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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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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低下是不争的事实

,

也是长期 困扰高校外语教学的一大难题
。

如何提高学生的听

说能力
,

自然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焦点
。

该文 以 150 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为调查对象
,

通过问卷方式对他们的英语听说能

力及影响 因素进行了调查
,

分析结果反映出这些 因素在不 同程度上影响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
。

因此
,

有必要对这些因素

加以分析和研究
,

进而找出提高大学生听说能力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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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大学生的外语听说能力是衡量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

标志之一
。

2 007 年颁布的新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求》对听说能

力制定了更高的标准
,

全国许多高校都逐步开始重视对学生语

言交际能力
,

尤其是作为 日常交际重要组成部分的听说能力的

培养
。

宁夏大学
,

作为地处西北地区的
“

21 1
”

高校之一
,

也在逐

步更新教学理念
,

采用全新的教学模式
,

不断强化英语听说技

能的培养
。

然而
,

根据近几年的结果统计
,

学生的英语交际能

力并未有较大的提高
。

原因何在 ? 基于新形势下教学的客观

要求和学生的个人发展需要
,

笔者对宁夏大学非英语专业大学

生本科生的听说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
。

该文

将对问卷调查的结果加以具体分析
,

对影响大学生听说能力提

高的主要原因进行查找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

进而为宁夏地

区大学 芙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些参考
。

2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听说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2. 1 调查对象

本调查以宁夏大学 201 1级物电学院和人文学院的 巧0 名

学生为调查对象
。

原因
:

一是他们已经上过一年的听说课
,

二

是他们使用统一的听说教材
—

《新视野大学英语》
。

在巧0 份

调查问卷中收回有效问卷 13 9份
,

有效率为 92 石%
。

2. 2 问卷设计

本问卷所设计题目共 27 项
:

第 1
、
2题是要求学生自评英语

听说能力
,

第 3 到 16 题是影响学生听说能力的主观因素
,

第 18

到 23 题是客观因素 ;第24 题是调查学生练习听说的具体动机 ;

第25
、

26
、

27 题是开放性题目
,

要求学生分析影响自身听说能力

提高的原因以及对 目前听说教材和教学的看法
。

2. 3 数据分析和讨论

本研究以问卷形式对学生的听说能力及相关影响因素进

行了定量分析
,

并用对所获数据以 SPS SI 1 5进行统计
。

从表 1可知
,

大学生听力能力的平均值为 3 56 (4 分表示基

本能听懂 )
,

而口语能力的平均值为 3 28
,

说明学生的听力水平

普遍高于口语水平并且听说能力在一般水平以上
。

但应考虑

老师上课为了便于学生理解通常放慢语速
,

所以此分值不能完

全代表学生的实际英语交际能力水平
。

笔者将从学生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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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听力和 口语水平 (基于课堂表现 )问卷结果统计

该该该
完全能能 基本能能 有时能能 基本不能能 完全不能能 平均值值

听听懂老师师 4%%% 5 5%%% 2 9%%% 12%%% 000 3 5 666

英英语授课课课课课课课课

用用英语回回 2%%% 3 7%%% 4哭毛毛 12%%% 000 3 2 888

答答问题题题题题题题题

题号

均数

表 2 影响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主观因素统计

万

翻几钊下副下副下酬万裂 2
_

9 5

纂鬓不暮
1 2 } 13 } 14 } 15

3
_

2 4 一 2
_

75 } 3
_

2 1 3
_

3 2 2
_

6 1

学生心理因素对听说能力的影响反映在第 6 题
“

做

听力前会紧张
”

和 巧题
“

因紧张或担心出错而不主动说

英语
” 。

第 6题学生的得分平均值是 3 08
,

进一步统计有
2 8 %基本符合或者完全符合

,

32 % 基本不符合或者完全

不符合
,

其余学生不确定
。

巧题的统计结果是 17 % 的学

生不会紧张
,

而 36 %会因紧张或者出错而不主动开口说

芙语
。

此结果反映出
:

一方面
,

学生在练习听说时过度焦

虑不利于其听说能力的提高
,

长期以往会导致他们对听

说课产生畏惧感甚至对提高听说能力丧失信心 ; 另一方

面
,

毫无焦虑感也抑制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
,

因为他们对

听说练习或测试持有一种不屑或不感兴趣的态度
。

题目 7
、
8
、

9
、

10
、
1 1

、

12
、

13 考察学生的七项听说技

巧
,

其中有三项统计结果平均值较低
,

题目 8
“

自身发音

错误影响听力
”

的平均值为2 75
,

题目 9
“

识别单词重音以

及注意连读等语音现象
”

的平均值为 2 95
,

12 题
“

英语背

景知识帮助理解听力 内容
”

的平均值为 2 75
。

题目 8
、

9

表 3 影响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客观因素统计

因素和其它客观因素来具体分析引起学生听说能力薄弱的原

因
。

从表 2 来看
,

题目 3
“

你是否想提高听说能力
”

的平均值为
4 63

,

说明学生有较强的动机
,

结合 24 题
“

练习听说的动机
”

的

统计结果得出这种动机是由考试或就业等引发的外在动机
。

值得注意的是
,

虽然学生的动机普遍较高
,

但是其动机并不与

听说能力成正比
,

说明他们未把动机转化为学习英语的实际动

力
,

因此学习成绩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

有关自主性学习的第 4
、

5
、

14
、

16 题
,

学生的平均分是 2
.

19
、

2 9 9
、

3
.

32
、
2 61

,

可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差
。

尤其在题目4

“

是否去参加英语角锻炼口语
”

这个问题上
,

只有 5% 基本能做

到
,

65 % 基本不能做到 ; 经统计题目 5 的结果
,

巧%会经常
“

通过

看电影等来练习听说
”

以及 28 % 有时能做到
。

由此看出大部分

学生在课下很少或根本不练习听说
,

这决定了他们在 14 题
“

平

时注意积累英语词汇
”

和 16 题
“

词汇不足影响课堂发言
”

中的分

值较低
。

此调查结果反映出一个恶性循环
:

学生听说能力的提

高受限于其词汇量
,

词汇有限又阻碍学生主动练习听说
。

的结果与学生在 25 题中回答
“

发音其影响听说能力的提高
”

相

吻合
,

学生 自身发音有问题
,

缺乏鉴别语音正误能力
,

按照 自认

为正确的读音标准去判断输人的材料
,

听起来当然困难重重
。

12 题说明了学生较缺乏英语语言国家的背景知识
。

在听力理

解过程中
,

由于缺乏西方文化的背景知识
,

学生 即便听清楚了

单词和句子
,

也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
。

还有学生欠缺题目 7
、

10
、
1 1 列举的听说技巧

,

即他们不善于事先浏览题目做预测推

理
,

习惯于逐字逐句的进行练习
,

或过分关注一两个生词而影

响对后面听力材料的理解
。

表 3 显示了客观因素对学生听说能力的影响
。

l) 认为
“

考

试不考 口语导致不重视口语
”

的学生占41 %
,

反对者占32 %
,

这

说明一方面考试机制会影响老师和学生对 口语练习 的重视程

度
,

另一方面考试作为一种外在动机对学生的驱动力不是很

大
。

2 )68 % 的学生认为目前使用的教材难度适中
,

但有学生反

映教材应包含听力原文
,

并且 由易到难设置练习题
,

听力材料

应该能够贴近生活以及具备实用性
,

这与 21 题 75 %学生倾向于
“

增加课外听力材料
”

的结果是一致的
。

3 )41 % 的学生对于
“

每

周两节听说课
”

的设置是满意的
,

22 %不满意
,

原因之一是学生

的听说能力水平差异较大
,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生建议分层教

学
。

4 )61 % 的学生认为
“

会受老师的教学态度
,

备课质量和教学

水平的影响
” ,

但是当问及
“

听说课上老师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是

否能够引起学习兴趣
”

时
,

28 %表示赞同
,

39 %持反对意见
,

猜测

出现此结果的原因
:

一是此调查涉及两位老师所教班级
,

二是

学生个人听说能力有差异
。

5 )22 题
“

对老师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感兴趣
”

调查结果说明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不是

很满意
。

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效果最终体现在学生

身上
,

对此教师应该反思 自己的教学思想并改进教学模式
。

6)
“

环境影响听说能力的提高
”

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

39 %倾向

同意
,

22 %倾向反对
。

学生需要真实的英语学习环境去运用所

学知识来促进听说能力的提高
。

文理科生和男女生在听说能力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方面的

差异也是值得关注的
。

笔者采用 T 检验分别对文理科生和男女

生的听说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
,

表 4 和表 5 中的数据

是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最终需要查看的结果数据
,

即 51 9
.

(2
-

tai led )双尾 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

表4 中
,

第 3
、

14 题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 00 1和 0 01 2
,

均小

于 0 05 的显著水平
。

因此文理科在这两个变量上有显著性差

4‘栏目责任编辑 : 杨旧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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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文理科学生听说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统计

调调查查 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项项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555 1999 O 了0 444 0 75 444 0 0 0888 0 3 8000 0 4 2666 0 3 9 555 0 19 000 0 82666

但但」碰
e

d)))))))))))))))))))

调调查查 999 l000 llll 1222 l333 l444 l555 l666

项项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555 1999 0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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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10 111 0
_

39 888 0
_

8 1777 0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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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0 1999 O
~

60 555 0
_

55 777

口口」对
e

d)))))))))))))))))))

表 5 男女生听说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统计

调调查查 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项项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SSS主ggg 0 心1999 0
_

15 111 0 0 1666 O
_

了9333 0 6 9 777 O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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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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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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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调查查 999 lOOO llll l 222 l333 l444 l555 1666

项项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5551999 0 8 5999 0 57 111 0 9 R III 0 4 2000 0 76 习习 0 11555 O 月
“

1333 D o l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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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并且
“

在是否想提高听说能力
”

这个问题上
,

97 %文科生想提

高
,

87 %理科生想提高
。

由此可见
,

大部分学生想提高英语听说

能力
,

但是理科生的内在动机低于文科生的内在动机
。

在
“

平

时是否注意对单词的积累
”

上
,

文科生的平均值为 35
,

理科生平

均值为 3
.

14
,

可见文科生比理科生平时更加努力学习 芙语
,

这也

是文科生的测试成绩高于理科生的原因
。

表 5 中
,

第 1
、

3
、

16 题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 0 01 9
、

0 01 6 和

0 01 9
,

均小于 0 05 的显著水平
。

因此男女生在这三个变量上有

显著性差异
。

男女生之所以在
“

能否听懂老师用英语授课
”

问

题上出现差异
,

并且男生分数低于女生
,

原因除了女生英语水

平原本就高于男生
,

还可能是男生上课不认真听讲造成此统计

结果
。

题目 3 的统计结果表明女生 比男生有更强的学习动机
,

除了通过考试和找工作
,

很多文科女生表示喜欢学英语
。

题目

16 的统计结果说明了女生比男生掌握更多的词汇
,

这与女生的

努力程度和动机强度成正比
。

3 结束语

在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时笔者发现
:

学生的主观因素和其

它客观因素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
。

首先是

学生 自身因素对其听说能力有至关影响
:

一是学习动机的不

够持久性导致学生 自主学习的观念较差
,

表现在不注重积累

词汇和主动练习听说
,

因此英语听说能力很难有突破 ; 二是

缺少正确的学习策略或听说技巧抑制听说能力的提高
,

学生

苦于听说能力差而产生对听说的畏惧心理
,

因此这四项因素

是相互影响的
。

其次是客观因素通过作用于学生而影响其

听说能力的提高
。

教材 的使用要符合学生水平和需求
,

Kr as he
n

认为最佳语言输人 的必备条件之一是
:

输人内容应

该是有趣而密切相关的
,

这样学习者就可在不知不觉中轻松

地习得语言
。

所以当教材内容不能激发学生的听说兴趣时
,

就要通过借助课外资料来实现教学目标
。

教师的教学态度

和教学方法对多数学生的学习效果影响程度都较大
。

评价

机制和课时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听说能力的提

局
。

总之
,

学生在提高听说能力过程中的困难多
、

需求大
,

教

师如何组织好听说课堂教学
、

指导学生课外练习听说以及帮

助学生排除听说过程中的障碍
,

应该成为大学 芙语教学的指

导思想
。

首先
,

教师要帮助学生认识到学习英语的内在价

值
,

更多地激发他们练习听说的动机
。

其次
,

教师要改变传

统的教学模式
。

既要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的观念
,

还要创

造机会让学生通过发现式学习来逐渐培养起自主学习的能

力
。

最后
,

语言学习需要良好的语言环境
。

v ygo tsk y指出
:

“

语言能力是通过与其他人进行言语交际
、

思想交流而习得

的⋯⋯
”

这就需要通过管理部门和教学部门的积极协作来开

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
,

比如聘请外教
,

开展专题讲座等形式

来积极营造英语学习氛围
。

除此之外
,

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应

该既注重教授语言知识
,

又要注意教授听说技巧
,

以增强学生

听英语的敏锐性和发音的准确性
。

教师还应该了解不同程度

学生的需求
,

多关注英语学能较低的学生
,

及时了解原因和对

症下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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