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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非智力因素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

刘爱民

(盐城工专基础科学部
,

盐城
,
2 240 03)

英语教学不能没有语言传授与交流
,

但教学效

果受许多非智力因素的影响
。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

非

智力因紊往往不易引起教师重视
,

而实际上它对语

言教学确实起到促进作用
,

它能提高语言教学的效

果
,

有时甚至比语言教学的效果更为显著
.

语言教学

中的非智力因素体现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
,

伴随着

语言教学
,

是教师表达思想及学生领会教师的意图

而表现出来的情感
、

动作
、

行为等
,

它是英语教学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实践
,

对非

智力因素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

一
、

情感交流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人与人文往便会产生情感
.

情感有积极与消极

之分
。

积极的情感是打开人的心灵的钥匙
,

是人的行

为的内在动力
。

积极的师生情感在教学中
,

特别是在

英语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当代大学生 自我意识强
,

有个性
,

有追求
,

思想

活跃
,

自尊心强 ;他们需要理解
、

尊重
.

就是差生
,

他

们也有 自尊 自爱
。

但他们的自尊 自爱常常会与 自卑

发生矛盾
。

对于落后
,

他们有时不承认
,

也不服气
,

可

一旦遇到了困难和挫折
,

他们又变得自暴自弃
,

看不

到 自己的成绩和进步
。

这种心理特点往往使他们在

学习上产生很大的波动
.

这种披动在英语学习上表

现得更为明显
。

有的学生并非认为英语重要而学习
,

而是视教师同他们之间的亲疏情感来决定 自己的喜

与厌
,

学与弃
.

他们喜欢的教师也就喜欢听他的课
,

也就能接受其教育以 至达到刻苦的程度
,

这就是情

感教育的力量变成学生内部动力的表现
。

因此
,

对学

生的亲近
、

鼓励
、

爱护和帮助可赢得学生尊敬而导致

学生学习态度的转变
。

反之
,

教师对学生如果有恨铁

不成钢的情绪
,

一味地批评
,

就容易使学生产生对立

的情绪
,

甚至会因讨厌这样的教师而完全放弃学习
。

由此可见师生情感是激励学习的重要因素
.

在英语教学中
,

对一些差生的帮助
,

情感作用则

显得特别重要
.

荃础差的学生畏难情绪比较大
,

对自

己的英语学习没有信心
,

采取放弃的态度
.

要想转变

他们的思想
,

教师就应在利用他们自落
、

自爱
、

自强

特点的同时
,

用
“

爱
”

去唤醒他们
, ,

用
“

情
”
去激励他

们
,

用
“

理
”

去说服他们
,

增强他 们学好英语的 自信

心
,

给他们创造一种轻松
、

和谐
、

愉快的学习气氛
.

使

他们看到 自己有成功的希望
,

从而产生 自觉学习的

动力
。

教师在学生面前要树立良好的形象
,

和学生相

处要真诚
,

坦率
,

平等待人
,

严于律已
,

为人师表
.

授

课时教师要因材施教
,

因人施教
,

因势利导
.

针对学

生的实际情况
,

让每个人都有表现 自己的机会
,

让他

们在表现 中认识 自己
, “
学有所长

,

学有所进
” 。

语言

是开心的钥匙
,

一句赞美的话可以温暖人心
,

一句批

评的话可以刺伤人心
,

教师不宜轻易地批评
,

对于某

些课堂上思想不集中或埋头干其他事的学生
,

老师

可用手势
、

眼神
、

表情加以制止
.

教师的目光如能自

如
、

合理地投向每一位学生
,

则暗示着教师对学生的

关注
.

并同时从学生的 目光
、

表情中获取必要的反馈

信息
,

以便及时地调整 自己的授课方式和内容
。

教师

的表情和蔼
、

亲切
,

充满工作热情
,

容易使师生之间

产生情感共鸣
。

当学生体会到老师对他们的
“

爱
” ,

对

他们的
“

尊
” ,

他们对老师尊爱的反映是敏感的
、

珍惜

的
.

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将爱回报给老师
,

最明显

的是变不学为学
,

变徽惰为勤奋
,

变压力为动力
。

二
、

心理控制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
,

一堂成功的英语课
,

除教

师备课认真充分
、

组织教学形式多样化外
,

教师还要

密切注意课堂上学生的心理变化
,

只有抓住
、

控制好

课堂上学生的心理
,

才能吸引学生
,

教学才富有成

效
。

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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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

我就用热情得体的语言向学生讲述了这一课

的 内容
、

目 的及要求
,

并 向学生介绍 了本文作者

N ol e n 的生平
,

使学生体会到 eS lf 一 。。 n if d en ce 是外

科医生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
。

从作为一个医生
,

只有

在他对自身的业务和判断有绝对信心时
,

才能最终

成为一名真正的
“

外科医生
” ,

联系到我们读书
、

做学

问同样需要有信心
。

这样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

学生的心
。

课堂教学是师生双方积极的思维活动
,

是师生

之间心与心的文流
。

我们在语言教学中除了帮助学

生理解外
,

还应挖掘文章中潜在的情感因素
,

激起学

生的情感
,

使学生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效应
。

这时学

生就会感到满足
,

自信心就会增强
,

他们得到的就不

仅仅是知识
。

当学生学习达到高潮时
,

教师一定要适

时抓住学生那种强烈的求知欲及时表现自己的心理

状态
,

要对他们多加鼓励
、

肯定
.

善于引导
,

最大限度

地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精神
.

讲练中有了

错误
,

不要急于纠正
,

这样会伤害他们的 自尊心
,

要

从心理上解除他们不敢说
,

不愿说的顾虑
。

教师在课

堂上微笑
,

学生的畏惧心理就会消失
,

他们就能在和

谐
、

活跃的课堂气氛中激发求知欲
,

得到收益
。

三
、

行为举止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教师授课时除了用语言文流外
,

行为举止也很

重要
,

动态和静态的非语言行为对课堂教学效果都

会产生影响
。

教师的仪表
、

姿态可以反映出教师的精

神状态和风貌
,

它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情 绪和学习的

积极性
。

在课堂教学环节中
,

教师不但是课堂活动的

组织者
、

管理者
,

同时也是课堂交际中的一员
.

渊博

的知识
,

风趣的讲授
,

教师的一言一行
,

一举一动都

应反映出教师特有的气质
、

风度
.

教师整洁
、

得体的

衣着
,

表示对学生的重视和尊重
,

对教学能产生正效

应
.

此外
,

教师的立姿要轻松
、

自如
,

不宜趴在讲台

上
,

以免给学生以疲劳
、

潮惰的感觉
。

有的教师喜欢

坐着上课或站着不动
,

这样容易形成呆板的课堂气

氛
,

使学生产生厌课情绪
.

心理学研究表明
:

移动的

物体要比静止的物体更具有吸引力
。

总之
,

语言教学中的非智力因素较多
,

本文仅从

课堂教学着眼
,

用 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了非智力因

素在英语教学中所起的作用
、

效果
.

由于 自己的认识

肤浅
,

不免出错
,

不当之处
,

请同行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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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馆牵头面向更广泛的领域推进
.

合作各方达成

一定的协议
,

在不改变类属关系的情况下
,

实现资源

共享
,

优势互补
,

以利共同发展
;

三是
“

集团式
” ,

即图

书馆走科研人员
、

参考馆员和生产三结合的道路
,

组

成信息实体
,

共建高新技术
.

这三种合作模式各有其特殊性
, “

模块式
”

各馆

间相互交叉甚少
,

各是大项 目系统的子系统
,

各自独

立完成项 目的一部分
,

这种合作模式
,

各馆的参考咨

询同步发展
,

关键在结合部的衔接
,

因此协调是至关

重要的
。 “

模块式
”

是有期限的合作模式
, “

共同体式
”

一般没有具体期限
,

在关系平等
、

利益均衡的情况

下
,

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
,

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
,

因此关系平等
、

利益均衡是协议的基础
,

未来的发展

在于互惠互利
。 “

集团式
”
形成了利益紧密体

,

如何寻

求未来的发展
,

克服短视
,

重视长期发展是关键
。

七
、

合作咨询中的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

( l) 合作咨询强调的是广息传递
,

而不是文献传

递
。

它与另一种资源共享方式— 馆际互借是不一

样的
.

许多参考馆 员和用户习惯把合作咨询也变成

馆际互借
,

要求委托馆寄送 可能包含答案的特定的

书刊资料
,

其实答案并不一定包含在用户或委托馆

指定的书刊中
。

换言之
,

没有该书刊并不表示委托找

不到答案
,

如果重走 以借书为内容的老路子
,

就失去

了合作咨询的本来意义
。

( 2) 要克服参考馆员的心理

障碍
.

正如有的医生担心病人的转诊会降低自己在

同行和病人中的地位一样
,

有的馆员迟迟不肯转交

用 户的问题
,

而延误用户的时间
。

另外要正确处理好

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

以免影响合作的质量
.

( 3) 在选

择成员馆时
,

不可只选择大馆
。

合作中
,

小馆对大馆

的依赖
,

加重了大馆的负担
,

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
。

在确定合作关系时
,

应当选择有某种玛补优势的馆
,

各馆应清楚自己在合作网中的特定角色
,

才能产生 1

+ l > 2 的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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