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199 9
_

年第性期

“

哑 巴 英 语
”

探 源

黄惠晖

摘 要 长期 以来
, “

哑巴英语
”

一直是困扰大学英语教学的一种怪异现象
,

这

显然与改革开放不 断深入
、

信
.

息交流神速的当今时代不相适应
。

其原因错综复杂
,

探

究其根源将有助 于找 出相应对策来克服该现象
。

关键词 哑 巴英语 大学英语教学 口语训练

不久前
,

教育部高教司外语负责人岑建君在谈到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现状时说
:

现在我们的

大学英语是
“

哑巴英语
” 。

真是一语破的
,

道出了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一大弊病
。

很显然
, “

哑巴

英语
”

指出了学生虽具备外语语言知识
,

却无法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使所具备的语言知识转化为

口语交际能力
。

无庸置疑
,

从 80 年代恢复大学英语教学以来
,

我 国大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有

了长足的进步
,

尤其是在阅读方面
。

其次
,

学生的听和写的能力也相应提高
。

然而
,

这仅仅是

我们对 自己作今昔的对比罢了
。

当我们与亚洲其它较发达的国家的英语水平相 比较时
,

就会看

到其中的悬殊差距
,

尤其在口头表达方面
,

我们多数大学生就更显能力不足
。

他们可能在四
、

六级考试
,

甚至在 T O F LE 中成绩斐然
,

而面对简单的日常英语会话却常常一筹莫展
,

更谈不

到能用 口语流利地进行对外交流
,

在涉外工作中发挥优势
。

美国学者 R be ec ac O x of dr 在她的

(语言学习策略》 一书中指出
:

学好一种语言是指掌握了听说读写四种技能
,

又懂得语言体系

和有关文化
。

又说
:

学语言的 目的是获得交际能力 ; 交际应该包括听说读写四种活动
。

(王宗

严
: 1 9 9 8) 由此看来

, “

哑巴英语
”

显然是忽视了英语听说读写四种技能全面培养的结果
。

本

文试就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因素进行分析
,

旨在探索对策
,

希望为改变
“

哑巴英语
”

现状尽微

薄之力
。

一
、

教学大纲和教材的问题

教学方面
,

能对教学效果起重要影响的无疑是教学大纲和教材
。

大纲是教学的总体指导思

想
,

它对教学提出具体要求
,

而教材的合宜与否又直接影响到培养的对象是否能满足社会所

需
。

旧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强调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
、

一定的听的能力
、

初步的写和

说的能力
,

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
,

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 ; 而修订过的
,

并正在 99 级新生

中开始实施的新大纲针对时代的需要
,

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其中培养阅读能

力仍然被置于首要地位
,

但提出要具备一定的听
、

说
、

写
、

译的能力
,

把这四项能力的要求放

在 同等的位置上
,

明确指出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交流信息
。

可见
,

修改前的大

纲针对早期的英语状况
,

对说的能力要求不突出
。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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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体英语水平要求越来越高
,

大纲却没能及时地进行修订
,

即把说的能力也摆在相应的位置

上
。

在教学实践中
,

使用什么教学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材的内容
。

长期以来
,

我们使用的

教材从课文的题材到内容的设置编排等都偏重书面语的提高
,

口语技能训练受到制约
。

加上大

学英语的学时有限
,

学生人数多
,

课堂上不容许穿插太多的课堂讨论
、

提问
、

做游戏
、

对子对

话等各种形式的 口语训练机会
。

教师们明知
,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交际法教学在培养学生使用

流畅得体的英语
,

具备实际交际能力上有其独特的功效
。

但受到教材内容的左右
,

又为 了完成

进度
,

他们往往不得不违心地扮演
“

主讲者
”

的角色
,

舍弃有效的教学法
。

二
、

口语训练中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
,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交际教学法能最有效地培养学生的 口语能力
,

因为它使

学生有较多的开 口机会
。

遗憾的是
,

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
,

这种教学法的成功例子 尚不多
。

原因有几方面
,

首先
,

它要求教师发音正确
,

口语好
,

能吸引学生 ; 谈吐幽默
,

具有感染力 ;

具备组织课堂运作能力
,

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主动性
,

使他们愿意参与课堂上的语言活动
。

不言而喻
,

教师与学生的双方配合是交际法课堂教学成功的基础
,

由于交际法教学具有很强的

灵活性
,

学生课堂上的反应常常无法预知
,

这就要求教师具有较好的语言功底和较强的应变能

力
,

能对不同的课堂情况作出正确的反应
。

可 以说
,

这种教学更具挑战性
。

因为教师的性格
、

能力各异
,

师资水平参差不齐
,

因此并非每个教师都能适应这种教学法
,

也不是所有的教师都

乐意接受这种教学法
,

课堂 口语训练自然受到影响
。

另一方面的因素来自学生
。

由于口头表达必须面对听话者
,

而受东方文化
,

尤其是传统的

中国文化的影响
,

我们多数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比较腼腆
,

很顾及面子
,

他们最忌讳开 口说

英语时犯错被人讥笑
。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
,

他们即产生畏缩情绪
,

可能再也不愿开 口
。

根据美

国语言学教授 S tPe hne D
.

D r as hne 对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所作的五种假设
,

这种现象属于
“

感情过滤
”

现象 ( af ef ct vi e
m et r )

。

它指的是语言习得过程中影响和阻碍习者完全利用所 接受

的可理解输人的各种情感障碍
。

它包括由于学 习目的性不明确
,

缺乏学习动力和信心
,

担心出

丑等而产生的心理重荷
。

这样的感情过滤一旦产生
,

虽然有可理解的输人
,

也不能形成语言机

制
。

曾有人做过调查发现
,

中国学生最不喜欢的学习方式是集体学习
。

本人也做过相似的调

查
,

结果还显示
,

学生更喜欢听教师讲课
,

而不喜欢集体讨论
。

这是因为他们中多数人仍然认

为教师是权威
,

而与水平相当的同学一起讨论或学习
,

收获不大
,

学不到新的东西
。

这种心态

大大影响了他们参与课堂交际活动的积极性
,

反过来也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
,

影响了课堂口语

训练的质量
。

此外
,

听力能力差也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

语言研究人员在对聋哑儿

童口语学习的调查中发现
,

听觉利用率较低者
,

其 口语技能进步亦慢
。

不能用其听觉
“

监控
”

自己所发出的话
,

学习口语会有较大的困难
。

把大学英语听力差者 比作聋哑儿童也许不妥
,

但

由于听觉迟钝
,

他们往往无法对发音和输人信息作出准确判断而影响其 口语的流畅表达的现象

并非少见
。

在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
,

听力仍然是许多学生较薄弱的一项技能
,

因此
,

在

努力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
,

还必须加强听力的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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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

哑巴英语
”

还归咎于课型的安排
,

受学时少
、

师资缺
、

班级人数多
、

不要求

口语考试的考试模式等诸种因素的影响
,

大学英语课型安排主要以阅读
、

听力为主
,

各个院校

一般设有精读课
、

泛读课和听力课
,

而开设 口语课课型的学校则是屈指可数
。

这样
,

口语训练

只能穿插在各课型中酌情进行
,

如此产生的问题当然是
:
口语训练的量远远不足

。

一种语言掌

握得好得益于反复不断地使用该语言
,

口语训练不够绝不可能造就 口语流利的人才
, “

哑 巴英

语
”

现象当然不可避免
。

为了缓和这种局面
,

很多院校也增设 口语选修班
、

培训班
、

辅导班等形式增加 口语训练
。

但这种班所占的比例毕竟太小
,

远远满足不了众多学生的需求
。

而学生 自发的英语角
,

或英语

沙龙等英语言语活动却大多缺乏组织管理和统一部署
,

而且通常没有明确的谈话主题
,

其结果

往往是初涉者满怀激情
,

但去了几次后就发现所谈的话题不外乎打招呼
、

介绍
、

学校生活等简

单话题
,

对 口语提高作用不大
,

于是很快便兴味索然地退出
,

以语言交际为宗旨的活动最后常

常是有头无尾
,

不了了之

三
.

学生信息输入上的问题

除了偏重书面语的教材对学生 口语提高帮助不大外
,

教师给学生的信息输人也是一个主要

因素
。

在英语国家
、

如美国
,

人们偏爱 口语化 日常会话
,

交谈时多用短句
、

不完整句
,

并常用

理语
。

英语语言学家莱昂斯说过
,

现代语言演变的规律是
“
口语的优先地位

”

越来越明显
。

在

目前机会 尚不多的课堂英语 口语训练中
,

我们经常会听到
“

学究式 口语
” ,

或违反语用原则的

口语
,

与地道的英语 口语相去甚远
。

为了礼貌
,

你可能对一个关系密切的美国朋友说
:

W uo dl

y o u p le a s e b e k in d e n o u g h t o t e l l m e h o w 1 e a n im p or v e m y E n g l is h ? 但你的朋友听了只会觉得不

自然
。

理 由是该语体在使用对象和场所上都不恰当
。

这种状况在我们对外交际活动 中并非少

见
。

由于语用失误引起的交际失败也屡见不鲜
。

这些情况也许不能称为
“

哑巴英语
” ,

然而
,

只有流利的英语
,

而没有得体的英语仍然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

让我们试看以下例句
:

A
:

T h is 15 a n ie e s e t o f w h e e l s
.

H o w m u e h d i d t h e d e a le r
os

a k ” u f o r t h i s ? ( = T h is i s a n i e e

e a r
.

Ho w m u e h d id t h e d e a le r c h a r g e ” u of r t h is ? )

B :
A p i le

.

I
’

11 p or b a b l y h a v e to

moo
n l ig h t f o r t h e r e s t o f m y l i f e

,

b u t 50 w h a t
,

it
’

11 b e w o r t h

i t
.

I t s u r e b e a t s t h e e lu n k e r 1 h a d b e f o
r e

.

OC m e o n ,

h o p in
.

L e t
’ 5 t a k e a s p in

.

Y o u ` r e n o t

g o n n a b e l ie v e h o w t h i s s u e k e r 。 a n h a u l
.

( = A lo t
.

1
`

11 p o or b a b l y h a v e t o

wo
r k n ig h t s f o r

t h e r e s t o f m y l i f e
,

b u t t h a t
’ 5 a l l r ig h t

,

i t
’

11 b e w o r t h it
.

I t s u r e 15 b e t t e r t h a n t h e o ld e a r l

h a d b e f o r e
.

OC m n o n ,

g e t o n
.

L e t
’ s t a k e a d r iv e

.

Y o u ` r e n o t g o in g t o b e l ie v e h o w t h is e a r

e a n m o v e
.

)

以上是一则美语 日常会话
,

其中用了很多理语
,

括号中是标准语解释
。

若没有走出国门
,

又没有机会接触操英语的人
,

这种语言恐怕我们很难听到
。

难怪不少英语水平不错的人刚到英

语国家会有这样的经历
:
常常听不懂当地人说的话

。

当然也不可避免会出现
“

哑巴英语
”

了
。

其原因首先在信息输人方面
。

我们学生通常所输人的英语信息更多来自书面语言
,

而且教师授

课往往不太重视区别 口语与书面语
、

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使用场合
。

加上我们缺乏课

堂以外的英语语言环境
,

就造成了我们口语水平提不高
,

与英语国家的人交往难度大的情况
。



结束语
:

“

现在许多科技人员的专业信息 0 5%甚至 8 0%是来 自文字材料以外的渠道
,

常常是与同

行
、

朋友的讨论
,

交谈
,

甚至是聊天
、

聚餐等 日常 口语交际活动中获取的
。 ”

(耿二岭 1 9 9 3)

在这个科技发展突飞猛进
,

生活节奏紧凑的时代
,

口语交际因具有直接
,

快捷的特点而成为传

递交流科学技术信息的重要手段
。

由此可见
,

大学英语 口语水平的提高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

题
。

值得欣慰的是
,

现在各个院校已开始重视
“

哑巴英语
”

现象
,

并试图从教材改革做起
。

许

多院校 已经开始或正准备使用侧重交际法教学的教材
,

将来也许还有条件让非英语专业学生走

出课堂去接受更直接的口语训练 ; 不久国家也将在部分地区率先试行大学英语 口语考试
,

并逐

渐向全国推广
。

毫无疑问
,

这种举措必将成为 口语学习的极大动力
,

促进英语 口语整体水平的

提高
。

为保证在交际法教学中口语训练的顺利进行
,

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也至关重要
。

针对我们学

生普遍爱面子的弱点
,

教师应十分讲究纠错的方法
,

应以鼓励为主
,

以免伤害学生的自信心和

自尊心
。

自古以来
,

我们学生对教师总是
“

敬而远之
” 。

这也不利于 口语的进展
。

因此
,

教师

首先要有谦和的态度
,

才能赢得学生的信赖与积极配合
。

此外
,

应教给学生学习方法
,

以利于

他们今后自学
,

不断提高 口语水平
。

还应当认识到
,

口语交际过程不是单纯信息交流的过程
。

会说英语而缺乏其文化背景知识
、

语言运用的技巧和语用知识还不能保证英语 口语交际的成

功
。

因为课堂时间有限
,

教师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课后参阅的书 目
,

为学生今后用准确
、

得体

的英语进行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

(交际大纲设计与方法论》 的作者 K ei ht Jho
n s

no 认为
:

最好

的办法是在基础阶段考虑语言结构
,

而到较高阶段则可以语言的功能为重点
。

这样
,

学生就可

以由学会使用语言的规律进而学会怎样运用语言去进行交际
。

我们的学生在经过几年中学英语

基础阶段的学习后
,

已基本上掌握了语言能力
,

学会了发音
,

认识一定量的词汇
,

掌握了语法

结构和运用语法结构的能力
。

在这种基础上重点培养其交际能力
,

可以保证其语言的正确性和

流畅性
。

只有了解语言学习规律
,

明确培养目的
,

才能不失时机地培养出具备社会所需的有实

际能力 的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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