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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英语学习倦怠对教师行为的反拨作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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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大学生英语学习倦怠原因的基础上，探讨大学生英语学习倦怠对大学英语教师行为的反拨作用。大
学英语教师只有转变教学行为，“批评家”变身“美言家”，“师者”变身为“亦师亦友者”，“安于现状者”变身为“奋斗者”，

“单一型”变身“多面手”，才能逐步消除大学生英语学习倦怠情绪，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质量，培养适应市场

需求的人才。

关键词：英语学习倦怠；教师行为；反拨作用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０７－０３

Ｐｉｎｅｓ＆Ｋａｆｒｙ认为，学习倦怠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生的倦怠现象［１］。杨丽娴、连榕认为，“学生对

学习没有兴趣或缺乏动力却又不得不为之时，就会感到厌烦，从而产生一种身心俱疲的心理状态，并消

极对待学习活动。”［２］目前，很多大学本科院校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两学年的大学英语课程。大一

新生在经过高考的高强度训练之后，对大学英语的学习还保持着较高的热情，然而也有少数学生逐步

淡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舞台，不愿意参与课堂教学。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学生对大学英语的学习

热情逐渐退却，对大学英语学习动力不足甚至感到厌烦。这种学习倦怠现象在大学二年级的英语课堂

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在更多的大学生中蔓延。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并保持学生

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效率，提高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培养新世纪所需要

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这值得大学英语教师对其教师行为进行深刻反思［３］。

１　引起大学生英语学习倦怠情绪的原因
大学生在大学英语学习过程中出现了不愿意学习英语这种学习倦怠心理，消极地对待学习活动，

让英语教师不得不追究其原因。

１．１　以考试为导向的大学英语教学降低了学生的外语学习热情
一部分外语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以为，经过高中“训练加考试”这种强化之后，大学英语学习会让

他们感觉轻松些，然而他们还是疲于应付每学期的期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获得较理想的分数对

于他们更是遥不可及，这让本来就不怎么喜欢英语的这部分学生对英语更加恐惧或产生倦怠心理，甚

至有些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措施，在大学英语课堂做与英语学习无关的事。而对于部分外语基础较好

的学生，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授课模式以及针对四、六级考试做的专题讲座让他们

觉得英语课堂索然无味，学习英语的热情逐渐消退，继而产生学习倦怠心理或厌学行为。

１．２　自我认同感不足和教师对学生肯定的吝啬削弱了学生学习外语的动力
部分学生在大学英语的学习过程中，一直以来处于比较劣势的位置，认为自己在英语学习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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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种较低的自我认同感阻断了他们在英语课堂上的表现欲望。而对于另外一部分英语基础较好的

学生，如果教师在英语教学活动中吝啬对他们的鼓励和肯定，这也会影响他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１．３　来自学习、生活的各种挑战和压力分散了学生学习外语的精力
大学阶段的学习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对于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而言，数目不小的学费

和生活费则成为了他们的“硬伤”。他们在学习的同时，需要更多地为未来做准备，因而会分出外语学

习时间去历练自己。而对于所有大学生来说，大学这个小社会同样考验他们与他人进行沟通交往的能

力，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时，有些学生则会让自己处于尴尬甚至是孤立的境地，从而影响自己的学习，

当然包括外语学习。

２　大学生英语学习倦怠对教师行为的反拨作用
大学生在大学英语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学习倦怠情绪，让大学英语教师们不得不去反思他们的

教学行为。大学生的英语学习倦怠对大学英语教师产生了很强的反拨作用，能够促使大学英语教师在

教师行为方面进行改变，实现华丽的转身。

２．１　“批评家”变身“美言家”：加强形成性评估，肯定学生的进步
在我国很多高校，大学英语的学习都是与每学期的期考以及四六级考试紧密关联的。这种以考试

为导向的英语学习为很多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设置了一定的障碍，甚至对他们来说是难以逾越的

障碍。大学英语学习任务具有一定的难度，这让部分学生较难得到老师的肯定。由于学生自己在学习

英语时自我认同感较弱，同时鲜少得到老师的表扬肯定，没有获得来自外界的动力，大学生在大学英语

的学习过程中逐步产生了厌学情绪或学习倦怠情绪。学习倦怠情绪就会使他们在大学英语课堂上不愿

意学习，在课堂上进行其他类似玩手机、看小说等与英语学习无关的活动，这样反过来会影响大学英语

教师的情绪，可能会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周而复始，这种怪现象会愈发突出。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加强形成性评价，适当弱化考试的地位。在大学生学习英语

的过程中，教师应针对学生的表现，及时准确地给予学生表扬肯定，多用积极的语言肯定学生哪怕是微

小的进步，甚至是肯定学生的参与，少用或不用批评的言辞，让学生感受到正面积极话语带给他们的温

暖，真正地由“批评家”变成“美言家”。

２．２　“师者”变身为“亦师亦友者”：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实现人文关怀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大学英语教师教学任务繁重，他们在课堂内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解答

疑问，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但是，在课堂之外，跟学生的交流就非常有限。在课堂上，大学英语教师可

能对那些表现比较积极的学生关注多一些，跟他们的交流也相对多一些，而跟那些不怎么活跃的学生缺

少沟通甚至是没有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学生的淡漠情绪，他们对大学英语课堂全然不在

乎，对英语教师也漠然没有回应，进一步激化了学生的学习倦怠情绪。显然，要改变这一状况，大学英语

教师就得从自身行为上找原因。教师应该跟每个学生都交流沟通，关心学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关心他

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排解来自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对每一位学生进行人文关怀，让学生能感受到来自

老师内心深处的关爱，真正成为他们的“亦师亦友者”。

２．３　“安于现状者”变身为“奋斗者”：提高研究能力，提升教学质量
当前，普通高校班级多、学生多，自然大学英语教师的作业批改量变得很大，这使大学英语教师群体

几乎没有多少精力和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职业发展。以湖南某大学为

例，大学英语教师周课时为１６学时左右，每班学生人数６０～７０人，甚至多达８０人，每位教师的学生人
数就达２５０人左右，仅作业批改量就已十分繁重。而国内的很多高校，大学英语班级人数已达到１００
人。学科教学的差异造成了教师工作量的巨大差别，甚至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也打击了大学英语教

师的工作积极性［４］。此外，由于大学英语教师没有多余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且语言文学方向的博士

点很少，竞争非常激烈，所以绝大部分大学英语教师没有攻读博士学位，自然而然职称也就很难提高。

因此，相当一部分大学英语教师就变成了“安于现状者”，甚至于有些已经“没落”为“沉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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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好教师是教
育成功的关键。湖南某高校的校长曾说过：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

佐证了教育成功与否取决于教师。当然，大学英语教学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外语师资

队伍的发展。虽然近些年大学英语教师结构渐趋合理，基本上获得了硕士学位，有少数教师还取得了博

士学位，较过去有了显著进步，但与其他博士化已经相当普遍的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５］。大学英

语师资队伍的性别、职称、学历结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会影响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不利于教学质量的

提高。而目前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出现了学习倦怠情绪，也极大地影响到教学质量。为了扭转这种局

面，大学英语教师只能从自身出发，进行彻底转变，来一次完美的转身。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建立学科研

究团队，依靠团队互相鼓励，可以跨学科攻读博士，不断探索和奋斗，提高自身的学历和研究能力，从而

激发大学生英语学习热情、促进教学，以实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２．４　“单一型”变身“多面手”：提高业务能力，培养适应市场的人才
目前，很多高校开设的大学英语课是统一针对各个院系和不同专业的，实行“一刀切”的做法，大学

英语教师重复进行大学英语授课，成为了“单一型”的教师。这种教学形式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

求，也会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的学习倦怠情绪。随着市场对人才需求的

变化，这种英语教学模式显然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不能与时俱进。因此，学校应根据不同院系和学生的

需求，开设不同的大学英语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６］。相应地，教师应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尽

力补充不同院系专业的相关知识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让自己从“单一型”教师转变成为“多面手”，

来承担针对不同院系开设的大学英语课程，让学生真切体会到大学英语的实用性、工具性，体会到英语

是与他们的专业密不可分的。这样，学生才会感到学习英语学有所用，才会用心学习英语。

３　结语
大学生在学习大学英语的过程中出现的学习倦怠情绪，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大学生英语学习

倦怠情绪会影响师生关系的发展，影响学习效率，进而影响教学质量，最终会影响人才的培养。为使这

一现象得到改观或彻底改变，大学英语教师应考虑引起学生英语学习倦怠的因素，从教师自身教学行为

方面实现转变，从而实现大学生英语学习倦怠对大学英语教师行为的正面反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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