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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的比赛模式、比赛试题、比赛环节等, 通过分析传统的

英语听说课堂的教学模式, 旨在提出在英语听说课中引入 / 大赛课程相结合0 的教学模式, 将口语大赛的要求

融于英语听说课堂, 从而利于促进构建 / 以职业能力为本位0 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理论实践教学体系, 大力提高

高职院校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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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和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决定举办 / 全国首

届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0; 迄今, 这项比赛已经成功

举办八届。

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的连续举办, 在客观上进

一步推动了大学英语的口语教学。但从历次的比赛中也暴

露出了若干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英语听说课的

教学, 更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英语听说课的现状

1、英语听说课所存在的弊端

英语教学不仅需要注重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学,

且须突出实际应用语言能力的培养; 但在目前的英语听说

课堂上, / 教师对学生的英语口语的培养和锻炼还只是停留

在浅层次的情景对话, 学生还没有掌握足以胜任不断变换

的场合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的语言能力0 ¹ 。比如, 在

口语大赛中的提问环节就严重表现出大部分参赛选手的知

识面极为狭窄, 甚至对于该如何与提问的外籍教师进行打

招呼都变得生硬。许多学生只专心于本专业的学习完全忽

略了社会、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知识, 不了解时事, 不看

报纸, 不阅读杂志, 不懂得评价当今的社会热点焦点, 不

能准确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些都充分暴露出我们日

常的英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值得我们反思; 另一方面,

应试教育的弊端导致多数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英语考试, 比

如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 他们拼命寻求理解的标准型

和答案的唯一性, 从而妨碍了学习在具体情境中广泛而灵

活的迁移, 致使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思维和判断能力, 从

而束缚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逆向思维。

2、传统的英语听说课堂教学模式

我们目前的听说课堂常见的情景是: 听 ) ) ) 学生听;

说) ) ) 老师说; 读 ) ) ) 老师读书本或者辅助教学工具, 如

磁带、光盘等; 写 ) ) ) 老师黑板写, 学生做笔记; 译 ) ) )

讲授不明了的时候, 老师翻译出来, 学生接受 / 母语0 的

讲解。实际上, 这就是一种 / 唯书0 和 / 唯师0 的教学模

式, 尤其是在听和说这两个环节, / 交流0 的方式基本被忽

略, 最多就是任务型的教学, 老师布置一个话题, 学生与

学生进行讨论, 事实上, 学生在被动地进行交流, 知识被

植入学生的脑海里, 达不到利用英语的思维去进行语言的

组织, 大脑无法积极、主动地调动起来。

3、母语的影响无处不在

在现行的英语听说课堂, 出现的大多数依然是中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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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不可避免地会时不时穿插两句母语, 久而久之, 学生

在使用英语时难免不会采用惯常的中文思维模式。比如,

在台上演讲的演讲者通常为了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多使用

/ I0 / We0 / Us0 等人称, 以取得与听众的情感接触; 但是

我们的学生在台上, 往往会延续他们平时一贯的交际思维

和讲话方式, 通篇采用 / You0 来作为称呼语, 无形中把自

己与听众隔离开来。

二、/ 大赛课程相结合0 的口语教学策略

每一届学生刚跨入大学之初, 其英语口语是具有可塑

性的, 通过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完全可以锻炼他们的口语。

以 2010 年 9 月举行的浙江省第七届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

大赛为例, 比赛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要求每位选

手在 15 分钟以内准备一篇图表描述, 陈述时间为 3 分钟;

第二部分是就一个主题评委与选手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时

间也是 3 分钟。两部分内容都注重考查学生的表达能力,

能够展现和凸显比赛选手的英语水平, 脱颖而出者与功败

垂成者之间的差异不仅直接体现了选手英语学习基础, 也

间接反映了他们平时接受的英语课堂教学。那么, 学生们

怎样才能真正全面提高英语能力。笔者认为, 要达到此目

的, 应当从转变和改进传统的英语听说教学模式, 从语言、

文化、心理等方面实施全面的口语教学策略。

1、夯实语言基础

首当其冲地, 必须从纠正语音语调开始。语音是语言

最基本的要素, 是学习英语的第一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著名教授吴冰曾说过, / 语言是有声的, 因此, 一开始就要

把语音的基础打好。只有发音正确, 别人才能听懂你的话,

同时也便于你自己通过 -听. 来学习新的知识。º0 要把英

语学好, 就必须从语音入手。语音教学是通过句子, 把英

语语音中的所有现象, 包括音素、拼读、重音、省音、节

奏、弱读、停顿、声调、连读和语调等统一起来进行的学

习活动。

其次, 应当教授学生生词处理技巧。在图表描述环节,

通常会出现很多专有名词, 比如, or al medicine, aquaculture

等比较生僻难懂的词汇; 很多选手在遇到这些词汇是往往

不知所措, 加上评委 / 故意地0 一问, 常常不懂如何应答,

自然败下阵来。因此, 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 应当改变传

统的教学模式, 注重培养学生处理生词和积累词汇的能力。

第三, 训练多种表达方式。评价一个学习者或者选手

对英语文字的驾驭能力, 可从其使用的多种表达方式来判

断。比如一个简单的开场白, /这幅图表表明了, ,0 多数

选手会选择使用 / the picture show s, ,0, / the g raph dis-

plays, ,0, 比较优秀的选手则会选择 / as is show n by the

t wo charts above, ,0 , /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chart signif-i

cantly that, , 0 等等; 从这儿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学生的功

底。

2、学习异国文化

首先是了解语言背景, 中文与英文毕竟是两门完全不

同的语言, 以中文为母语, 想要学好英文, 必须了解其一

定的背景知识, 所谓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比如我们

看到这样的句子 / the first person to try tomato0 , 我们应该

如何理解? 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 为什么是第一个吃西红

柿的人? 汉语中有句 /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0 , 这是同一种人

吗? 不了解相关的语言背景, 初见这样的句子, 必定会难

倒不少学生。因此, 即便是在听说课堂, 我们也可以选择

语言背景知识的相关材料, 引入课堂, 循序渐进, 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掌握语言的背景知识。其次, / 注重模仿地道

的用语。英语口语水平不仅体现为对课堂要求掌握的基本

文字的驾驭, 还体现为在熟稔语言背景知识前提下对异国

地道用语的了解, 比如英语中俚语、俗语等地道表达方式

的使用0 »。

3、培养心理素质

无论何种语言, 都是一项交流工具, 语言的目的也是

用于沟通和交流; 我国由来已久的应试教育, 让很多学生

练成了 / 哑巴英语0。很多选手在台下侃侃而谈, 从容淡

定, 一旦上到讲台, 战战兢兢, 磕磕巴巴, 甚至拿纸的手

都不由自主地颤抖, 足见心理素质的重要。因此, 在学习

者初学初练时, 教师就要教导, 不断鼓励学生大胆表达,

不畏 / 口出狂言0 , 不耻下问, 不断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

才能在赛场上自由发挥, 做到得心应手。除此之外, /在加

强心理素质培养的同时, 还应注重学生应变能力的培养,

比如在比赛中的第二个环节, 面对外教的提问, 选手的回

答不是按部就班, 按章背诵, 而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突

发性, 更能体现出选手的应变思维能力0 ¼ 。

三、/ 大赛课程相结合0 的口语教学实施

1、增加语音知识的传授

在一年级的英语听说课中, 可以单独设立每周 2 学时

作为语音课, 以纠正学生的语音语调, 向标准英语靠拢。

教学安排课可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英语语音课由

一位或者几位教师专门授课, 单独开设, 每周两学时, 以

便学生较为系统地学习语音; 第二种是将语音课与现行的

英语听说课合二为一, 也就是上述的在听说课中开辟出 2

学时作为语音课, 这样有利于课程的整体性, 学生的目标

也会比较明确; 第三种是由精读课老师兼带语音学理论课

程, 让学生首先系统掌握理论知识, 这样可以遵循 / 由理

论到实践0 的规律。

2、增加阅读内容

大赛要求图表描述, 参赛者抽取一幅表现某一情景的

图画、图表、广告等, 根据给出的说明进行口头陈述, 现

场描述和情景交流: 参赛者抽取一幅表现某一情景的图画、

广告等, 根据给出的说明进行口头陈述, 然后由一位主试

官根据参赛者抽取的内容和刚才的陈述进行一对一的现场

交谈; 这些内容纷繁芜杂, 范围很广, 要求学生具备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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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面, 因此我们在选择阅读的教材时, 除了选取实用

的阅读教材外, 我们还有适当补充英语报纸、英语杂志、

英语电影、英文歌曲等多种资料, 自编讲义, 将丰富多彩

的内容带进课堂。

3、注重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

/ 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要求学生准确表达自己的

思想, 实际上, 用英语表达的过程就是进行汉译英的翻译

过程, 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错误, 我们应当尽力避免这样

或者那样的错误, 以求语言的准确性0 ½。此外, 课堂教学

是教与学的 / 双边0 活动。要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就既

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采取有效

措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让学

生自觉地, 主动地开展学习。

4、开设各专业后续课程

英语听说课作为一门基础的专业课, 主要针对培养学

生的基本技能, 在此基础上, 还应相应地开设比如商务英

语、文秘英语、英美文化等课程加以辅佐, 这样学生在掌

握基本的语言表达技巧之后, 也能学习其他专业知识, 并

且可以运用已经掌握的语言技巧去描述、讲述、讲解、演

讲所学到的相关专业知识, 做到融会贯通, 学以致用。

5、进行涉外礼仪培训

在公共场合的仪表体态、言谈举止, 反映一个人的内

在素质和修养。比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交际与表演的竞争。

因此, 课堂教学中掌握交际礼仪知识与技能至关重要。一

个人从里到外表现出来的风度并不是一天两天训练出来的,

必须通过日常生活的灌输, 多次模拟训练, 举手投足才会

显示出自己的修养。

6、进行演讲技巧培训

根据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 英语演讲教学模式

就是在授课中引入演讲这一手段, 旨在帮助学生纠正语音,

培养语感, 提高语言能力。通过听讲和课堂演练, 学习或

掌握以下 7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¾ : ( 1) 英语音际关系的处理

方法; ( 2) 英语演讲的基本知识; ( 3) 英语演讲者的基本素

质; ( 4) 英语演讲的基本训练方法; ( 6) 告知解说类演讲、

说理劝导类演讲、特殊场合类演讲的谋篇规则, 尤其是英

语演讲的开场白技巧和收尾技巧; ( 7) 著名英语演讲的分

析和欣赏方法。

四、结言

把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的要求融于英语听说课

堂, 一方面可以很好地贯彻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目标, 达

到人才培养规格的基本目的; 另一方面, 把高职高专实用

英语口语大赛的要求融于英语听说课堂是非常有必要的,

利于促进构建 /以职业能力为本位0 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理

论实践教学体系; 利于构建 / 双师型0 师资队伍, 有利于

构建新的英语听说课程教学方式、方法和理念; 利于导向

英语口语考试考核方式的转变; 利于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

英语的兴趣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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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今年中专 11 级学生报考成人高校人数比去年上升了

6 个百分点。大中专接轨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以后的

运行中, 不可避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需要继续跟踪、研

究, 逐步完善, 实现无缝对接。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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