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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波 

文学硕士，副教授，外语系教师 

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中国 

以课堂活动改善课堂心理环境提升大学英语口语教学 

摘 要: 通过丰富多样的英语口语课堂活动，改善课堂心理环境，是实现英

语口语学习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重要途径。本研究以哈尔滨工程大学 82 名一年级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应用实验教学的方法，采用口语测评的手段，研

究灵活多样的课堂练习模式对于学生英语口语准确性、流利性、和语音面貌是否

有明显的提高。 

关键词: 课堂活动；课堂心理环境；英语口语；英语教学 

引言 

近年来，全国各个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都不断地反思、探索、尝试、创新和

改革当中。以往形式单一的精读课已经不能满足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于是

大学英语口语课不再是英语专业学生的专利，也进入了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课

程设置中。我们以往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授词汇知识、

讲解语法、带领学生操练句型，然而教师付出的心血与体力却与学生的英语实际

交际能力不成正比，可以说沿用传统的精读课堂的教学模式在口语课堂上是行

不通的，无法大幅度高效提升大学生的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将来学生走到工作岗

位也无法顺利地使用英语进行实际交流。 

针对新形式下英语课堂的这些教学问题，教师和学者们都在打开思路，一方

面保留传统教学模式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尝试新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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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单一教学模式，形成英语教学新模式百花齐放的良

好局面。 

笔者之前就影响学生英语口语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做过相关研究，研究结

果表明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产出性词汇量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教育考试制

度，以及学生心理因素等。 

本研究旨在通过采用多样化的课堂活动，改善课堂心理环境，帮助学生克服

各种阻碍英语口语提升的负面心理，使得学生乐于勇于使用目的语参与课堂学

习与练习，在学习中获得进步的乐趣，增强提高的信心，助力学生长期的学习与

提高。 

一、课堂心理环境 

课堂心理环境，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影响学生认知效率的师生心理环境。良好

的课堂心理环境是教学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也是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和提高

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 

影响课堂心理环境的主要因素中，课堂教学方式占据影响因素的首位。良好

的课堂教学方式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心理，优化课堂心理环境，激发课堂教学活

力，提升课堂教学的水平。相反，单一、落后的课堂教学方式，导致学生面对教

师提问心理压力较大，唯恐出错，不能充分畅所欲言。不仅给学生带来焦虑、心

理压力和困惑，还会降低对英语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更大的弊端在于，课堂时间

之内，能参与口语练习的学生人数非常有限，无法达到口语课堂的教学效果。 

建立良好的课堂心理环境，可以从课堂教学方式改革入手，着力变成为以学

生为本的课堂教学方式，采取科学合理的课堂教学方式组织口语课堂的训练活

动，激发学生提升口语能力的主动性与热情，在主动训练的过程中高效提升英语

口语能力。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 

本研究以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 级 82 名工科专业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学

生分别来自核学院、自动化学院、机电学院和材化学院，分别属于两个英语教学

班，入学分数相近，属于同一分数段，男生 76 人，女生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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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教学班中一个作为实验班，另一个教学班作为对照班。两个教学班英语

口语课采用完全相同的教材，完全相同的授课内容，相同的教学课件，教学也由

同一位教师担任，课后作业完全相同，最终考核方式也完全一致。 

两个教学班的英语口语教学唯一的不同在于：对照班课堂口语练习采用原

有的传统模式，即自愿发言，教师点名发言，同桌讨论三种形式；而实验班课堂

口语练习采用多样化的形式来进行，在三种传统形式基础之上，采用自我陈述、

小组汇报、与教师私聊、用手机录音上传等形式完成。 

本研究时间持续 16 周（一个学期），实验教学主要包括教学实验和数据采

集二部分。教学的总体过程中进行了二次数据采集，依次分别是：实验教学之前

的口语测试（第 1 周），实验教学之后的口语测试（第 1 6 周）。测试使用的工具

是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能力水平测试试卷以及相应的评分标准。 

1、实验前测（第 1 周） 

实验前测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实验班和对照班英语口语的初始口语成绩是否

基本持平，为了保证实验教学效果的信度和效度。实验教学开始实施之前，也就

是二个教学班（实验班和对照班）开课的第一周，分别对二个教学班进行口语测

试。测试使用大学英语四级口语真题同一套题目，二个班均由同一位教师根据大

学英语四级口语测试评分标准来计分。四级真题话题贴近学生生活，可以帮助教

师客观便捷地了解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口语测试结果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收

集、归纳和总结。 

2、实验教学（1-15 周） 

英语口语实验班课堂练习模式，在保留传统三种课堂练习模式的基础之上，

采用多种丰富新颖的模式完成。 

第一种，自我陈述。教师提供课堂口语练习话题之后，规定学生在五分钟之

内准备一个一分钟的讲话，讲话的容量要求分为三个等级：A 等 18 个单句，B

等 13 个单句，C 等 9 个单句。句式的复杂程度随着学期的进行逐渐提升：第一

个月不做特殊要求，简单句即可；第二个月，要求学生一分钟的讲话中至少使用

一句复合句；以此类推，第三个月，复合句达到二句；第四个月，复合句达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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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学生按照要求口头准备 5 分钟之后，教师使用计时器计时一分钟，学生大声

进行自我陈述，同时自己给自己记住陈述的单句数量和复合句数量，一分钟之后

计时器响铃，陈述结束，学生把自己的成绩（单句数量和复合句数量）上报教师

登记在在册。在实施过程中笔者发现，自我陈述是一种对中国学生特别适合和行

之有效的课堂口语练习模式，主要的优点是，一是自我陈述帮助学生克服害羞心

理，摆脱面对老师和其他同学说英语的心理压力，不怕出错，在反复练习中不断

提升自己，达到畅所欲言；二是自我陈述帮助学生看到自己一步步的进步，无论

是句子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在不断地增长和提高，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的喜悦会

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坚定学习的信心；三是教师能够在短短几分钟时间

里，同步完成全班几十名学生的口语练习与测试，极大地提升了课堂口语练习的

效率，摒弃了传统的一人说多人听甚至开小差的课堂局面。 

第二种，3 人小组汇报。教师提供课堂口语练习话题之后，由同桌 3 人组成

小组，同个人陈述一样，也是要求学生在五分钟之内准备一个一分钟的讲话，语

句的要求同个人陈述的要求一致，同样分为ＡＢＣ三等，也同样有复合句的要求。

不同点在于，个人陈述最后是自己说自己统计句子数量，三人小组汇报最后是向

同组的其他二位组员陈述并由他们统计句子数量然后上报教师。3 人小组汇报也

是特别适合中国学生 的课堂口语练习模式，主要的优点如下：一是 3 人小组汇

报使得学生在小范围内展示自己的英语口语，小组只有三个人，又都是熟悉的同

学，所以心里压力较小，学生不必担心出错或说得不好丢面子；二是 3 人小组汇

报有助于同学之间取长补短，在互听互学中增长语汇、拓宽思路、提高语言组织

能力；三是有了同组同学的监督，促进极个别惫懒的学生积极跟进课堂，参与课

堂活动，克服了个人陈述中某些学生浑水摸鱼滥竽充数的个别现象。 

第三种，与教师私聊。在学生准备课堂某个话题陈述的过程中，教师在教室

中徘徊巡视，这样无形之中就会促进所有的学生积极投入课堂口语活动的准备

和练习中。同时，教师一边走动巡视，一边可以某些同学一对一地闲聊相关话题，

交流看法。学生的选择可以是随机的；也可以是选择某些准备的比较充分的同学，

他们往往乐于向老师展示，从中获得教师的肯定与成功的喜悦，激发更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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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选择一些稍微落后的同学，他们在老师一步步发问、引导、鼓励下，构建

语句，回答问题，获得提高英语口语的信心，摆脱畏难情绪。同时，与教师私聊

还可以和全班展示结合起来，私聊中教师发现哪位同学的发言充实有趣，就可以

直接把麦克风递给他，给他一个向全班展示的机会，充分调动他的学习热情，他

的优点也会对全班有一个引领示范作用。另外在于学生的私聊中，能够拉近教师

与学生的距离，其实教师私聊的对象往往不是一个学生，而是该学生周围的一圈

同学，在亲切无拘无束的聊天中，在教师言语、眼神的鼓励下，学生加强了对于

教师的信任感和亲切感，更加乐于加入课堂活动。 

第四种，手机录音上传。教师提供课堂口语练习话题，学生五分钟准备等步

骤都与之前的个人陈述做法相同，对语句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一致。但是在最后

陈述的一步，学生不但要一边自己陈述一边统计句子数量，还要同时打开自己的

手机录下自己一分钟的陈述，录音之后上传到班级 qq 群当中。这样做的好处在

于：一是由于学生知道自我陈述 5 分钟之内必须完成准备，必须上交 1 分钟的

口语陈述，因此在这样适度压力的情况下，会认真准备，努力完成，避免出现偷

懒松懈的状况；二是我国学生大都注重面子，注重在老师和同学心目中的形象，

手机上传的陈述老师同学都能听得到，因此学生会格外认真对待力求做到“拿得

出手”；三是通过手机上传语音这种方式，教师可以在课后了解所有学生的口语

状况，进步情况，另一方面学生之间也可以互相学习语汇，在隐形的竞争与互助

中共同进步。  

对照班的教学与实验班的教学安排高度一致，教材、课件、教师、课时安排，

课后作业、教学进度以及考核方式与实验班完全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实验

班采用多样化的课堂口语练习模式，而对照班沿用传统的课堂练习模式，即自愿

发言，教师点名发言，同桌讨论，这样保证了实验教学结果的有效性与可信性。 

3. 实验后测（第 1 6 周） 

为期一个学期 15 周实验教学结束之后，与实验前侧相同的二名教师对实验

班和对照班分别进行英语口语考核。考核的题目与实验教学前测一样，都来自大

学英语四级口语考核真题，考核的流程及评分标准，均按照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



219 
 

核的流程和评分标准来执行。考核结果录入 Excel 软件，以方便对实验班和对照

班的实验数据分别进行统计、观察、分析与比较。 

 

三、实验数据统计 

实验前测与实验后测除了按照大学英语四级口语测试的评分标准评定学生

英语口语的总分之外，还评定每个学生的英语口语流利性分值、准确性分值和语

音面貌分值等三项细化分值，用以观察实验教学的效果。 

1. 实验前测结果 

在开学的第一周，由二位教师实验教学开始之前对二个班学生进行进行口

语测试。总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口语流利性（40%），口语准确性（40%），口语

语音面貌（20%），合计 100 分。 

表 1  实验前测结果 

 流利性均值 准确性均值 语音面貌均值 总分均值 

实验班 19 18 13 50 

对照班 20 17 12 49 

实验前测结果看来，此时实验班和对照班的英语口语成绩基本持平，英语口

语水平无明显差距，符合实验要求。口语流利性，对照班高于实验班 1 分；口语

准确性，实验班高于对照班 1 分；口语语音面貌，实验班高于对照班 1 分；口语

总分实验班高于对照班 1 分。 

实验后测结果 

为期一学期 15 周的实验教学结束之后，在第 16 周最后一节课上，分别对

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第二次英语口语测试，测试试题仍然采用大学英语四级口

语测试真题，仍然由担任实验教学前测的二位教师执行测试。评分标准和分数构

成与实验教学前测相同，仍然由流利性分值（40%）、准确性分值（40%）、口语

语音面貌分值（20%）三部分构成总分 100 分。 

表 2 实验后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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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利性均值 准确性均值 语音面貌均值 总分均值 

实验班 36 25 16 77 

对照班 25 22 16 63 

 

表 3 实验前后结果对比 

 流利性提高 准确性提高 语音面貌提高 总分提高 

实验班 17 7 3 27 

对照班 5 5 4 14 

实验教学前后结果对比可以清楚点看到，实验班和对照班的英语口语水平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都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口语总分上，实验班提高了 27

分，对照班提高了 14 分；口语流利性方面，实验班提高 17 分，对照班提高了 5

分；口语准确性方面，实验班提高了 7 分，对照班提高 5 分；语音面貌方面，实

验班提高了 3 分，对照班提高了 4 分。 

实验结果表明，通过丰富多样的课堂口语练习，实验班比对照班的英语口语

提升更加显著，尤其是在口语流利性方面。 

四、实验结论 

为期 15 周的实验教学实验证明：丰富多样的课堂口语练习活动能够改善课

堂心理环境，显著提升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 

具体分析如下： 

丰富的口语课堂教学活动，既是知识交流、能力提升的过程，也是情感交流

的过程。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既是认知性学习，也是情感性学习，

情感交流是优化课堂心理环境的纽带。 

传统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中，教师一本正经，严肃严格提问单一学生，学生

会产生疏离、胆怯、畏惧和逆反心理。 

反之，丰富的口语课堂教学活动生动有趣，让学生乐于参与、勇于表现，会

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缩短教师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消减学生心理压力，去除

负面心理，口语学习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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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生在口语进步中体会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进而增强英语口语能

力提升的动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也帮助学生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其

他学科的学习中去。 

另外，丰富的口语课堂教学活动对于学生语音面貌没有显著地提高作用。学

生语音面貌的提高需要专业的语音纠正才能实现，通过纠正、巩固、训练才能形

成良好的语音面貌。 

本项教学实验对象人数较少，实验周期较短。但本教学实验结果显示，丰富

的口语课堂教学活动，能够能够改善课堂心理环境，有助于提升学生英语口语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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