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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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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当代大学生对英语口语技能的掌握现状，提出教师与学生共同面对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双重困境，并按照学生的

应试教育习性、学习动机的减弱趋势和考试评判机制的不足进行多方面的探讨，探索当代大学英语口语教育的创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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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为当代大学生的基础学科之一，因为语言类教学的特殊
性，在口语教学上总是和听力、阅读、写作教学及其反馈上产生无法
忽视的差距。如今的大学英语四六级改革和相关教育从业者们都在
进行针对口语教学普遍性和实用性的延展讨论及实践，本文也将分
析为何口语教学落入困境，以及创新可能性的探索。

从宏观上讲，大学英语口语的教学困境既与大学生自身的学习
习惯和动机不足相关，也与现有的考核机制与英语口语的教学目标
之间的矛盾有关。大学生进入校园后大多会进入一段迷茫期，学习也
从高考之前的必需事项变为了可选事项，这其中带来的心理落差和
虚假的“自由”幻象所带来的影响既是每一位大学学子亟待克服的问
题，也是每一位大学教育从业者都会面临的难题。英语口语的教学问
题不仅带有语言类学科本身自带的特殊性，更有所有高校学生和教
师都会面临的心态和学习方法上的普遍适用性。

1 应试教育的学习惯性
学生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所接受的英语教育仍为参加高考这一

应试教育服务。为了应对以书面形式为主的考察，学生们以掌握读、
写、听基本技能为主要目的，由于口语考察形式自身所带的主观性和
复杂性，以及各地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使其不能作为面向全国学
子考核的统一机制，学生们更无暇在口语学习上施以额外精力。

在以往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习惯于背诵单词、跟读课文、
剖析语法、背诵语料的输入型学习方法，鲜少主动的进行写作、对话、
小组汇报这样的输出型学习。即使是在过去课文中所进行的对话式
课文教学，也多是脱离实际语境，并糅杂包括单词、语法在内的多重
教学内容，使课文更具教学价值的同时也脱离了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这些日益复杂的单词与语句，也使得学生们产生了畏难心理，比起调
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遣词造句，学生们更习惯于背诵既有的词句
所带来的安全感。

从大学英语的教学环境来看，口语教学基本上采用大班教学模
式，课堂上几十分钟的口语训练远远不够。而课堂外的语言环境和文
化环境也是影响英语口语提高的不利条件，外部环境的缺乏，使得学
生在课堂所学内容很难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学生调动自身的语料库进行输
出的环境，而不是一味地以背诵作为教学和考核手段。教师可以利用
网络技术为学生提供适合语言交流的平台并对学习内容加以督导，
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进行分层次教学，布置相应的学习任务，力争每
个学生获得进步。另外，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形式、层次各异的课外活
动，充分调动学生的英语口语学习兴趣，为学生提供接触、提高英语
口语能力的时间和机会，让学生们勇于说，敢于说，乐于说，最终达到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的英语口语能力状态。

2 英语学习动机的转化
大学英语学习基本是应对四六级考试或留学所需的英语考试，

和获取大学学分的实用目的，这也导致了学生自发学习英语并达到
学以致用的动机呈弱趋势。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
发展，许多优秀的文娱公司也能制作出不俗的影视作品，更加吸引拥
有同一文化语境的中国学生们，使得学生们的娱乐需求可以更为便
捷地得到满足，对国外的影视作品关注度也大幅下降。

大学英语四六级对于口语考试的要求也为学生提高口语水平提
供了学习动机。善于寓教于乐的教师们可以热门剧集的桥段作为口
语训练的素材，而如今的文化趋势也要求教师们要随时更新自己的
素材库和语料库。其次，随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趋势和国
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们对国际时事的关注度显著提升，这也是很好
的对于将学生们的英语学习进行日常化和实用化的渠道。教师们既
可以通过选取热门新闻的外刊报道片段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也可
以开展例如让学生们就环保等热议主题进行小组演示、个人演讲等
更为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一方面新鲜的题材会强迫学生们输出自己
的观点，而较少地依赖其他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激起学生们的学习
兴趣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现阶段，网课等移动端线上教育产业得
到了长足发展，学生们也更习惯于运用这些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
习的移动端软件，例如单词软件、外文精读软件以及口语配音软件。
这些新兴的软件可以为教学任务的设计作为主题及形式的参考。

3 口语考核机制的困难
口语学习与其他技能学习的一大区别就是考核形式的不同。相

较于书面考核的延时性和正确答案的单一性，口语考核既有对考核
现场即时性的考量，也有关于口语答案的个性化解读，更有对学生思
维模式的考量。英语口语考核时，要求的是学生的即时应答和对语句
的构思及表达，这些因素可以快速反映出学生的思维模式。然而现有
的教学目标之下，教师们比起流畅的表达更追求语句的华丽，将书面
语的表达移植于口语的考核之中，并且更为看重这一方面的分数占
比。书面语的高级表达作为口语考核的考量因素这一点本身并无不
妥，只是应用于目前的大学生英语教育中仍算的上为时尚早。尚未从
应试教育的输入型学习方法中脱离出来的学生们更需要的是摆脱先
打草稿再发音的习惯，将英语作为一种更为实用的语言来学习，树立
起对应的语言和学科思维，而不仅仅是应对考试的必要手段而已。

由于师生人数的差距以及考试时间的限制，很多教师也采用了
视频录制、小组汇报等多种方式作为考察手段，但视频录制无法考查
学生的现场应答和即时思维能力，小组汇报则容易出现小组成员之
间工作分配不均，学生的个体能力无法得到充分表现等问题。如何权
衡和选择考核的方式，仍然需要各位教师结合自己班级的具体情况
做出适合自身情况的选择。

口语考核灵位难点就是口语答案的个性化解读，受制于学生自
身的知识储备、英语水平、思维方式等多方面因素，每一个学生对同
一个议题都会有不同方面的考量，最终输出为不尽相同的口语汇报。
这就需要教师自己对议题要有深度的理解和全面的信息汇总。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们也要意识到，英语口语教学的一大特性就是它的与
时俱进，而这对教师自身的学习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教师自身
便困于对照课本照本宣科的死板教学，那么对口语教育的讨论本身
便失去了意义。

就目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情况来看，仍有许多需要正视的问题
和亟待解决的状况。作为教育工作者，一方面要积极接受外界的新变
化，包括接触学生们常用的语言学习类移动端软件作为自己教学内
容的参考和补充，一方面也要口语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的结合，及时
更新教学内容，以期达到更好的口语教学效果，让大学英语教育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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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的可能性与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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