3671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地区因素对听力成绩的影响 

为了探究地区因素对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效果的影响，我们以听力成绩为被试内因素，地区和受试级

别为被试间因素，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听力成绩的主效应显著，F (2, 3637) = 
25.049，p < 0.05， 2 0.014pη = ；听力成绩和地区的交互作用显著，F (3, 3638) = 2.719，p < 0.05， 2 0.002pη = ；

听力成绩和受试级别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 (4, 3638) = 21.732，p < 0.05， 2 0.023pη = ；听力成绩和地区与

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2, 3638) = 1.584，p > 0.05， 2 0.005pη = 。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地区与

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p < 0.05， 2 0.007pη = 。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地区学生之间的听力成绩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进行了多重比较检验。从表

3 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地区之间的分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Table 3.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listening scores 
表 3. 听力成绩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 

地区(I) 地区(J) 平均值差值(I-J) 标准误 显著性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5.59 0.318 0.000 

中部地区 −2.22 0.321 0.000 

西部地区 2.34 0.306 0.000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3.36 0.179 0.000 

西部地区 7.93 0.150 0.000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4.57 0.157 0.000 

 
整体来看，地区因素对英语听力能力发展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东北地

区和西部地区。表 3 显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均值差最大(7.93)，说明东部地区学生成绩远高于西部地

区学生成绩；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均值差最小(2.22)，说明这两个地区成绩比较接近。西部地区与东部地

区差距最大(−7.93)，其次是中部地区(−4.57)，最后是东北地区(−2.34)。西部地区学生比例接近总体学生

的一半，且以中等水平学生居多，因此提高全部学生成绩的关键在于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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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地区成绩差异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入学前听力成绩已经存在差异。由于各地区长期

的教育投入、经济基础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学生听力成绩相应也受到了地区因素的影响。经济发达的地

区凭借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内外部等条件，视听说课程在中学阶段便有所涉猎；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因师资

力量不足等原因，无法全面开展视听说课程。因此入学初的听力水平考试对不同地区的学生提出了挑战。 
分级教学模式进一步强化了地区差异。从表 1 可知，东部地区 76.38% (773 人)的学生进入 D、E 较

高级别，而西部地区 70.39% (1336 人)进入 B、C 较低级别。较高级别的教学方法以产出导向法为基础，

输出任务以项目任务为主，如项目设计、实施、成果展示等。这种教学方法对学生视听说的培养较为多

元化，教学目标侧重培养学生跨语言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而较低级别 B、C 级，教学方

法以任务型教学法为依据，学习主题侧重“实施请求与提议”、“抱怨与回应”、“表达喜恶”等简单

话题，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视听说基础技能。由此推知，分级教学下采取的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

了地区差异的产生。 
西部地区特殊学生群体的问题。本研究所调查的高校为国家承担着培养西部边远地区的人才计划，

每年招收 500 名左右的西部定向生，这些定向生的分数低于普通招生的学生分数。英语基础不足是西部

地区 A、B 级听力成绩较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4.2. 各地区听力成绩的变化趋势比较 

图 1~4 分别展现了四个地区学生三次听力成绩得分情况的变化曲线。整体来看，各地区三学期的听力

成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但局部存在差异。由于东北地区(3 人)、东部地区(2 人)和中部地区(1
人)的 A 级学生人数均少于 5 人，所以下文只讨论西部地区 A 级(63 人)学生听力成绩的变化情况。 

各地区的听力成绩变化趋势不完全一致。具体表现为 E 级学生中，东北地区第二学期成绩上升而其

他三个地区略有退步；第三学期成绩西部地区仍有退步，而其余三个地区成绩处于持平状态。D 级学生

中，四个地区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西部地区的成绩起伏最低，没有太大变化。C 级学生中，变化趋

势类似 D 级，但上升和下降幅度较大。B 级学生中，第二学期比第一学期上升幅度较大，中部成绩上升

最明显；第三学期除东北地区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所下降。西部地区 A 级

学生成绩第二学期比第一学期进步幅度最大，第三学期比第二学期有所下降。总之，E 级东北地区成绩进

步更快，D 级西部地区成绩较为稳定，C 级中部地区成绩起伏较为明显，B、A 级西部地区进步空间更大。 
 

 
Figure 1. Testing scores in eastern region 
图 1. 东部地区学生听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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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esting scores in central region 
图 2. 中部地区学生听力成绩 

 

 
Figure 3. Testing scores in northeast region 
图 3. 东北地区学生听力成绩 

 

 
Figure 4. Testing scores in western region 
图 4. 西部地区学生听力成绩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3109


张水云 等 
 

 

DOI: 10.12677/ae.2022.123109 674 教育进展 
 

原因可归结为：东北地区高级别学生获得了意义学习[14]。这种意义学习是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组织的

视听说“复杂任务”和“产出导向任务”活动的结果。听力任务要求学生从角色扮演、演讲、辩论过程

中学习，并针对部分事实和观点做出推理和预测，其任务话题深度较为广泛。当学生负责地参与学习过

程时，就会促进学习。东北地区的 E 级学生，能够通过视听说任务的完成来培养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东北地区第二学期成绩平均分为 17.077 分，东部地区为 17.048 分，两者非常接近，但

是相对于各自的第一学期成绩而言，东北地区成绩增长幅度较高。这说明学生将视听说的学习任务与听

力理解任务意义融会贯通，获得了深层理解。 
中部地区中级别学生新知识同化程度不够牢固。中部地区 C 级成绩起伏较为明显，成绩不稳定，这

说明学生学习的新知识巩固程度较低。Ausubel 等(1968)认为同化是有意义学习的心理机制。学习新知识

主要依赖于认知结构中的先备知识存储量和质量[15]。基础好的学生先备知识的质量和数量优于基础差的

学生，在同化新知识的过程中会很快找到相似的上下位概念等，进行知识的整合和更新，使新知识纳入

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同化新知识或者顺应新知识。 
四个地区低级别学生学习动机有所增强。四个地区的 B 级成绩和西部地区的 A 级成绩进步显著，尤

其是西部地区 A 级和 B 级(占西部总人数的 30%，表 1)。A 级学生学习《E 英语教程》，B 级学生学习《新

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一册。教学方法以“简单任务和较为复杂的任务”活动为主，学习任务以

趣味性任务为主。听力学习过程中，教师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至有意义的任务活动中，而不是机械地训

练听力单项技能。如此以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学生学习兴趣，改变了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认知，因而成绩

有显著提高，尤其是东北的 B 级学生，第三次成绩依然持续上升。 

4.3. 地区因素对测试内容的影响 

为了探究地区因素与听力测试内容的关系，我们以测试内容(短对话、长对话和篇章听力)为被试内因

素，四个地区和受试级别分别为被试间因素，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测试内容

的主效应显著，F (8, 3591) = 597.495，p < 0.05， 2 0.571pη = ；测试内容和地区的交互作用显著，F (8, 3593) 
= 2.415，p < 0.05， 2 0.005pη = ；测试内容和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 (8, 3594) = 204.738，p < 0.05， 2 0.313pη = ；

测试内容和地区与级别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 (12, 3598) = 3.286，p < 0.05， 2 0.011pη = 。主体间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地区与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p < 0.05， 2 0.007pη = 。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地区学生之间的测试内容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进行了多重比较检验。从表

4 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地区之间的分数存在显著性差异。表 4 显示，东部与西部地区均差最大(2.62)，
其次是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1.83)，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均差最小(−0.72)。这说明东部地区成绩最高，其

次是中部地区、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 
 

Table 4.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testing content 
表 4. 测试内容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 

地区(I) 地区(J) 平均值差值(I-J) 标准误 显著性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1.83 0.106 0.000 

中部地区 −0.72 0.107 0.000 

西部地区 0.78 0.102 0.000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1.12 0.059 0.000 

西部地区 2.62 0.050 0.000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50 0.05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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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展示了各地区测试内容的得分情况。整体上看，四个地区的共同点在于 D、E 级学生短对话

成绩最高，其次是长对话和短文；不同之处表现在 A、B、C 三级上。东部地区 C 级短对话和长对话成

绩持平，短文稍低；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 C 级都表现为长对话成绩最高，其次是短文，最后是短对话。

东部地区 B 级和中部地区 B 级相似，表现为短文成绩最高，其次是长对话，最后是短对话；东北地区 B
级长对话成绩最差，其次是短文，最后是短对话；西部地区 B 级长对话成绩最高，其次是短文，最后是

短对话。西部地区 A 级的表现类似中部地区 B 级。可以看出，四个地区较高级别(D、E)学生的听力发展

具有相似的规律，但是中级和低级水平学生(C、B、A)的听力成绩差异显著不同。 
地区因素对测试内容的影响表现为地区因素对 D、E 级测试内容的影响不显著。从图 5~8 可知，四

个地区 D、E 级的成绩都是短对话最高，其次是长对话和短文(东北地区 D 级短对话稍低于长对话)，东

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尤为明显，四个地区较高级别学生的成绩具有相似性。短对话的特点是话轮次数少且

听辨时间短，对学习者推导话语背后隐藏的会话含义的能力要求高。会话者出于某种目的违反合作原则

而产生会话含义的次数占比较高，学习者应该从较少的语境信息中合理分析、推导会话者的交际目的[16]。
我们推测 D、E 级学生在短对话上成绩突出的原因即潜意识里较好地掌握了会话含义。 

 

 
Figure 5. Scores of testing content in eastern region 
图 5. 东部地区测试内容得分情况 

 

 
Figure 6. Scores of testing content in central region 
图 6. 中部地区测试内容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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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Scores of testing content in northeast region 
图 7. 东北地区测试内容得分情况 

 

 
Figure 8. Scores of testing content in western region 
图 8. 西部地区测试内容得分情况 

 
地区因素对 A、B、C 级测试内容的影响较为显著。中部、东北、西部地区 C 级长对话成绩最高，

其次是短文或短对话成绩；而东部地区 C 级短对话和长对话持平，短文成绩稍低。东部地区同学对长对

话和短对话的理解程度具有相似性，而其他地区对短对话和长对话的理解程度不具有相似性，我们认为

学习者可能把两类对话人为地进行割裂，也许在思想上较为重视长对话的训练，而忽视对短对话的训练。

无论是长对话还是短对话，都是会话者在交流信息，如果能够将其视为对话的变体，则在听力训练上应

该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建议中部、东北、西部地区学生加强短对话和长对话平等对待的心理认识。 
从四个地区 B 级(包括西部地区的 A 级)的测试内容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相似性，都是长

对话优于短对话。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 B 级短文成绩还优于长对话。这说明上述三个地区 B 级学生在接

受视听说“复杂任务”的训练过程中，重视提高长对话和短文理解，但却没有巩固基础训练短对话的成

绩，今后应加强巩固短对话训练。东北地区 B 级成绩与其他地区不同，长对话成绩最差，短文居中，短

对话成绩最好。这再一次印证了地区因素对听力测试内容有显著影响。针对东北地区的学生，今后应加

强长对话的训练，训练随着话轮的增加，对话信息的不断延伸但主题内容通常不变。因此不能让冗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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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影响主题和关键信息的判断。 

5. 结语 

本研究利用测试手段跟踪调查了地区因素对大学英语听力发展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地区因素的确

影响学生的成绩，东部地区成绩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各地区的听力成

绩变化趋势不完全一致，东北地区 E 级成绩进步更快，西部地区 D 级成绩较为稳定，中部地区 C 级成绩

起伏较为明显，西部地区 B、A 级进步较快，原因在于高级别学生获得了意义学习，中级别学生新知识

同化程度不够牢固，低级别同学学习动机有所提高。地区因素对测试内容也有重要的影响，对 D、E 级

测试内容的影响不显著，而对 A 至 C 级影响较为显著。 
地区因素对大学英语听力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仅表现在地区听力发展不平衡上，也表现在测试内

容上，因此在分级教学模式下，考虑地区因素，在同级别分班时，将西部地区学生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

区学生混合组班，加大西部地区学生与东部、中部地区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加同学们之间的来往，相互

交流学习经验，改善学习策略，促进视听说能力发展。另外四个地区学生在短对话、长对话和篇章听力

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学校应针对不同地区学生的弱项进行专项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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