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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O A 广播与医学院校英语语言环境创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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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该文以语言习得理论中的学得—

习得假说为基础
,

从医学院校的英语教学实践出发
,

探索运用 v O A (美国之音
,

包

括慢速英语和常速英语 )广播英语资源创设 医学院校英语语言环境的可行性并对其方 法途径提 出了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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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
“
习得— 学得

”

假说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美 国语言学家和教育研究专家 S D
.

K ar hs ell 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了第二语言
习得的五大假说

:
即习得 / 学得假说 (t he Ac qu sii ti oll / Le ar ni ng

H ”
o th

e s i s )
、

自然顺序假说 (
th

e
N

a t u ar l O dr e r H y p o th
e s i s )

、

监控

假说 (
th

e
M

o n i t o r H ”
o th

e s is )
、

输人假说 (
th

e l即
u t H y p o th

e s is )

和情感过滤假说 (
th

e A efff
e t iv e F il t

e r H ”
o th

e s i s )
。

克拉申认为

习得与学得是成人获得第二语言能力的两种不同途径
。 “

习得
”

是与儿童习得母语一样的潜意识过程
,

习得者并不知道自己在

习得语言
,

只是自发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
,

他们习得语言的结

果也是潜意识的
,

他们对语法规则没有有意识的认识
,

只是依

靠感觉来判断对或错
。

与之相对的是
“

学得
” ,

是对第二语言的

有意识的学习
,

知道语法规则并会探讨规则
,

也就是通过学习

语法规则来学习语言
。

通常认为
,

儿童习得语言而成人只能学

得语言
。

克拉申则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实成人也能像小孩那样

获得自然的
“

语言习得机制
” , “

习得
”

在大人中也是非常强大的

过程
。

这一假说一面世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

有学者提出异议和

批评
。

胡壮麟等的研究称克拉申的语言习得针对的是第二语言

习得
,

跟中国的英语当作外语的教学有很大的差别
, “

把芙语作

为外语的习得
”

研究很少
,

而且有一部分不是按克拉申的意义

使用
“

习得
”

这一术语的
,

但中国仍然有外语习得的情况
,

如跨

国婚姻
、

出国留学
、

国际学校等
,

尤其是各种外语电台和外语教

育节目及大批译制的英语电影和译配汉字字幕的英语录音
,

以

及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人来华更是提供了更多的习得英语

的条件
。

因此
,

外语教学
,

尤其是大学英语教学
,

可以充分利用

任何可能的习得渠道
。

对于外语习得
,

我们应该采取灵活的态

度
,

可以将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习得按程度非为完全习得 (ac uq i
-

s it io n p r
叩

e r

)
、

指导下的习得 (g
u id e d a e q u i s it io n

)和 自学性习得

(
s e

l --f i n s tur e t e d a e q u is i t i o n

)三种
。

这三种习得的恰当运用对于

大学英语学习是不无裨益 的 ( 19 94
: 4 4一48 )

。

吴丁娥则指出
:

“

在二语学习的全过程中
,

如果存在习得学知两条途径的话
,

那

么
,

它们也是互相渗透
、

互相融合
、

不可分割的
”

( 2 001
: 2 7 )

。

学

得知识有可能转化为习得知识
,

并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影响
,

因此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过程中
,

应尽可能创造机会让学生

运用已学的词汇
、

句子和其它表达方式
,

培养其在阅读过程中

用芙语思维的习惯
,

让学得促习得 (罗冬梅
,

2 007
: 12 0)

。

总之
,

习得岸得假说尽管不够完善
,

难以信服
,

但理性地将之用于外

语教学实践还是有一定益处 (王小宁
,

2 0 01
:
31 )

。

2 医学院校英语语言环境的重要性

近年来
,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方兴未艾
。

医学院校英语教学

改革离不开大学 芙语教学改革
,

而医学院校大学芙语教学改革

的研究仍 比较贫乏
,

如
,

有关于学生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的调

查
,

有对文化意识的培养等比较普遍意义问题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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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校英语教学改革主要还是集中于整体课程设置和加强医

学专业英语教学的研究
。

汕头大学医学院的英语教学改革则

是从宏观层面对改革进行全面规划
。

该校在 2 00 4级七年制临

床医学专业新生教学中开始实施基于网络的浸人式英语教学
,

内容包括课程设置
、

教学模式
、

学习环境
、

课外活动
、

评估方法

和教学管理等方面
。

其中有一项内容是设计丰富多彩的课外

活动
,

包括每天播放英语新闻节 目和设立英语阅览室供学生阅

览英文报纸等 (杨棉华等
,

20 04
:
3 3

一
3 7 ;李晓玲

,

2 0 06
: 7 2 9

一 7 31 ;

郑少燕等
,

2 0 06
:
32

一
34 )

。

该校的苏宁等人还探讨了基于网络

的英语教学机制与效果
,

列举了通过
“

基于网络的全浸人式英

语教学模式
”

之后该校学生四级英语一次性通过率的比较
。

可

以说
,

汕头大学医学院的英语教学改革在创设英语语言环境方

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

对医学院乃至所有普通高校大学英语教

学的大学 芙语教学改革均有很好的启发
。

医学院校学生需要用英语阅读医学研究的动态和最新进

展
、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撰写学术论文等
,

学好英语对学生的

专业学习和研究至关重要
。

英语是医学教育中一个重要的基

础学科
,

医学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任重道远
。

医学院校作为培养

医科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
,

其教学往往偏重医学专业课的建

设
,

英语作为医学生的重要基础课
,

一方面是必须的
,

另一方面

却常常面临让位于专业课的尴尬
。

学生一方面希望学好英语

一方面又因为课时紧任务重而力不从心
,

英语学习难见成效
。

笔者在 2 0 12 级临床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情况调查中发现
,

相当

一部分的学生认为在中国学习英语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语言环

境
。

这个问题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

而在医学院校中就更

为突出
。

综合性的大学一般都有英语系或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

由于英语专业学习的需要
,

英语语言环境相对有一定的优势
。

普通的医学院校一般没有英语专业
,

英语学习除了上课
,

就只

能靠自己
,

几乎没有英语广播
、

英语墙报等语言环境的熏陶
,

英

语角也多是形式摆设
。

3 V O A 广播在创设英语语言环境中的优势

《大学 芙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
,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

养学生芙语综合应用能力
,

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
。

教学要

求中的听力理解能力有如下描述
:

一般要求
“

能基本听懂英语

国家慢速英语节 目
” ; 较高要求

“

能听懂题材熟悉
、

篇幅较长的

国内英语广播或电视节 目
” ;更高要求

“

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

广播电视节目
” 。

阅读理解能力有如下描述
:

一般要求
“

能基本

读懂国内英文报刊
” ;较高要求

“

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

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 更高要求
“

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原版书

籍和英语国家报刊杂志上的文章
” 。

这些要求是对非芙语专业

的学生提出的 ; 而实际上这些学生则远远未能达到这些要求
。

笔者在教学中曾多次问过学生是否接触过 V O A
,

多数学生最多

只是听过而已
,

更多的学生是对其闻所未闻
。

克拉申在阐述如何提供输人的语言材料时谈到课堂以外

的世界能够提供更多的输人
,

比如生活在讲目标语的地方就是

全天候的上二语课
。

课堂完全不能比得上外面世界的多样

性
。

课堂的目标不是代替外界
,

而是能够带领学生学会使用外

界进行更深人的习得
。

在 目标语环境下生活对于我国的大学

生来说是不现实的
,

但是当代的条件使我们完全有可能突破课

堂的限制
。

英语电台
、

电视
、

电影和网络资源已经在我们的生

活中普遍存在
,

可以成为我们学习 芙语的软环境
。

v 0 A 广播是

知名度最高
、

影响力最大的芙语学习频道
。

现在的广播已不需

要调频 收音机
,

而是直接在网络上就可以十分方便快捷地获

得
。

除即时收听外
,

历史上的内容都可以获取
,

而且不但可听
,

还可看可读可查
,

更可贵的是可重复
。

V O A 完全可以成为最有

效的帮助习得 芙语的环境
。

v 0 A 英语作为学习英语的最经典范本
,

具有时效性
、

知识

性和系统性
,

其内容新颖
、

语言精炼
,

语音语调标准
,

口语地道
,

主题丰富
,

粼曾进语言输人的功能显而易见
。

V OA 的语言专为

英语学习者设计
,

大学本科一
、

二年级经过中学 的语法全面学

习具有英语中级水平
,

具备了理解 V OA 的语言能力 ; V O A 的语

言形式是真实自然的
,

这又使它具有教材所不能取代的趣 味

性
,

V OA 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大多数就是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所要

求掌握的词汇
,

对以考四六级为主要学习 目标的学生的学习具

有很强的关联性 ; V O A 虽然是专为英语学习者设计的语言
,

但

它不是按照语法程序来设计的 ; V O A 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新闻

媒介
,

其内容也足以达到
“

吸引人
”

的程度
。

如果一个学生能养

成每天收听和学习 V OA 英语的习惯
,

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

这样

的输人肯定足以促进其语言习得
。

4 利用 V O A 创设语言 习得环境的可行性

研究表明
,

V OA 网络资源作为听力教材能激发学习者的学

习动机和学习态度 ; 能培养学习者有效运用学习策略的能力 ;

培养自主学习 的习惯
,

从而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王玲
、

洪霄
,

2 00 8
: 1 12 )

。

当今网络技术的发展已渗人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

大学生的

日常生活也离不开网络和电脑
。

笔者曾经对所教班级进行关

于网络使用的调查
,

90 % 的学生都在宿舍里有电脑
,

他们每天要

花 2个小时以上上网
。

如果在学生每天的生活中能够渗人一点
v 0 A 英语广播 的背景

,

学生就有机会浸泡在英语的语言环境

中
,

这样的
“

浸泡
” ,

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

对学生的语

言能力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

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培

养学生收听 v 0 A 英语广播的习惯
。

学生可以通过听英语广播

得知新闻时事
,

既增长见识
,

又锻炼英语听力
,

一举两得
。

第

一
,

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规定某个时间段集体收听 V O A 英语

广播
,

长期坚持
,

不懈努力
,

并适当进行监控与指导
。

第二
,

把

听 v 0 A 英语广播纳人到大学英语教学的常规教学内容中
,

把

v 0 A 学习内容作为学生评价的一部分
。

如
,

每周规定一定的收

听任务让学生完成
,

课堂上对所听内容进行简单的点评和总

结
,

促进语言
“

习得
”

与
“

学得
”

有机结合
。

第三
,

从更高的层面

上讲
,

在学校的广播台节 目中增设 V OA 英语广播特别英语节 目

的播放
,

使 v 0 A 广播成为学生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此外
,

可以通过学生组织的宣传栏对 V O A 广播的专题栏目进行

专门介绍
,

定期组织学生在学生宣传栏登出 V O A 的常用词汇

等
。

总之
,

办法是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
,

我们应该坚定不

移地努力创设 V OA 广播 芙语的良好语言环境
。

5 结束语

英语语言环境的缺乏是造成我国大学生学习英语困难的

一个重大壁垒
。

通过 V O A 广播的渗透和推广
,

在医学生生活中

逐渐塑造出一种无型的语言环境
,

增加了学生接触真实语言材

料的机会
,

使学生在通过英语这种语言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享

受到学习英语所带来的成就感
。

最终的 目的是真正实现大学

芙语教学的目标和提高学生芙语语言能力
。

英语语言环境的

(下转第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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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远远不止一个收听广播这么简单
,

而我们从 V O A 广播的推

广做起
,

脚踏实地
,

开始创设英语语言环境
,

这对于医学院校英

语教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

对于普通独立建制的各种非英语

专业的高等院校创造良好的芙语学习环境也是一种借鉴
。

参考文献
:

[ l ] K
r a s

h
e n

5 P
.

P r in e ip l
e s a n d P r a e t ie e in S

e e o n d L a n g u a ge A e q u i s i
-

t io n【E B /OL」
.

h t t p
: / /、抓

, w
.

s dk r a s
h
e n

.

e o m /p
r in e ip l

e s一 a n d一p r a e t ie e
i/
n

-

d e x
.

h tm l
.

2[] 陈三东 语言环境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J[]
.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

2 005 (6 )
: 8 0

一 8 2
.

3[] 崔岭
.

网络 v 0 A 资源及新闻听力教学 J[] 夕卜语电化教学
,

2 006

(2 )
:
5 1

一
55

.

4[] 胡壮麟
,

等
.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习得 J[] 夕卜语教学与研究
,

19 94

(4 )
: 4 4一 4 9

.

5[] 刘冰
.

医科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研究 J[] 嘉应学院学报
,

2 0 06 (’)
:

9 5
一
9 8

.

6[] 刘莉高等医学院校医学芙语教学现状与改革设想 J[]
.

医学综

述
,

2 00 8 (1 0 )
:
30 39

一
3 04 0

.

7[] 罗冬梅
.

克拉申语言习得理论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启示 J[]
.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

2 0 07 (=5) 119
一
12 1

.

8[] 那晓丹
.

克拉申的输人假设对外语教学的影响 J[] 齐齐哈尔大

学学报
,

2 0 1 0 ( l )
: 12 7一 1 2 8

.

9[] 苏宁
,

等
.

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教学机制与效果 J[]
.

中国高等

医学育
,

2 00 8 (4 )
: 2 2一 2 4

.

[l 0] 王玲
,

洪霄
.

网络资源与学习者自主性的培养一一v 0 A 网络

资源作为大学英语听力教材的试用调查 J[]
.

江苏技术师范学

院学报
,

2 00 8 (1 1 )
: 1 1 2一 1 14

.

[l l] 王小宁 克拉申的习得 /学得假说与外语教学 J[] 夕卜语界
,

2 0 01

( l )
: 2 8一 3 1

.

[l 2] 吴丁娥
.

习得与学知是相互独立还是相互融合 ?

— 评
K ar hs ell 的习得一学知区分论.J[] 外语界

,

2 001 (=1) 2 2 一27
.

[l 3] 杨棉华
,

等深化 芙语教学改革努力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J[]
.

医

学教育探索
,

2 006 ()z
:
33

一
37

.

[l 4] 郑少燕
,

等创新芙语教学模式提高医学生英语能力 J[]
.

中华

医学教育杂志
,

2 0 06 (2 )
:
32

一
34

.

4̀栏 目责任编辑 : 束孟卿 二语习得肺雳煌熟馨妙口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