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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公开课的通用学术视听

教学模式研究 ①

周　勤，彭金定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开展通用学术视听研究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课堂观察显示
此教学模式的实施有利于改变学生的听力观念、培养学生的学术听力策略和技巧、促进学生的自主听力能力发展和语言

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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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提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通晓国际规则的
国际化人才”，为他们今后用英语“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

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意味着，学术英语（通用学术

英语和专用学术英语）将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新方向

和目标。学术英语听力（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是以英语为媒
介的学术学习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学术听力是学术英语

的基础和必要途径。通用英语学术听力能力是指能够听

懂一般性的学术报告和科技报告，主要解决学术英语中

的共性问题。因而，我们基于Ｒｉｃｈａｒｄ的听为“语言习得”
假设［１］，借助网络公开课来探索新形势下大学英语听力

教学的有效模式。

２　文献综述
２．１　听力过程和听力教学

学者们从认知、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对听力过程、

听力教学模式、听力策略、听力环境和评估等展开了广泛

探讨和研究。心理语言学认为多词单位是语言加工的一

个单位，在解码过程中，学习者运用感知，切分语流中的

语法范式或多词构式［２］，将其和已有的中介语进行匹配，

并进一步将信息的字面意思扩展到短语和句子组块层

面，以达到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二语学习者要学会辨认、

储存、并能自动解码那些本族语者在口语中大量使用的、

具有独立语意和语音、整体储存的高频多词构式［３－４］，这

样才能具备母语听者类似的听力能力。听是二语习得的

主要手段之一，发展听力作为一种技巧和语言输入的渠

道在二语教学中非常重要［５］。继听力理解后，应进一步

关注语言习得，特别是语言形式方面的习得［１］。针对听

为“语言习得”这一教学目的，Ｒｉｃｈａｒｄ具体提出两个基本

教学步骤：注意活动和重构活动。

目前二语听力课堂的 “理解教学法”可用来对学习

者及其学习需求做出评估，但不能提高其听力能力，只能

说进行了听力测试，不能提供足够的技巧和策略来解决

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听力问题。为系统发展听力技巧，

Ｆｉｅｌｄ［６］提出了教授学生如何听的“过程法”，“过程法”认

为专家型听者的听力行为就是高水平的听力过程，而不

成功听者通过模仿这些行为，其听力能力就可得到发展。

２．２　学术听力

学术听力有着一般听力的基本特征。听力研究是四

种技能中被研究最少的一项，而学术听力方面的研究文献

就更少了［６］。在学术听力过程中，Ｆｉｅｌｄ［６］认为意义构建尤

其重要。“听讲座和记笔记”是学术听力研究的主要内容

和重点。诚然，“讲座”是学术英语的主要承载形式，而记

笔记是学生必备的学习技巧和手段。应用语言学注重于

研究笔记是否帮助听者回忆起更多的讲座内容［７］。当需

要完成理解任务时，学生多从局部的细节层面去听，而做

笔记时就会从整体的角度去听，从而更全面地理解

材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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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个人访谈、课堂观察等质

化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在听力课堂上用网络公开课帮助学

生熟悉以英语为媒介的学术讲座的结构和内容，以多词

构式为中心的重构活动教授学生记笔记等技巧和策略，

从而发展学术听力能力和语言能力。

３．１　研究工具
问卷调查主要了解基于网络公开课的学术视听教学

模式的有效性、学生语言能力具体有何受益和有关学术

听力的认识等。整个问卷由３０个问题组成，所有问题均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量表形式，从如５＝“完全认同”，到１＝“完全
不认同”。问卷调查每项的评分为１～５分，４．５的平均
得分意味着得到９０％的学生认可，以此类推。访谈的问
题了解学生最大的收获、最强烈的感受和哪方面是最需

改进的等等。

３．２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有着完全不同专业背景的非英语类学生

（１１５人），四级真题和笔者设计的基于情景剧的听力测试
题（回答问题题型）构成的摸底测试显示受试听力水平达

到了一定水准，可以适当加入通用英语学术听力内容。

３．３　研究材料
研究采用网易公开课上的《利伯堤大学公开课：英文

写作》，内容是英文写作基本技巧（段落的写作、记叙、说

明、描写等写作的基本概念和范式等）。

３．４　教学模式实施过程
听力教学分为听为“听力理解”阶段（课前）和听为

“语言习得”阶段（课堂和课外）。本模式课前要求学生就

相关的难点和重点进行预习，并初步理解材料。课外要

求学生就课堂的内容复习，完成相关的写作任务。而课

堂部分我们将视频截成不同的小节，分段（１分钟左右）
完成 “多词构式”填空练习、边听边对照字幕文本进行多

词构式切分练习、从高频、主题和语篇连词角度将多词构

式分类，并基于频率进行分级学习记忆、按中文字幕进行

回译，朗读和复述等系列任务来开展课堂教学。

４　教学模式效果和讨论
４．１　问卷调查
４．１．１　基于网络公开课学术视听教学模式的总体效果

有效的问卷调查（１１５份）显示９６％的学生对此模式
持肯定态度，并认为此模式是有效的（平均得分为 ４．８
分，下同），此学习过程为他们学会如何自主听力学习提

供了一个可学习和参照的模式，帮助他们熟悉了学术讲

座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听力训练帮助学生熟悉了写

作之类的专业知识是如何用英语表达的，学生在长时记

忆中储存了相关文本类型图示，建立了学术讲座的形式

图示和学术基本写作的内容图示。这样，学生只需进一

步增加听力内容，可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４．１．２　学术听力策略和技巧的改变
研究早就指出语篇线索能促进讲座信息理解：学习

者借助这些线索能准确地回忆起更多信息单元和其层级

关系，也就是讲座的中心思想和对中心思想起支撑的观

点或事例［８］。尽管此视听材料没有使用高凸显的连词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来清晰地标示句子间
的关系，学习者也逐渐学会通过低凸显的连词（ｂｕｔ，ａｎｄ，
ｏｒ，ａｌｓｏ）来理解和把握主次观点和内容的层级关系。

大部分学生认同注意活动中的以多词构式为中心的

填空练习帮助他们学会关注语篇线索（４分）。大部分学
生认可层级图表填空式任务有助于意识到学术听力做笔

记时应注意的重点，帮助他们注意到讲座材料的内在逻

辑和其内容的层级关系，区分具体的事例、主要观点和次

要观点（３．８分）。以一小段视频为单位完成笔记和相关
内容复述的任务，帮助他们学会逐点做笔记和复述（３．８
分）。他们逐渐接受听也要记笔记的观念（４分）。但记
笔记是一个挑战（４分），因为他们没有记笔记的习惯
（３６分）。学生的卷面练习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听
最后一遍后很多学生几乎没有记下什么。８０％学生认为
记笔记是他们的难点，但在现实学术环境中，记笔记是开

展以英语为媒介的学术活动的重要能力之一，因而还需

在此方面加大训练力度和深入研究如何帮助学生有效记

笔记。

研究发现多词构式和语音单位具有同一性。真实的

学术讲座中总是用语调群和从句组织文本。这就需改变

学生专注于单个词的听力习惯，培养其从多词构式（语音

单位）的角度去听的听力技巧。学生们对重构活动中就

字幕文本材料进行语流切分反映良好：语流切分帮助他

们从多词构式的角度借助演讲人的停顿、重音、语调群更

好地理解材料（４．２分），因为演讲者会有意识地在重要词
或短语前用停顿、重读此部分等方法凸显其观点和关键

信息［８］。学生已学会从讲课人的说话韵律模式在听的过

程中区分重要、重复和冗余的信息，从而补全他们在听的

过程中误解或遗漏的内容（４分）。这不仅降低了学生因
语言因素造成的听力焦虑，也引导和规范他们对材料的

理解，不至于产生听力偏差。

４．１．３　语言能力的发展
学生们比较赞同：在文本处理过程中，分析、阅读字

幕文本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注意到学术口语文本的一些特

征，理解材料大意后，再听视频比阅读文本更能加深记忆

和促进理解（４分）。基于字幕文本的听是对文本阅读有
用的补充，能有效建立音和形之间的联系。朗读和分级

学习记忆有效促进习得高频语篇、主题多词构式，并进一

步掌握学术讲座语言运用的特征。这一过程显示学生不

仅有意识注意到学术口语语篇的特征，并能将读、听有效

地结合，读和听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从而促进了听力能力

的发展和语言的习得。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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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个人访谈
对于基于网络公开课的视听模式学生感受比较深

刻，他们如是说，“公开课仿佛是现实学术听力过程的预

演，通过课内的练习任务，我逐步把握了如何去注意重

点，知道了如何记笔记。”“这个学期我学会了一种完全不

同于高中阶段学习的方法，我知道如何去找适合自己的

学习材料，如何学习和利用材料，听为学习语言真是一种

好方法。”“这学期专业课我选了大学物理双语课，这门课

很难，我几乎要放弃了。但听了公开课后，我已经没有那

么紧张了，我明白要多听，要借助字幕文本帮助理解和学

习。我读中文和原版教材，掌握物理课常用的术语，这样

听起来好多了。我也不再纠结要听懂所有的单词。”

以上个人访谈进一步印证了问卷调查的结果：学生

对听力学习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几乎所有学生都认

同：听不仅意味着听力测试，更是语言习得的有利工具

（４．７分）；听力能力培养是个听、说、读、写长期综合训练
的过程（４．９分）。学生对自己英语学习的目标更明确，学
英语意味着读懂文献和资料，进行学术和工作交流（４．５
分）。

４．３　课堂观察
学生尽管意识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但缺乏具体的

目标和方向，学习没有内在的动力。这一点从课堂就可

窥见一斑：公开课学习之初，学生反映不错，出勤率明显

上升；但在学期快结束时，学生面临期末考试的压力，有

学生选择放弃了英语课去准备其他考试；即使基础不错

的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都难以按质按量完成，课堂内

的复述也只有极少部分能完成。问卷调查显示大约３２％
的学生认为公开课的内容不是很难，不到３０％的学生喜
欢和专业相关的公开课材料。这说明只有一部分学生具

备这种学习能力和要求，要顺利进行学术英语教学的话，

分级教学势在必行。

５　结　语
本研究中所用的材料来自网络公开课，公开课部分

字幕文本都是由学生自愿、主动、课后完成的。转写过字

幕的学生反映课堂学习效果特别好。自主学习和学生学

习动机是密不可分的，动机越强的学生越会投入自主学

习中，反之亦然。唯有这样，此模式的长效性才能显现出

来，出现良性循环，最终发展听力能力和习得语言。事实

上，基于公开课的通用学术视听模式研究仅获得了初步

数据，还需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而广之，从而验证其有

效性和完善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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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ＦｉｅｌｄＪ．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ｉｎｄｏｆ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２０１１（１０）：
１０２－１１２．

（责任校对　莫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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