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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视阈下的独立学院英语听力教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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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叙事作为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语听力教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叙事化形式组织教学，激发学生兴
趣，引导学生参与课堂互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等综合能力，充分发挥叙事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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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是语言的主要功能。交际过程涉及三个核心元素：说话者、信息、受话者。“叙事”，作为交际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与日常语言交际一样，

叙事交流同样涉及信息的传递和接受过程［１］。在二语教学的过程中，语言输入是达成语言习得的首要

任务，其中，听是关键。听也涉及信息的传递和接受，即“说者———信息———学生”，因此，如何将叙事运

用在外语教学的重要领域———听力教学中，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已有不少学者针对阅读教学、

词汇教学、语篇教学等环节开展了叙事教学研究，对于叙事听力教学的研究相对比较少。笔者拟在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叙事在独立学院英语听力教学上的运用探讨，以供专家参考。

１　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听力教学现状
Ｇ．Ｂｒｏｗｎ将听力理解的性质归纳成５点：一是单词辨识，理解关联意义；二是理解词汇与语境相互

作用的原理，如何生成新语境，同时，分辨句子成分，理解句中所指；三是理解句子在该处语境中意义及

篇章中的意义；四是按照明指信息，推理暗含信息；五是识记较短的语篇以及较长语篇的大意［２］。在信

息技术发达的今天，听力教学的多媒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传统工具听力教学的低效率。但是

在当前听力教学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其一，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师生互动。听力理解是一个互动的过

程。传统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主要采取“自下而上”模式，从音素出发，让学生识别所听单词，进一步了

解句子的意义，再理解整个篇章的意义。在听力课堂上，只注重单一的听，经常采用枯燥的三部讲授法：

解释题意，讲解新词，放音核对答案。听力课堂上师生互动较少。即使课堂提问，也是核对答案的一种

方式，没有学生发挥自己思维的余地。其二，听力材料陈旧，学生积极性不高。听力理解应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学生在听到材料之后，通过激发原有知识，进行主观能动的推理，理解说话者所传达的信息。同

样的听力材料，不同学生会有不同理解和反应。目前高校的听力课主要还是依据听力教材展开，教师自

主选择听力材料的权利较小，听力教材内容陈旧，范围狭窄，只偏重知识技能的训练，在话题的选择上对

文化等设计较少。课堂上老师让学生反复进行语音的辨音练习，只关注局部和形式，不重视整体和意

义，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二语习得原则，也没有体现出语言的交际功能。

２　叙事听力教学实践的环节
２．１　课前将听力材料的内容叙事化

叙事教学法主张在外语教学中运用叙事手段，将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以叙事的形式设计和呈现，营

造真实情境。其教学活动通过讲故事来进行。因此，备课时，教师宜将上课所用听力材料故事化、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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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其与学生的实际现实生活关联，并具有一定趣味性，让学生都参与其中。一方面，教师充分备课，

将要讲授的内容以适当的、有趣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例如，与听力材料内容相关的小故事，或者是情景

剧。备课时应注意，教学过程中所穿插的故事或者情景剧应该与该次教学内容在知识点的难点、重点上

保持一致；对于不同年龄、不同专业的学生，要针对性地设置有吸引力的故事，以期在情节、思想情感上

引起学生的共鸣与反思，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学生在课前应认真预习，在完成老师布置

的预习任务外，有针对性地收集与该课内容有关的背景知识，并做好在课堂内以各种合适的形式表现给

大家，如讲故事、戏剧表演、个人陈词等。

２．２　课中呈现情景让学生讨论
在叙事性英语听力教学中，对听力材料的分析宜从两个方面开展：整体与局部；形式与意义。教师

针对课前准备的材料故事，选择两种方式进行课堂教学：一是直接由课前所准备的故事开始导入，要求

学生以此为基础，进行自己的叙述，再展开新材料；二是教师讲故事的开始部分，让学生自己想出办法续

写故事，以故事情节提升学生的关注度，从而引起他们的注意，提高学习积极性，使他们更好地关注故事

中暗含的教学信息，引导学生自然进入新知识学习的下一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掌握时机，巧

妙地将故事内容过渡到听力材料内容，将故事中的相关信息与即将听到的听力材料内容进行对比总结，

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师生主观能动性。请看下例：

ａ．Ｊｏｈｎ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ｂｕｓｏｎｈｉｓｗａｙｔｏｓｃｈｏｏｌ．
ｂ．Ｈｅｗａｓｗｏｒｒｉｅｄａｂｏｕ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ｔｈｓｃｌａｓｓ．
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ａｓｋｅｄｈｉｍｔｏｄｏｉｔ．
ｄ．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ａｐｒｏ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ｊａｎｉｔｏｒ＇ｓｊｏｂ．［２］

理解以上这段话时，听者应将其作为语篇来理解。如果单句理解，则容易产生误解。听到第一个句

子ｏｎｈｉｓｗａｙｔｏｓｃｈｏｏｌ时，听者在此认为Ｊｏｈｎ是个学生，但接下来的句子则提示这一理解有误，因为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ｔｈｓｃｌａｓｓ所描述的职责来看，Ｊｏｈｎ应该是教师。但接下来的句子 ｔｅａｃｈｅｒ…ａｓｋｅｄｈｉｍｔｏ
ｄｏｉｔ又推翻了这一解释，使听者又回到起初的理解“Ｊｏｈｎ是一名学生”，直到最后一句中ｊａｎｉｔｏｒ’ｓｊｏｂ出
现，才知道Ｊｏｈｎ原来是该校的内勤。

如果在讲解这个段落时将４句话串成一个具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听者理解过程就不会出现以上断
节的情况。在具体听力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比较常用的

是把学生分组，根据故事情节，让学生分角色进行现场角色扮演，以达到逼真的效果。也可以采用采访

的方式，设置真实的情境，由学生一问一答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更好地运用所学语言知识，理解

故事的真实意义，听说能力都可以得到提高。

２．３　课后对听力材料的改编与复述
在听力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处理好集体教学和个体教学的关系。作为英语听力叙事教学的主要途

径，课堂上课要求学生进行集体语言叙事。但课后，组织学生进行个体语言叙事是英语听力自主学习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故事复述环节是教学的关键。对听力课堂上已听的材料和已学的内容，教师

应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总结归纳，形成框架或图形，固化在学生的大脑中。长此累积，有助于学生构建新

的完整的知识框架，提高学生活学活用的能力。同时，教师宜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布置

相应的课后任务，让学生力所能及地复述课堂上呈现的故事。对于基础好的学生，可要求其完整地复述

课堂上的故事，或是将课堂内容改编成另一故事；对于基础稍差的学生，教师宜提炼出故事的各要素，针

对性地提出问题，要求其自主回答并串成故事，自行复述。

总之，在独立学院英语听力教学中，我们要听说并重，精心挑选有趣的关联听力材料进行故事改编，

提升听力教学成效。与此同时，强调学生对听力材料故事复叙的训练，听说并重，在听力课堂上通过精

心设计的听说活动，使学习者真正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提高听力。

参考文献：

［１］Ｋｒａｓｈｅｎ，Ｓ．Ｄ．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８５．
［２］王守元，苗兴伟．英语听力教学的理论与方法［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０３（４）：１－５．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２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