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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Krashen的输入假说认为，只有可理解的有效语言输入才能促使学习者学会一门语言，教师为学习者提

供的语言输入必须富有意义、难度适中。本研究以英语师范专业的《综合英语》课程为依托，设计实施

“以练促学、以学促教”的教学模式，在两年的时间里有规律地为学生提供大量而有效的英语听读输入，

在学生中开展了进阶性的听读、重复、模仿、概要归纳和口头表述活动。研究的检测数据表明，该教学

模式能显著提高学生的语音语调水平和口头表述能力，能缩小学生间的语言水平差距，还能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学生的概要归纳和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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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Krashen’s Input Hypothesis, which maintains that learners can acquire a language only 
when comprehensible input containing meaningful and exemplary language forms is avail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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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conducted a study in which a model that synchronizes learners’ 
language practice and acquisition with the teacher’s teaching experiments in the course of Com-
prehensive English, where for two years learners have been provided abundant comprehensible 
and meaningful input in audio and visual forms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y were made to complete 
listening, reading, shadowing, imitating, summarizing and speaking tasks that gradually ascend in 
difficulty. Data from the test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learners’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as well as their oral ability. English 
proficiency gap among the learners has also narrowed and learner’s strength in doing summaries 
and logical reasoning has also improved as a result of the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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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师范专业的毕业生不仅应具有高尚的师德修养和深厚的教育情怀，拥有良好的人文底蕴和科学

素养，更应掌握扎实的英语语言知识和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尤其是熟练的听说能力和较

强的读写能力[1] [2]。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生只有具备了较好的英语听说和读写能力后，才能在中小学英语

课堂上为学生输出正确、地道的英语词句，做出正确、有效的语言示范，获得较好的语言教学效果。 
本研究的对象为西部偏远地区一所师范学院的学生。该校属地方性应用型高校，位于经济较为落后

的少数民族地区，其英语师范专业学生专业核心素养，即熟练、地道的英语听说和读写能力较为欠缺。

这一欠缺突出体现在其英语专业四级统考合格率(连续多年低于 25%)和教师资格证合格率(连续多年未超

过 50%)上。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生自身语言素养不足，听说读写能力较弱，直接导致其课堂上组织教学、

讲授语言知识点以及课内外指导学生的能力和效果不理想，对其自身发展也不利。事实证明，英语师范

专业教师在学生本科阶段需采取适当手段，开展有效的听说读写训练，以促进学生对英语核心素养的认

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本研究为英语教学实证研究。研究在 S. D. Krashen 输入假说的基础上，结合英语师范专业的培养目

标和社会需求，在《综合英语》课程中采用“以练促学、以学促教”的教学模式，逐步实现提高学生听

说读写能力的目标。 

2. 理论基础 

Krashen 提出的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认为，学习者只有通过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才能获得一

门语言，语言输入必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和形式，在理解程度上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3]。理

想的语言输入可用公式表达为 i + 1，其中“i”代表学习者当前的语言知识水平，“1”代表学习者目前

语言知识状态与下一阶段的差距；换句话说，为学习者提供的语言输入信息既不能等同于也不能远远超

出其现有的水平(“i”)，有效的可理解输入只能大于“i”且小于“i + 1” [3]。 
根据 Krashen 的输入假说，有效的语言输入信息必须是学习者能够理解的、能促使学习者自动、顺

利地进行交流，否则其“内部处理机制”(IPM)就不能激活；其次，语言输入必须是大量而持续的，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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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习者已经习得和即将习得的语言形式，但注意的焦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最后，语言输入应该是关

联且有趣的，要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增强其学习的信心[4]。 
Krashen 指出，语言学习中的输入决定了语言习得的效果，语言输入主要通过学习者的听力活动来获

取，学习者只有在听到足够的、有意义的语言信息并设法理解后，才会体验到语言习得的成果；听力活

动对于语言习得至关重要，听力活动可为学习者提供意义丰富且包含多种多样语法结构的语言输入，即

“i + 1”[5]。不过，多年的英语教学实践告诉我们，阅读和听力一样也能为学习者提供可理解、有意义

的语言输入[6]；在学习者开口说英语、提笔写英语之前，常态化、长期性且充分的听力和阅读都是有效

的语言输入，对于习得英语有着重要作用。 
Krashen 的输入假说揭示了语言学习的本质，为语言教学提供了丰富启示。过去几十年，国内外研究

者运用输入假说理论，在确定不同阶段学习者(如小学、初高中以及大学生等)的“i + 1”基础上，寻求适

当有效的语言输入材料，探索为其提供有效语言输入的合理途径，探讨语言输入后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从多方面印证了输入假说的合理性和有效性[7] [8] [9] [10]。 

3. 研究对象及过程 

本实证研究为期 24 个月，从学生入学伊始，到第 4 学期末结束，对象为西部某二本师范学院英语专

业的 59 名学生。研究围绕英语教学实践，以《综合英语》课程为依托，在输入假说理论指导下，课内外

践行“以练促学、以学促教”的教学模式，持续、有规律地为学生提供大量可理解且内容丰富、有趣的

英语听读输入，指导学生完成一系列练习任务，促使其学习、模仿输入材料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同时分

阶段检测、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和改进教师的语言输入、教学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的 59 名学生中，绝大部分(约 85%)来自本省山区，一半左右为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中小

学阶段英语教育质量相对较差的问题，大部分学生入学时英语听说水平较低，英语语音语调急需矫正，

对英语语言形式如核心词汇、搭配结构和基本句型的掌握较为欠缺，但《综合英语》以及其他主要专业

核心课程使用的教材却和国内重点高校相同，教材中许多英语篇章作为语言输入，明显超出了本校学生

的“i + 1”范围。这就意味着教师在教授这些学生时，应当为他们选择和提供更为合适、可理解且可接

受的语言输入，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和开展具有鲜明目的的语言学习活动。 
经过对学生初步了解和熟悉后，结合课程目标和相应的毕业要求，本研究在学生入学 1 个月后，确

定了两个系列的英语视听材料作为语言输入：一是 50 集的 Expression for Today 视频资料，每一集长度 1
分钟，由一名英国外教口头介绍一个常用的英语词语或词组，视频词句简单、语音语调真实地道、口头

表达生动形象；二是数量庞大的 BBC“6 Minute English”听力资料库，每一集长度约 6 分钟，由两名英

国主持人介绍和讨论某一生活话题，话题种类繁多，信息量丰富，谈话中句型简单且生活化，某些词汇

有一定难度，但用语真实、地道，含较多常见的搭配结构和短语，口头表达生动有趣。由于前一个系列

的材料语言非常简单，所以只提供抹去了字幕的视频文件给学生；后一个材料语言有一定难度，且内容

值得细读和吸收内化，所以在提供音频的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对应的文字材料，相当于听读结合性输

入。 
与《综合英语》课程教学相配合，以上材料每周各两则在课前提供给学生，要求学生在材料基础上

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第一个系列的材料要求学生听写、跟读、模仿说话人并录音，第二个系列的材料

要求学生首先听音频理解大意，随后对照文字文本听、跟读，最后用自己的话概括材料内容并录音。做

概括时，学生不仅要归纳谈话主旨，还要介绍并解释其中 5~6 个比较有用的词语或搭配结构。所有学生

都必须完成两项任务并上交录音，教师对学生任务进行抽检和评价，主要围绕其语音语调的正确性和地

道性、口语表达的正确性和流利度、概要内容的完整性和正确度以及表达的逻辑条理性四大维度打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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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评语，评价完毕后及时反馈给学生。同时，教师每周随机抽取两名学生在《综合英语》课堂上展示

和表演，锻炼学生勇气，培养学生自信。 
以上学习活动开展 1 学期后，教师配合《综合英语》期末考试对学生进行了听力、口头和读写测试，

测试结果作为第 2 学期调整“以练促学、以学促教”教学模式的基础。 
《综合英语》第 2 学期，教师仍采用以上两个系列的语言输入，但在选择 6 Minute English 材料时，

更加注意材料内容的趣味性、科普性和教育价值，选择语言更为生动活泼的谈话文本。语言输入基础上

的学习活动不变，即听读、重复、模仿和归纳概要。学期末同样进行听说读写检测，作为下一阶段调整

教学模式的依据。 
第 3~4 学期，考虑到学生的听力和语音语调有所提高，教师将单纯听读、模仿的 Expression for Today

材料替换为每集 3 分钟的 The English We Speak，后者为两名英国人从日常生活切入介绍一个英语常用词

语，语速、长度和难度相较前者都有提升；另一个系列的材料则保持不变。学生学习方式变为第一个系

列由两名学生搭档完成听写、跟读重复和模仿；另一个系列不变，但在话题深度和内容难度上有所增加。

此外，学生在搭档完成任务时不仅要完整、准确模仿原文语句，也要模仿和表现原文情感。与之前一样，

教师不仅检查评价学生录音，也抽取 3 名学生在课堂上展示表演。本阶段的学习活动和任务相比上一年

更具挑战性，但学生的现实表现证明，具有一定难度的语言输入只要可理解和密切关联学生生活，学生

的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 
为期 24 个月的语言输入和学习活动结束后，学生接受了一次现场检测，教师发放给学生两则新的

The English for Speak 和 6 Minute English 材料，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当场完成模仿和口头归纳任务，教

师围绕前述四个维度对其录音进行评价。同时，为了检测过去两年的语言输入和学习活动是否对学生的

书面表达产生了作用，教师也评价、对比了学生第 1 和第 4 学期期末的作文文本和分数。通过汇总和对

比各阶段的评价数据，本研究对“以练促学、以学促教”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描述和评价。 

4. 研究结果及分析 

“以练促学、以学促教”教学模式在《综合英语》课程中实施两年期间，教师对学生进行了共 3 次

口头检测，检测包含现场听读和模仿、口头概要(可做笔记)两个部分。检测完毕后，教师按百分制对学生

口头录音的四个维度分别进行评分，评分结果如下列表格： 
从表 1~3 可以看出，经过该教学模式的训练和学习后，学生在所有四个维度上的表现都有显著提高

(表 3：p 值远远低于 0.01)，第 2 次检测和第 1 次检测相比、第 3 次检测和第 2 次检测相比学生的平均分

普遍提高了 2.4 分以上，而第 3 次检测和第 1 次检测相比则普遍提高了 5 分以上(表 1)。其中，“语音语

调”和“口头表达”方面的提升尤其显著，最终检测和初次检测相比均超过了 10 分。此外，本研究 
 

Table 1. Average scores of the three tests on the four dimensions 
表 1. 各维度 3 次检测平均分 

检测名称 
维度 

Test 1 Test 2 Test 3 Test 2 vs.  
Test 1 

Test 3 vs. 
Test 2 

Test 3 vs.  
Test 1 

语音语调 73.6 80.1 83.8 6.5↑ 3.7↑ 10.2↑ 

口头表达 69.4 75.8 80.3 6.4↑ 4.5↑ 10.9↑ 

概要内容 77.6 80.9 83.7 3.3↑ 2.8↑ 6.1↑ 

逻辑条理 78.4 81.1 83.5 2.7↑ 2.4↑ 5.1↑ 

总人数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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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three tests on the four dimensions 
表 2. 各维度 3 次检测结果的标准偏差 

检测名称 
维度 

Test 1 Test 2 Test 3 

语音语调 9.68 6.52 5.27 

口头表达 7.86 7.00 6.89 

概要内容 5.36 4.76 4.64 

逻辑条理 4.99 4.35 3.93 

总人数 59 

 
Table 3. T-Test Value of the three tests on the four dimensions 
表 3. 各维度 3 次检测结果的 T-Test 值 

T-Test Score 
维度 Test 1 vs. Test 2 Test 2 vs. Test 3 Test 1 vs. Test 3 

语音语调 0.0000326 0.0007588 0.0000000001 

口头表达 0.0000058 0.0005187 0.0000000000005 

概要内容 0.0003842 0.0016275 0.0000000007 

逻辑条理 0.0016656 0.0019925 0.000000006 

p 值 <0.01 

总人数 59 

 
还对比了学生第 1 和第 4 学期末的两次作文得分，发现学生经过两年的语言输入学习后，写作方面的表

现也有大幅上升，作文平均分提高了 17 个百分点，而表现最差的学生提升尤为明显，提高率达到了 20%。

详见下表 4： 
 

Table 4. Students’ scores on the writing task (total score: 20) 
表 4. 学生作文得分统计(满分 20 分) 

 第 1 次(第 1 学期末) 第 2 次(第 4 学期末) 提高率 

最高分 17 20 15% 

最低分 8 12 20% 

平均分 13.3 16.7 17% 

总人数 59 

标准偏差 2.02 1.6 / 

T-Test 值 0.000000000000000007; p < 0.01 

 
分析检测数据中的标准偏差值(表 2)会发现，学生不仅在分数上有明显提高，其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入学后的第一学期检测结果显示，学生在所有维度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语音语调上，标准偏差

几乎高达 10，两年后则大幅降至 5.27，其他维度上的标准偏差也有所下降。 
最后，对所有维度上检测结果的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分析发现，接受该教学模式的培训后，入学时

表现最差的学生与入学时表现最好的学生相比，获得的提升更为显著，尤其是语音语调维度，前者(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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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检测 60 分及以下者)获得了 19~25 分的提升，而后者(第 1 次检测 85 分及以上者)仅获得了 2~5 分的提

升。详见下表 5： 
 

Table 5. High-score group vs. low-score group on “pronunciation & intonation” dimension (total score: 100) 
表 5.“语音语调”维度高分组和低分组学生得分对比(满分 100 分) 

检测 
得分组别 

Test 1 Test 2 Test 3 Test 3 vs. Test 1 

低分组 

1 45 65 70 25↑ 

2 50 60 70 20↑ 

3 56 70 78 22↑ 

4 58 70 78 20↑ 

5 60 70 79 19↑ 

高分组 

1 88 90 90 2↑ 

2 85 87 90 5↑ 

3 85 86 90 5↑ 

5. 结语 

本研究的检测数据表明，学习者经过长期、持续听读和重复模仿有效的语言输入，加上对输入材料

的内容进行综合概括并完成口头表述，的确能显著地纠正和改善其语音语调和口头表达；同时，学生完

成基于语言输入的概要归纳和口头表述任务，是对材料内容进行理解和把握的一种检测，是对自身逻辑

思维的一种训练，也是对材料中常用且地道词语的一种温习和巩固，对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益

的。研究还发现，通过向学习者输入可理解的有效语言输入而实施“以练促学、以学促教”的教学模式，

能在语音语调和口头表达等领域明显缩小学习者之间的差异，提升英语师范专业学生的核心素养。最后，

该教学模式若要取得更好效果，需要教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为学习者选择合适有效的语言输入，同

时分阶段进行检测和设计、调整学习活动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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