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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听力教学内容的特
.

点
,

提 出具体的施教方法
,

对于进一 步调动学生积极性
,

提 高

教学质重具有积机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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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听力水平
,

是摆在大学英语教师面前的重要问题
。

笔者根据听力

教学的实践
,

就视听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

谈几点认识
。

一
、

听力训练中的特殊性

在 听
、

说
、

读
、

写 四项语 言技 能 中
,

人们把
“

听
”
和

“

写
”
归纳 为表 达性技 能 ( p r o d u e t i v e

s k i l l s )
,

而把
“

读
”
和

“

说
”
归纳为理解性技能 ( r e e e p t iv e s k i l l s )

。

正因为听力理解与阅读理解有

很多共同点
,

人们往往容易把听力课看得过分简单
,

甚至认为听力课只不过是放放录音
,

对对

答案而已
。

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
。

虽然听与读同属理解性技能
,

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

异
。

听力课有 自己的特殊性
,

因此
,

也应该有 自己的训练方法
。

1
、

习得途径上的差异 一般地说
,

一个人的听力水平要永远低于他的阅读水平
。

一篇短

文
,

一段对话
,

甚至是一个句子
,

如果是书写符号
,

可以一 目了然
,

但一旦转换成声音形象就可

能不完全听懂
,

或完全听不懂
。

原因是文字和 口语是语言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外壳
。

前者是通

过视觉理解文字所传递的信息
,

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理解声音所传递的信息
,

习得途径上没有

必然联系
。

此外
,

读书面语时
,

速度可慢可快
,

不懂的地方可以回头重读
,

直到弄懂为止
,

而从事

听的活动时
,

则没有这种条件
。

一个地方没有听懂
,

下面又来了
。

从速度这一点讲
,

阅读是人控

制教材
; 而听则是材料控人

,

因为听力材料的速度是被动服从的
,

别人说多快 自己就得听多快
。

另外
,

阅读材料是静止的
,

而听力材料则是无形的
,

依赖记忆性很强
。

所以
,

听力训练 ( i m m e id
-

at e : ce a H )练习
,

以延长学生听觉记忆的持续时间为目的
。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
,

大学英语的教学对象既不同于唯呀学语的英美儿童
,

又不同

于初学英语的中国人
,

他们在上听力课之前
,

已有相当的语法知识
,

较大的词汇量
,

能读懂一定

难度的书面语
,

但听力水平与阅读水平悬殊极大
。

大学英语听力课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在

文字符号与声音符号之 间建立联系
,

把他们能够读得懂的书面语变成声音符号储存在听觉记

忆 中
。

听力课的主要 目的说到底就是通过训练使学生能够听懂他们能够看得懂的语言材料
。

2
、

教学难点上的差异 由于阅读理解与听力理解 的习得途径不同
,

运用范围及训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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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这就决定了两者在教学难点上有许多不同
。

阅读训练的难点与听力训练的难点不一定相

同
。

例如数字就是如此
。

1 13
,

4 88
,

76 3这个九位数
,

作为书写符号十分简单
,

根本没有必要作为

阅读课中的难点
。

但作为声音形象
,

中国学生听起来感到困难
,

究其原因
,

除了发音与中文不同

外
,

主要恐怕是单位及读法上的一些差别
。

中文有
“
万

”

这个单位
,

英文却叫十个千 ( t e n t h ou
-

s a n d ) ;
中文有

“

亿
” ,

而英文却叫一百个百万 ( a h u n d r e d m il l i o n )
。

因此
,

在大学英语的听力教学

中
,

辨别数字 (包括汽车牌照
、

时间
、

电话号码
、

年月日
、

基数词
、

序数词等 )就要作为一个教学难

点
。

在音韵 ( p h o n ol o g y )方面
,

很多难点在阅读理解中根本不成问题
,

但在听力训练中就要列

为难点
。

譬如 口语中的语流音变
:

强化
、

弱化
、

同化
、

异化
、

脱落
;
音韵变体

; 还有方言
,

同音异体

异义词等
,

在 口语中均可能对理解产生影响
,

这就需要教师适时有重点地讲解
,

指点提醒学生

经常注意这些不同点
,

学会在类似或相同中寻找不同
。

还有句子结构与词汇问题
。

由于大学英语听力课的主要目的是教会学生听懂他们可以看

懂的语言材料
,

因此
,

对材料中会遇到的生词
、

语法等问题
,

只需作适当解释即可
,

而不是学习

语法规则
。

在听力课上
,

只求学生能听懂
,

能辨别
,

至于模仿使用
,

则无需多作要求
,

从而使听力

课的重点更加突出
。

二
、

听力理解中的微技能

根据笔者多年的实践
,

听力理解的微技能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

辨别能力 它包括对音和词的辨别
,

数字和字母的辨别
,

短语和句子结构的辨别
,

重音

和语调的辨别等
。

这是初级听力训练的内容
,

是听力的基本功
。

2
、

推理能力 它包括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两个方面
。

在 口语中
,

说话人的观点
、

态度往往

在字面上看不出来或不很明显
,

如讽刺
、

挖苦
,

旁敲侧击
,

一语双关等
,

字面上的意义往往与说

话者所指意义大相径庭
,

有经验的听者可以从语言
、

语调
、

情景等的蛛丝马迹中进行推理
,

从而

正确理解原话
。

这种能力不仅对句子级的理解是必需的
,

对语篇级的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
。

3
、

删除冗言赘语的能力 其中包括提取特别信息的能力和理解大意的能力
。

在口语中
,

不

管说话者如何雄辩
,

都不免有若干重复
、

犹豫
、

结 巴
、

修正等造成的冗余信息
。

听者应当学会在

听话中
,

删除冗言赘语
,

紧紧抓住语言材料大意
。

这种技能与阅读中的
s ik m m in g 实质一样

。

记

笔记是练习这种能力的一个很好方法
。

提取特别信息的能力是指为了了解某个特别感兴趣的

主题
,

对无关信息置若阁闻
,

去专门寻找感兴趣的特别信息
。

这一技能相 当于理解中的
s
ca

n -

n l n g
。

4
、

预见能力 它指在听一段语言材料 《主要指对话或独白 )之前
,

根据题 目在脑子中先对

可能要听的东西作出估计
,

在正式听时
,

用实际听到的内容与所估计的内容进行核对
。

听力理

解过程即是将所听的与所估计的内容进行比较
、

核对
、

纠正的过程
。

5
、

解义能力 这是听时的一个心理活动过程
。

语言材料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较难的词汇表

达法和句子结构
,

听者受到听觉记忆及其它一些限制
,

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记住所听到的一切
,

于是
,

一边听
,

一边在脑子中解义
,

即将复杂的结构转换成简单的结构
,

将生辟的词语转换成普

通的词语
,

这就叫解义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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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听力教学的课堂组织

心理学告诉我们
:

兴趣使人们处于主动的意志努力状态
,

乐于接受
、

认识事物
,

从而产生一

种积极的意识倾向和愉快的情绪
,

克服那种因惧怕而产生抑制或厌烦的急燥心理障碍
,

学习就

会积极主动
,

对提高学习效率和听力效果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

因此
,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提高

听力水平的重要保证
。

笔者认为
:

要培养学生对听力课产生浓厚的兴趣
,

教师在课堂组织上可

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

1
、

正确引导学生上好听力课
,

是提高听力的关键 教师对学生应热情耐心
,

使学生感到无

拘无束
,

产生一种向心力
,

想学想听想练
。

课上教师除了全用英语讲课以外
,

还须注意语言的幽

默
,

听音前应介绍听力材料中有关历史
、

地理
、

政治概况
、

风土人情
、

文化习俗
、

名人轶事等方面

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
,

这有助于听力理解
。

其次
,

将听力材料中的生词
、

句型提出来进行解释
,

然后向学生布置任务
,

提出具体要求
,

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听
,

并做好笔记
。

教师可以采纳视听

法
,

让学生边听录音
、

边看教师用图画或动作示意
,

或放幻灯片
,

从中体会句子意思
,

把句子的

声音同它 们所表示的意思或情景直接联系起来
,

达到初步理解
,

听力检查可采取多种多样形

式
,

进行 口头或笔头练习
。

如
:

问答
、

复述
、

写摘要或评论等
,

以达到进一步理解
。

2
、

利用英文歌曲听写
,

诱发学生听音兴趣 教师可以挑选一些 比较 简单
、

节奏适中
、

流畅

自然的适合学生写下来的英文歌 曲作为听写材料
。

通过听写进而学唱英文歌曲
,

能帮助学生了

解与掌握连读
、

吞音等发音技巧
,

同时又能了解英语国家的一些文化背景知识
。

3
、

适当穿插听力游戏
,

增强学生听觉记忆
,

加速听力反应 每次听力课结束前十至十五分

钟
,

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

幽默的寓言或一首短诗
,

放录音给学生听
,

然后提出几个 简单的问

题
,

采取竞赛抢答形式来回答
; 也可把准备好的图画贴在黑板上

,

每听一段录音
,

就要求学生指

出所描述的是哪一幅
; 或根据短文录制几个句子

,

让学生听完后判断真假
;
或让学生上讲台

,

根

据录音里句子的意思来表演
,

作 出相应的反应或动作
,

使学生不再感到听力训练枯燥无味
。

这

样既可以消除听后的疲劳
,

又能激发听音的兴趣
,

活跃 课堂气氛
,

有助于提高听力理解水平
。

四
、

泛听活动的课外开展

课外泛听的 目的主要是扩大学生的听力材料范围
,

最后以量变促成质变
。

教师要把督促和

引导学生开展课外的泛听活动作为加强听力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抓好
。

首先要选择合宜的
、

最典型
、

最能说 明英语 口语特点的材料
。

我们 目前在大学英语听力课

中所使用的 F co us iL
s t e in n g 教材

,

无论在语言基础方面
,

还是在进行 听力微技能训练方面
,

都

是比较适用的
,

对提高学生听力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但是要想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

能力
,

还要多听一些辅助性材料
。

我们既要选择规范英语
,

又要选择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非正

式英语
,

对于后者要求听懂它即可
,

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尽快地大量地接触实际应用的英语
。

另外就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

从学生将来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
,

使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文化

思想
、

道德观念
、

社会问题等形成具体形象的理解
,

所以选择的材料要具有知识性
、

广泛性
,

以

使学生对西方社会的各个侧面加深了解
。

要 因材施教
,

对于听力能力较强的学生不妨多选一些

广播电视
、

国内外电台播出的英语节 目和托福听力题集等
。

而对于听力能力一般或较差的学生

可以选择一些新颖
、

多样
、

富于趣味性和基础性的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