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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尝试将探究式教学模式引入口

语教学中，探索出一种以问题探究为教学特点的口语教学新模式，积极引导自发、自信、自由、自主的口语学

习态度，激发和培育学习者的探究意识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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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7 年宁波大学商学院学生对 80 个用人单位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在听说读写四个选项中，

认为大学毕业生 重要的英语素质为口语能力的占 51.32%，同时 缺乏的英语素质为口语能力的占

65.82%，高居首位。这使教育工作者们深感肩负的重任，同时不得不重新反思口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经过多年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不少教育工作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王立

非、周丹丹回顾了我国英语口语研究 12 年的成就与现状，[1]朱菊芬对非英语专业新生的英语学习现

状进行了调查分析，[2]章晋新对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提出了改进意见，[3]唐耀彩、彭金定探讨了口语考

试对学习的反拨作用，[4]这些研究对口语教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目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

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行之有效的教学新理念和新方法依然不足，亟需教育工作者们进一

步研究和探索。当前大学口语教学究竟还存在哪些问题？怎样才能向社会输送高质量的口语人才？

为揭示中国学生的口语学习特征，找到符合当前中国学生的口语教学规律，笔者决定做一次大学生

口语教学问卷调查，针对调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和研究相关对策。 
二、大学英语口语课堂的调研情况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2007 年 6 月至 10 月，笔者通过网络面向全国大学本科 2006 级在校生（现为大二）开展了电子

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答卷 306 份。由于大部分高校的非英语专业口语课开设在大学一、二年级，

而刚入学的 2007 级大学新生对学习情况了解不多。因此，选择有一年学习经历并正在进行口语学习

的大二在读本科生，保证了此次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时效性。 
本次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当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对口语教学状况的反馈意见，从而有针对性地分

析所暴露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调查对象来自全国 22 个省份 58 个城市的 126 所高

校，涉及 30 多个非英语专业，区域和专业覆盖面都较大，如法律、计算机、经济、机械、医学、药

学、材料学、会计、数学、勘查、化工、电气、生物、管理、国际贸易、金融、体育、机电、新闻、

人力资源、环境、旅游、物流、心理学、教育、航空、化学等；其中男女学生比例基本持平，分别

为 51.79%和 48.21%。问卷力求覆盖口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设计了关于课堂参与度、课堂气氛、学习

自信心、学习难点、教学满意度等 5 个方面共 14 个问题，题型为开放式选择题，即在多项选项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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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加上“其他：＿”选项，以便学生自由回答，力求收集到更真实、更完整的学生反馈信息。 
（二）调查结果分析 
经过对调查数据进行认真整理、分析、归纳和研究，目前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有以下特点： 
第一，口语学习缺乏主动参与性。对于老师提问，积极思考的学生仅为 31.69%，近七成被调查

者表示“想不出就放弃”或“根本不想”，主动回答的比例仅为 9.56%。讨论时学生中四分之一（26.69%）

不思考、不讨论或闲聊其他事情，四分之一（26.29%）常用中文讨论，另约四分之一（23.51%）表

示只自己思考，不发表意见。可见，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课堂活动参与度不高，甚至流于形式。 
第二，口语学习缺乏安全感。关于上口语课时的心情，选择“紧张”、“害怕”、“反感”或“没

感觉”的占六成以上（60.78%），可见大部分学生在情感上仍较为压抑、无趣，安全感不足。 
第三，口语教学缺乏新颖多样的方法。在“口语老师 常用的方法”中列前 5 位的分别是小组

讨论（54.98%）、讲授单词和语法（43.03%）、复述（41.04%）、概括大意（37.45%）和对话（30.68%）；

而学生 不喜欢的教学方法前 5 位分别是复述、讲授单词和语法、背诵片段、概括大意和演讲。可

见，教师常用的 5 种方法中的 3 种正是学生 不喜欢的。 
第四，口语教学综合满意度不高。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堂气氛不满意者，分别占 55.22%、

51.63%和 48.36%。45.75%的学生表示在课堂上有被冷落的感觉，50.98%的学生对图书资料不满意。 
向学习者提供安全的学习氛围、提高学习兴趣、树立自主学习信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然而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现状仍不容乐观。目前大学阶段的英语口语教学仍以在

中学时代已被普遍采用的传统教学法为主，势必造成大学生学习兴趣不足、活动参与度不高，消极

被动的学习又造成自信心和安全感不足，形成非良性循环，教学满意度不高。要实现学习者主动、

自信、高效的学习，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现状，还需要教育工作者更多的研究、创新与实践！ 
三、基于调研状况设计的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 

学生渴望更多适合其不同阶段的教学方法，应根据大学生的思维、学习、生活、环境等特点，

设计运用符合其身心发展的教学方法。经过不断研究与实践，笔者认为，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具有

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口语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活动参与度，还十分有利于增

强学习信心和安全感，针对上述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将是一种十分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 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的内涵 

探究教学模式是基于问题的教学方式，是“一种为了让学生学会怎样通过系统地收集事实资料

而探究问题的教学策略”。[5](248)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是将探究教学模式运用于口语教学，让学习

者在有意义的探究活动过程中进行口语学习，达到提高口语能力的目的。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探究型教学模式的研究不多，如程树铭论述了探究型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

基本结构、主要特点和实践意义，[6 ]付香平、肖勤 等探讨了大学英语合作探究型教学模式的构建等，

而结合口语教学研究的则凤毛麟角。[7]笔者认为，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具有区别与传统教学模式的

显著特点，主要在于：（1）将问题的解决留给口语学习者，而不是由教师直接回答；（2）让口语学

习者探究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由教师来决定问题；（3）问题的回答必须是有根据的，即通过事

实资料来回答，而不止于假设性的回答；（4）问题和假设可能是即时性的，但问题的回答却是非即

时性的；（5）答案具有不确定性，不同学习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不同回答；（6）答案不是事实的

堆积，而是融和个性的归纳概括；（7）思考时间充裕，主要在课余准备，不必仓促应战；（8）利用

学习者的好奇心作为口语学习的强劲动力；（9）利用各个探究步骤衍生口语学习话题；（10）提供大

量口语锻炼机会。将探究教学模式引入口语教学，将极大地拓展口语教学思路，激发口语教学内在

活力，凸显口语教学灵活性，挖掘口语教学潜能，提升口语教学内涵。 
（二）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的实施步骤 
实施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的第一步是明确问题，即确定研究的主要领域或主题，然后确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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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问题。指导学生在口语教学的几个主题领域中确定一个基本方向，如在节日风俗探究中确定

研究一个节日，在各国特点探究中确定一个国家，在著名人物探究中确定一位名人等。可要求学生

进行合作研究，第一次讨论寻找兴趣相投的合作伙伴，第二次讨论确定研究领域，第三次讨论确定

研究的中心问题， 后要求学生陈述研究计划，3 次讨论和一次陈述就是 4 次别开生面的口语学习

过程，同时也完成了探究型口语教学的第一步。这是一个自由选择和自主选择的过程，学习者既享

受着自己决定探究主题的自由，又享有自己决定合作伙伴的快乐，十分有助于树立自主学习的信心、

提高学习兴趣，为逐步实现自发、自由、自信、自主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步是形成假设，即“当一个问题得到阐明后，同学们试着去回答它。在提出一个尝试性的

回答时，学生就进入了假设的过程”。[5](254)所谓假设，是能得到材料或数据支持的、对一个问题的

尝试性的解决方案，有时它还可以是一种猜测或直觉。[5](254)对于口语教学来说，就是对感兴趣的问

题提出尝试性猜测或归纳概括。如选择研究圣诞节的学生，对人们为什么过圣诞节提出各种猜测；

选择研究瑞典国家特点的学生，对瑞典为何成为中立国提出尝试性见解。 后，要求学生陈述各种

假设，完成探究型口语教学的第二步。这个过程，赋予了学生充分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学生根据各

自的原有知识和经验，尽情地舒展思考的翅膀，挥洒年轻的自信，在口语学习的蓝天中自由翱翔。 
第三步是收集资料或数据，即沿着尝试性的假设寻找事实材料，目的是证实假设是否正确或其

准确程度。这时，教师应适时引导学生，启发学生从问题的几个方面入手，如圣诞节的历史由来、

宗教信仰、主要习俗和禁忌等，瑞典的海盗历史、地理位置、人口与经济状况等，带领学生从问题

的多个相关方面收集资料， 后要求学生对收集资料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描述，并排列和展示资料数

据。整个过程中，学生完全在好奇心的驱使以及教师的引导下，自发地搜寻资料，自由地筛选资料，

广泛的阅读有利于学习者主动扩充词汇量，有助于解决口语学习的 大颈瓶，即词汇量缺乏的问题；

由于充足的资料支持和事先的充分准备，学生们将满怀信心地用英语向同伴们陈述和展示他们独特

的收获，而同时收获的是更丰富多彩的口语锻炼机会和口语学习自信心的提高。 
第四步是评估假设和归纳概括阶段，即资料的分析和以资料为基础对结果的概括。对于口语教

学而言，探究的结果并非探究教学的重点，重要的是，学习者通过探究学习，收获了自信、自由和

乐趣，从而自发、自主、愉快地推进口语学习。因此，不必要求每个学生都做出十全十美的答案，

只要能在资料的基础上，从任一角度对假设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断，尝试性归纳出 佳答案，并能

用流利的英语清楚地进行描绘和阐述，那么运用本模式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后阶段为分析探究过程，是“教师让学生分析和反思探究的过程”。[5](257)目的有二，首先，

通过回顾整个探究过程，使学生有机会复习活动中所学到的新词汇、新句型、新语法和新的表述方

式等，使刚学到的口语知识得以再次实际运用，获得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次，通过回顾整个探究

过程，让学生领悟探究学习的规律，逐渐学会探究的方法，从而在以后的探究型口语教学中更主动、

更自信地参与和投入到各个探究步骤中去，使探究型口语教学活动更加卓有成效。 
（三）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的优势 
与讲授、复述、模仿等传统口语教学法相比，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一，有利于促进学习者自发学习口语。传统口语教学往往要求学生按一定模式进行模仿和操

练，而探究型口语教学要求教师不给出答案，借助学习者急于了解事实真相的强烈愿望，自觉、自

愿、自发地投入到问题的解决中去，从而有效保护了学习者的求知欲，激发了学习积极性。 
第二，有利于拓宽学习自由度，营造富有安全感的口语学习氛围。有选择的问题、有准备的讨

论、无固定的答案，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完全拥有者和教学的惟一决定者。在这种自由平等的氛围里，

学习者的情感不再是压抑的，课堂的气氛不再是沉闷的，口语学习者也不再是“沉默的羔羊”。 
第三，有利于提高学习者口语学习的自主性。以口语学习者为主体，学生自主选择问题，自主

查找资料，自主分析判断，自主归纳总结，教师只是探究方法上的指导者和解决疑难杂症的帮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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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习者逐渐习惯于这种教学模式时，其口语学习的自主能力也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第四，有利于兼顾学习者的专业化和个性化特点。如探究名人的成功经验，商科学生可以选择

比尔·盖茨，理科学生可以选择杨振宁，而喜欢音乐的则可以选择周杰伦等。专业化和个性化的解

说，使口语课堂精彩纷呈，传递信息、交流感受，让他们找到了释放各自智慧和激情的舞台。 
第五，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创新意识，培养科学的探究精神。鼓励多角度理解问题、推测任何

可能的答案，使学习者的创新意识得到空前激发；同时，任何判断、分析和结论需以事实资料为依

据，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习者实事求是的探究态度和科学的探究精神。 
正如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如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

英语基础，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宽的知识面，教学延续时间较长等，正因为此，探究

型口语教学模式更适合大学生或提高阶段的口语教学，并适合与其他的教学方式交替运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符合大学生特点的口语教学方法仍比较缺乏，造成学习者缺乏主动性、安全感，

综合满意度不高。鉴于这些问题，笔者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将探究型教学模式运用于口语教

学，创造性地提出了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本文对于该新模式的探索和探讨，不是否定传统的口语

教学模式，而是希望在口语教学那百花争艳的大家庭中，增添一位充满时代气息的新成员。探究型

口语教学模式，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入传统的口语教学课堂，将好奇心作为学习者自发学习口语

的动力，通过资料收集等产生阐述、说明与归纳等大量口语锻炼机会，通过自由选择、自由假设、

自由回答等营造自由的学习氛围和个性化的口语教学，通过非即时性回答和非唯一性答案增加学习

者的安全感，通过教师引导、学习者自主解决问题培养口语自主学习能力、探究与创新能力和分析、

判断、归纳等思维能力；这种促进学习者自发、自信、自由、自主式学习的探究型口语教学模式，

拓展了我们原有的口语教学思路，激发了口语教学包罗万象的内在活力，凸显了现代口语教学强大

的包容力和灵活性，推动现代口语教育向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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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ay,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analyzes the major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oral English teaching in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inquiry teaching models in oral English instruction. The question-inquiring model is accommodated to 
motivate students’initiatives, self-confidence, and create a free and autonomous atmosphere for inquiry awareness and 
creativity of oral English learners.   
Key words: oral English；questionnaire；research-based oral English teaching model；strategy  

（责任编辑 赵 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