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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英语口语是英语

专业学生极其重要的专业能力之一，但是用人单位普遍认为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口语水平不高，专业教学

成效受到质疑。造成该现状的原因之一是未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外语焦虑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基于

Krashen的情感过滤假说，着重探讨英语专业学生在口语教学中的外语焦虑，旨在有效帮助学生克服焦

虑，使其充分发挥语言学习潜能，进而提升口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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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nglish majors in universities. Spoken Englis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English majors, but employers generally be-
lieve that the oral English level of English majors is not satisfy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fes-
sional teaching is questione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that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Based on Krashen’s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of English majors in spoken Eng-
lish teaching, which aims at effectively helping students to overcome anxiety, so that they can giv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2057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2057
http://www.hanspub.org


宋燕，姜文瑶 
 

 

DOI: 10.12677/ces.2022.102057 329 创新教育研究 
 

full play to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potential and improve their spoke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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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专业的学生作为中高级英语学习者，应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熟练掌握英语语言技能。基

于社会发展需求和英语教学改革新形势，我国现行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2000 年)对英语专

业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对英语专业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1]。但是目前我国英语专业口语教

学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教学质量与效果不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对学生情感因素，尤其是对

外语焦虑的忽视。焦虑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和教学的重要情感因素，已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普遍研

究的内容。研究表明，焦虑对于学习者外语口语表达有负面影响[2]。国内学者有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英

语专业的学生都有一定程度的外语焦虑[3]。然而，国内学者在研究外语焦虑方面较为关注的对象是非英

语专业的学生，而对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外语焦虑不甚了解。本文针对英语专业口语教学，探讨如何在情

感过滤假说的理论指导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口语教学中学生的外语焦虑情绪，进而提升其英语口语表

达能力，起到改进英语专业口语教学的重大作用。 

2. 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二语习得研究学者 Krashen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感过滤假

说(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情感过滤假说阐述了情感

因素与二语习得的关系。Krashen 认为，语言输入只有通过情感因素的“过滤”才能被学习者消化吸收，

学习者情感过滤作用的强弱影响其语言输入的吸收速度与程度[4]。当情感因素的过滤作用强时，学习者

会感受到较重的学习压力，这无疑阻碍了学习者充分完全地吸收语言输入，无益于学习者的语言学习。

相反，当情感过滤作用减弱时，学习者感觉到的学习压力小，有利于外语学习。他认为，学习者的焦虑

程度高，情感过滤对语言输入的阻碍力就强，不利于语言学习与习得。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焦虑这一

影响语言习得的重要情感因素。 

3. 外语焦虑及其成因 

焦虑(Anxiety)通常是指个人因为预计无法实现目标或不能战胜障碍的威胁，使得自信心受打击，难

以建立成就感，因而形成的紧张、忧虑甚至恐惧的心理状态，是一种阻碍外语能力发展的情感障碍。

Spielberger 将焦虑划分为特质性焦虑(Trait Anxiety)和状态性焦虑(State Anxiety) [5]。他认为，特质性焦虑

是个体人格特征，例如心理上的恐惧。此类焦虑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相对稳定，不易在短时间内改变。状

态性焦虑是指对外部环境或外部刺激的瞬时反应，具有不稳定特点，可在短时间内由外部进行调节。 
外语焦虑(Foreign Language Anxiety)作为一种特殊的焦虑类型，产生于外语习得过程[6]，是持续时间

短暂的状态性焦虑[7]。Horwitz 等将外语焦虑定义为“与课堂语言学习相关，综合自我认知、信念、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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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的复杂感受”[6]。Gardner 和 MacIntyre 进一步提出外语焦虑与听、说等外语学习情境特定关联[8]。
使用外语进行口语表达极易引发学习者的外语焦虑[6]。如果状态性焦虑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反复出现，导

致学习者将焦虑心理和语言使用联系起来，学习者的状态性焦虑可能会转变为特质性焦虑，并对学习者

的语言习得产生长期的持续性影响[9]。 
笔者基于项茂英的三大分类[10]，将导致外语焦虑的原因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与学习者性格特点

有关。例如，学习者自尊心的强弱、歧义容忍度、冒险精神、竞争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程度的

外语焦虑。第二类，社交焦虑，主要由三方面构成：负性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学习者

普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性格敏感的学习者。当他们预估同学或教师将对自己的口语表达给

予负性评价时，会产生排斥心理，造成焦虑；交际畏惧(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学习者在与他人

交际过程中常感到害羞、畏难，因而在外语课堂上倾向于做出保持沉默或回避课堂活动等消极行为；考

试焦虑(Test Anxiety)，是指学习者在应试或在其他受到他人评价的情境下因表现不佳而对考试结果担忧

紧张所出现的心理倾向，不利于学习者在应试状态下正常发挥。第三类，文化差异。如学习者缺乏文化

认同感或受到的文化冲击较大，则其外语焦虑程度往往较高。第四类，课堂互动。师生互动方式尤其是

教师与学生在学习风格方面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外语焦虑。 

4. 情感过滤假说对英语专业口语教学的启示 

在中国应试教育背景下，国内多数高校对英语专业的口语教学不够重视，外语教师对学生口语运用

能力的培养不足。高校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口语必修课程安排较为松散，且课时较少，缺少适宜口语

训练的学习环境。多数学生在口语课堂上的参与率低，课后又缺乏练习条件，导致口语能力差，口语水

平很难提升，从而加剧学生的英语口语焦虑。因此，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和评价者，外语教师应更多

地认识到口语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性，反思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做出以下几方面努力，减轻

口语教学中学生的外语焦虑，引导学生摆脱不良心态，促进口语表达。 

4.1. 识别外语焦虑，提升学生自信 

教师应当重视学生的外语焦虑及其成因，学会识别学生在口语课堂上经常出现的焦虑行为，进而对

学生行为进行干预以缓解其外语焦虑。教师若在焦虑心理产生初期进行干预，帮助学生意识到这种焦虑

状态是暂时的，是可以通过努力克服的，以引导学生克服消极的情感障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学生

的紧张状态，避免状态性焦虑向特质性焦虑的转变。研究表明，在影响语言习得的主要情感因素中学习

者的自信心与焦虑程度呈负相关[11]。焦虑感低的学生较容易建立起自信心，在口语课堂上相对活跃，能

更多地获得口语交际的机会，进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当学生的焦虑程度较高且已对其口语学习

产生持续的消极影响时，教师应采取恰当的策略帮助学生提升自信心，以克服焦虑情绪。课堂活动可以

暴露出学生的问题，例如寡言少语、从不主动发言的学生可能自信心不足。教师应尽量识别并鼓励其尝

试难度较低的口语练习任务，为其创造表达机会并给出正面肯定的评价，帮助学生取得一定进步，初步

树立其自信心。针对口语课堂上学生畏惧与他人交际或考试焦虑的问题，教师应当主动采取相应的教学

策略来鼓励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参与课堂互动，引导学生意识到应更加关注个人学习过程与收获，体会口

语学习进步的喜悦，进而调动起英语口语学习与表达的积极性。 

4.2. 针对差异，从多方面入手调控 

教师应注意到学生之间是有差异的，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也是有差异的。针对这些差异，教师要

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调控学生的外语焦虑状态。如：1) 尊重个体差异。教师要主动与学生交流，了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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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性格特点，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征设计组织多样的课堂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关注学生

之间口语互动交际的过程，帮助学生减少诱发其外语焦虑的因素，促使每位学生都能够主动参与到课堂

互动中，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2) 尊重文化差异。当学生缺乏文化认同感或受到的文

化冲击较大时，其焦虑程度往往较高。为减轻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焦虑感，教师可以将跨文化知识融入口

语教学，在课堂上设置真实的英语对话情境，加深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增强文化认同感。 

4.3. 合作学习，建立平等师生关系 

在课堂上，为鼓励学生尽量多说英语，许多教师往往不要求学生英语语音的准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学生的焦虑情绪，但是这种自由的口语实践更适用于非英语专业口语教学，而英语专业学生的口语

教学有别于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专业教学对口语语音的要求更高，而这种教学策略不能满足学生提升口

语发音的需求。吴让科和赵晨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外语语音也是外语口语焦虑的影响因子之一[12]。学

生的英语语音能力愈低，其焦虑程度愈高，不利于其自信心的树立和口语水平的提升。因此，教师应当以

学生的真实需求为依据，采取温和、无压力的方式帮助学生提升其英语发音的准确性和流利度。例如：让

学生观看英文原声电影、TED 演讲视频等，基于真实语料进行语音语调模仿训练。笔者根据切身体验和

了解，认为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得到关注，即学生之间由于使用英语进行交际表达而产生的羞耻感也会造成

焦虑心理。口语课堂上学生常被鼓励以小组形式全程使用英语围绕某个话题进行讨论，而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感觉使用英语与同学交流“像戴着面具说话”，进而产生不认真等消极心态，影响口语练习的效果。

因此，教师应适当参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帮助学生突破心理障碍，搭建彼此间交流的桥梁。 

4.4. 重视并发挥外籍教师优势作用 

为提升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众多高校聘请外籍教师参与英语专业口语教学。以英语

为母语的外籍教师能够让学生接触到地道纯正的口语，在真实的英语对话情境中练习口头表达，有助于

学生增强外语交际能力。但是由于语言文化等差异，外籍教师常常无法对学生作出准确合理的判断，极

有可能忽视引发学生外语焦虑的多种成因，最终导致教学成效不尽人意。外籍教师可通过完善教学策略

或改进教学方法以降低学生口语焦虑。如：1) 考虑到学生的文化背景，注意口语教学中中西方文化的融

合，减少文化差异给学生带来的文化冲击，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2) 主动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灵

活组织口语课堂训练。积极帮助外语焦虑程度高的学生，采取恰当方式鼓励其勇于表达。3) 改进考核方

式，提高评价质量。外籍教师应加强课堂口语练习与测试，鼓励学生多发言、勤参与，在实际运用中不

断提升个人口语水平。外籍教师应重视自己给予学生的评价和反馈，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不可一味鼓励，

而需适当提出批评性建议以促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确保口语教学质量。 

5. 结束语 

关注学生情感是发展教育的重要方面，情感因素对于语言教学质量及学生发展培养具有重要影响作

用。焦虑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情感因素，已成为学生英语口语表达与交际的主要情感障碍。外语

教师可以将 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说作为理论指导，为学生创造一个情感过滤作用弱的口语教学环境，

调控引导学生情感，克服外语焦虑，发挥语言潜能，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交际能力。教师与学生都

应重视焦虑等情感因素对于外语教学效果的影响，在减轻外语口语焦虑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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