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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对比大学英语多媒体实验班与传统教学对照班学生听力测试成绩 ,对实验班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进行

问卷调查 ,研究表明 :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比传统方法的听力教学效果更好 ,它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同时 ,

可以丰富学习者的语言输入形式与内容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改善其学习效果 ;此外 ,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可

以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听力能力。二语习得理论 ,特别是“输入假设 ”与“情感过滤假设 ”,在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中

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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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 shen’s SLA Theory and M ultim ed ia2a ssisted English L isten ing In struction
— An Emp irical Study Based on Reformed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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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uses SPSS13. 0 to analyze the results of listening tests from the multimedia experiment group and a traditional

classroom control group and the survey.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multimedia assisted English listening instruction is more ef2
fective than the traditionalway of listening teaching, and that it can greatly motivate students’learning. Multimedia assisted Eng2
lish listening instruction enriches both learners’form s and content of language input. It imp roves learners’listening abilities as

well. Its unique features can arouse students’interest and then enhanc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SLA theory, especially“the

Input Hypothesis”and“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p 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ultimedia assisted English listening instruc2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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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是重要的语言技能 ,在第二语言习得 ( SLA )中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 ,对于大多数中国英语学习

者来说 ,听力理解是英语学习中的一大难题 ,因为很多因

素影响听力理解 ,比如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这些因素

都跟语言输入的方式、数量、质量、形式以及学习者的情

感等有关。近年来 ,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电脑技术

得到普遍运用 ,使各行各业得以大踏步发展 ,外语教与学

的质量也因此大为提高。通过研究 ,外语教育专家与外

语教师 (B rett 1997, Klassen & M ilton 1999, Sm idt & He2
gelheimer 2004)发现 ,多媒体辅助英语教学 ,特别是辅助

英语听力教学 ,能够有效地促进英语习得 , 提高学生的听

力理解能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从克拉申二语

习得理论视角出发 ,研究多媒体辅助大学英语听力课程

教学 ,研究多媒体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在语言输入的获得、

学习动机、情感等方面的影响 ,旨在阐释二语习得理论与

多媒体听力习得的关系以及对外语教学的积极作用。

具体讲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下列问题 : (1)英语听力

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是否比传统听力教学效果更好 ,是否

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 ; (2)多媒体的教学独特性是否有

助于学生听力能力的提高 ; ( 3)二语习得理论 ,尤其是情

感过滤假说和输入假说 ,在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中

是否起着促进作用。

1　理论基础
1. 1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

著名语言学家克拉申 ( S. D. Krashen)将心理语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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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应用于课堂教学 ,提出一套完整的第二语言习得模型 ,

称为“监察模型 ”( Krashen 1981: 31 - 32)。其核心由 5

种假说构成 :“情感过滤假说 ”( 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2
sis)、“监察假说 ”、“语言习得与学习假说 ”、“语言输入假

说 ”和“自然顺序假说”。其中 ,“情感过滤假说 ”认为情感

因素直接影响第二语言习得。

克拉申认为 ,在第二语言习得学习过程 ,学习者接受

可理解语言输入是习得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

不能单从语言输入考虑语言学习是否成功 ,而要考虑学

习者的差异现象。至于学习者的差异现象 ,学术界通常

有两种解释 : (1)学习者接受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量的不

同 ; (2)学习者情感因素在学习中所起不同作用造成的结

果。按照克拉申的观点 ,情感屏障妨碍语言习得者充分

利用可理解输入。具体说 ,当情感屏障强时 ,习得者也可

能听懂或读懂语言输入 ,但是输入在语言习得机制中起

不了相应作用 ;当情感屏障弱而且语言输入可理解时 ,它

就可以顺畅地进入语言习得机制 ,于是就产生语言习得。

因此 ,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语言习得的促进因素 ,而

情感过滤则是语言习得的限制因素。在语言学习中 ,学

习者的情感过滤必须适度。学习者的情感状态或态度 ,

如动机、自信心、焦虑可以影响习得需要的输入。一般来

说 ,学习者在个人和课堂焦虑程度低的情况下容易习得

语言。

1. 2输入假说

“输入假说 ”是克拉申监察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 Krashen 1982: 31 - 32)。综合各学者的观点 ,笔者主要

从以下几个维度理解语言输入 : (1)输入是语言习得的首

要条件。Krashen指出 ,促成语言习得发生应该具备两个

基本条件 :一是为学习者提供所需的足够量的可理解性

输入 ;二是学习者本身应该具有内在的可加工语言的输

入机制。据此 ,在外语学习环境中 ,语言输入是第一位

的 ,也是促进语言习得发生的基础。 ( 2)有效性语言输

入。克拉申认为语言习得有赖于大量的语言输入信息 ,

而这种语言输入必须是有效的 ( Krashen 1981)。有效的

输入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可理解性、趣味性、非语法程序

安排和足够的输入量。这就是说 ,学习者一定要能够懂

得理解输入的语言材料 ,这些材料不能过于复杂 (包括语

言形式和概念 ) ,否则学习者就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

交际的意义上 ,而只能关注语言的形式。 ( 3 )“ i + 1”原

则。克拉申指出 ,语言输入都是习得者很容易理解的材

料 ,而且是不可取代的材料。可是笔者认为 ,这无法起到

激发学习者兴趣和动机的作用。在克拉申看来 ,“为了使

语言习得者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更高的阶段 ,提供

的语言输入必须包括一部分低一阶段的语言结构 ”

( Krashen 1982: 32)。因此 ,语言输入的总体难度不得超

过学习者的学习能力 ,同时须要包含体现学习者现有能

力的语言材料 ,即“i + 1”原则。 (4)此时此地原则。克拉

申提出 ,在语言输入过程中应该遵循“此时此地 ”原则。

这条原则的实质内容是 :输入的语言信息必须真实 ,因为

语言习得只有在真实的语境中才能顺利实现 ,语言交际

行为也只有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才能成功实施 ,并且实

现说话人的意向目的。

2　研究设计
2.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非英语专业 2006级学生中的 4个自然

班 ,共计 144人 ,每班人数均为 36名。其中 ,两个班为实

验班 ,采取多媒体辅助听力教学模式 ;另两个班为对照班 ,

采取传统的听力教学模式。

2. 2实验内容

实验班和对照班使用的听力教材都是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新时代交互英语 》(视听说 )教材。选取的两个

实验班的听力教学按照教改模式在多媒体教室进行 ,每

个学生一台电脑 ,使用网络版教材。在进行听力学习时 ,

教师给学生分级测试定级。以后 ,由学生上机自主学习

为主 ,每周最少两个小时。同时 ,教师进行面授辅导 ,小

班 15人左右 ,每班每周 1 - 2学时。教师挂牌授课 ,发布

课程信息 ,授课时间为每位教师每周 4课时中的 2课时。

网络平台设有一个答疑区 ,学生如有疑难问题 ,可以在网

上尽量用英语提出。另外 ,教师会在网站发布课程大纲

和提纲、学生姓名以及教师和学生的电子邮箱。这样 ,学

生不仅能够在上课的时候训练自己的听说能力 ,而且能

够在下课后通过 E2mail进行英语交谈 ,锻炼自己的英语

思维。对照班的听力教学 ,则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用录

音机在普通教室里完成。

2. 3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有问卷调查和听力测试试卷。

(1)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对象是实验班的学生。问卷一共分为两个

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调查多媒体辅助教学与语言输入

的关系 ;第二部分主要是多媒体环境中英语听力学习过

程中情感过滤的影响。每个题后面都有 5个选项 ,分别

是 : A非常赞成 , B 赞成 , C一般 , D 不赞成 , E非常不赞

成。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笔者分析时将选

择 A和 B人数的百分比计算在一起 ,将 C和 D的百分比

计算在一起。

(2) 听力测试卷

前测试试卷为 1999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全真试题

中的听力部分 ;后测试试卷为 2004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的全真试题中的听力部分。每套试卷总分为 20分。考试

试卷由任课教师按统一标准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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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卷调查结果
(1)语言输入与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

对回收的 140份试卷进行统计。图 1显示 , 79%的调

查者认为多媒体能够提供真实的、合乎语法规则的语言输

入 ;超过 81%的人认为利用多媒体有利于他们在听的过程

中更好地理解 ; 74%的人则认为多媒体听力教学软件能够

在他们进行听力练习时有机会进行自我检查 ,加深理解 ;

只有 43%的人以为可视环境中的语言材料具有及时性 ;

59%的人认为可以及时获得信息反馈。由此可见 ,多媒体

辅助下的语言输入比单一媒介 (比如录音机 )要容易理解

得多 ,而且受到广大学生欢迎。

图 1　语言输入与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

(2)情感过滤与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

众所周知 ,情感因素在二语学习中扮演着很重要的

角色。由图 2可以看出 ,超过一半的调查者认为 ,多媒体

教学能够减少情感方面的障碍 ; 59%的人认为多媒体计

算机语言学习能够创造理想的学习环境 ;至于增强学习

兴趣 , 57%的人投赞成票 ,另有 47%的人认为通过多媒体

计算机语言学习可以减少压力感和焦虑情绪。

从这个调查中不难发现 ,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多媒体

辅助听力教学有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吸收 ,学习者

的情感障碍也会减少。此外 ,对于多媒体辅助听力教学 ,

学习者都有很好的反应。因此 ,更好地将多媒体运用于

辅助听力教学将对学习者起到很好地促进作用。

图 2　情感过滤与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

4　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结果

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部分进行 : ( 1)前测试。根据教

育部 2004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结合受试

者的特点 ,我们使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听力部分为考

试试卷 ,测试时间为 2006年 9月。对照班和实验班所用

试卷相同 ,题型均为客观题 ,听力分数所占比例为 20%。

(2)后测试。对照班和实验班的后测试均采用 2004年大

学英语四级考试全真试题中的听力部分 ,总分为 20分 ,

测试时间为 2008年 6月。

阅卷完成后 ,所有听力成绩均录入社会统计数据包

软件 SPSS13. 0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单向方差分析 ,从表

1发现 ,对照班和实验班学生的听力平均分分别为 3. 54

和 3. 52。标准差则分别为 0. 28和 0. 23。数据统计结果

表明 ,两个班级之间在听力成绩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 93 > 0. 05)。而在后测试中 ,试验组的平均成绩是 9.

27,而对照组只有 7. 20,试验组的平均成绩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成绩 ( P = 0. 0001 < 0. 01)。这同样表明 ,两组在经过

一段时间的听力学习之后 ,英语听力水平都有提高 ,然而

多媒体环境中学习听力的学生比使用传统方法学习听力

的进步明显快些。

同时 ,笔者还就对照组和实验组前后测试的进步程

度和情况进行了比较。实验后 ,试验组的成绩是考试前

的 2. 6倍 ,而对照组只是考试前的 2. 0倍 ,试验组的进步

程度高于对照组 ( P < 0. 05)。上述考试结果显示 ,采用多

媒体辅助英语听力学习的实验组与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的

对照组的学生相比 ,听力水平进步的程度要大一些。

从问卷中学生反馈的意见和上面听力测试的总体效

果来看 ,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与传统听力教学相比 ,

前者优势更大。

表 1　前测和后测分数及进步情况对比

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N. Mean Std. Deviation P

Pretest

EG

CG

72

72

3. 5438718

3. 5272727

0. 2311084

0. 2801679

0. 937576

Posttest

EG

CG

72

72

9. 27770579

7. 202597

0. 28161859

0. 242228

0. 00017215

Post/Pretest

ratio

EG

CG

72

72

2. 628213

0. 221477

2. 050975

0. 185112
0. 013978

　　EG = Experimental group　CG = Control group

5　讨论
在对问卷调查的结果与两次测试结果的分析统计之

后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比传统方法的听力教学效

果更好 ,它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根据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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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馈意见 ,可以得知 ,其丰富的信息和生动的视听效果

完全可以改变学生的学习动机 ,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因此 ,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情感因素激发学生尤其是努

力程度中等或者较低的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其转化为持

久型动机 ,通过多媒体等手段提高学生的融入型动机。

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大大丰富了学习者语言输

入的形式与内容 ,其独特性提高了学生的兴趣 ,从而提高

了学习的效果。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增强了学生的注意

力 , 并且给学生提供了得到大量输入的机会 ,有利于学生

化输入为吸收 ( intake)。许多学生承认 ,他们的英语听力

比以前大有提高 ,并且认为这种学习方式能够使学生更

多地接触地道的英语 ,了解西方的各种文化习俗 ;认为学

习材料图文声像并茂 ,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器官 ,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增加学好英

语的信心。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能够改善学习效果。

有的同学说 ,现在对英语学习兴趣浓厚了 ,现在各种不同

的画面非常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样 ,就更有利于将这

些输入转化为吸收。

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有效地提高了学习者的听

力能力 ,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同时也增加了学生

输出的机会。大部分学生支持这种听力教学模式 ,结果

与 B rett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一致 (B rett 1996: 191 -

211)。

二语习得理论 ,特别是“输入假设”与“情感过滤假设”,

在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上结论与我们的假设完全一致。此项研究对以后

多媒体辅助英语听力教学有不少启示 : (1)为更有效地运

用多媒体进行听力教学 ,教师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训练学

生更好地掌握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 ,使学生了解多媒

体的优势 ; (2)教师要加强理论学习 ,特别是与外语教与

学有关的理论 ,提高对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的认识 ,

以避免教学中的盲目性与经验主义 ; ( 3 )在教师的指导

下 ,学生完全可以正确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外语自主学习 ,

培养与提高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但本实验样本容量较小 ,要进一步证明多媒体辅助英

语听力教学对于学习者的作用 ,有必要进行大样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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