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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区小学生英语口语学习调查研究
——以攀枝花市画龙点睛培训机构小学英语教学班为例

叶虹秀　陈　露　胡雨婷　张　静

（攀枝花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要：21 世纪，全球渐渐形成紧密联系的形势。随着中国国

际地位提高，中外文化不断交融，英语学习也成为了一个至关重

要的目标。而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英语口语往往容易被教育者

忽视。此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是新一轮英语课程改革中衡

量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考核标志之一，因此，掌握英语

口语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现有的国内研究基础上，我们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法，对小

学生的英语口语学习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其形成因素，并通过此

次研究，对小学生英语口语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益建议，

也让英语学习爱好者有一个更丰富的提升英语口语能力的学习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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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背景

（一）研究现状

在国际背景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文化的需

求也在显著提高。调查表明，我国对于英语的二语习得的需求也

随之提高，学生对于英语的学习状况来看，书面成绩高，但是口

语能力堪忧，出现了“哑巴英语 - 开口难”的现象。学习口语更

是应该从小抓起，抓住小学生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同时制定切身

实际的学习安排计划，才能为日后的更高标准打下基础。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影响学生英语口语的因素有很多；例如

教师的影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对英语口语重视程度不够等。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为此也做出了努力，例如，2010 年，肥西

县刘河中心学校的陈家亮老师及其教师团队针对提高小学生英语

口语能力申请了一项教育科学课题研究——利用课本剧提高学生

英语口语能力，同时也发表了开设英语角拓展课堂空间等论文。

另外，很多老师也提倡先培养学生们的兴趣，利用直观的教具以

及多媒体辅助教学，让课堂“活”起来。总的来说，很多教学工

作者都在为了寻求提高学生口语能力的道路而奋斗着。

（二）研究目的

口语交际能力是人类运用语言进行社交的最基本的能力，培

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对学生智力的发展以及英语水平的提高有巨

大的作用。本课题对攀枝花市小学生英语口语学习展开调查，了

解学生英语口语学习现状，针对学习现状发现问题，提出针对性、

实用性的对策，旨在充分发挥教师的智慧，挖掘学生的口语潜力，

切实提高小学生说英语的能力。

（三）研究意义

提升小学生英语口语水平。本项目旨在研究攀枝花市小学生

的口语学习状况，将针对现状提出与之对应的对策。就目前现状

来看，攀枝花市小学生口语能力多数亟待提高，小学基本上没有

开设单独的口语课程，甚至英语课程数量有时还会被缩减，然而

幼儿时期以及小学时期是二语习得的关键期。该项目旨在提升小

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让小学生有信心的开口说英语，提高小学

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使小学生的智力以及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二、调查过程

（一）调查的对象

主要以攀枝花市画龙点睛英语学习培训机构的一个小学英语

教学班为主，学生数量大概为 45 名。

（二）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本次问卷经过多次修改，从学习的时间、态度以及方法等方面，

并且针对不同的角色，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以家长和老师为主的

问卷形式。问卷题目共 30 道单选题。于 2020 年 5 月初对其中的

小学英语小型教学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卷时间大概为 1-2

天。基于试卷的回答情况基础上，对个别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在各位老师的积极配合下，又于 2020 年 5 月下旬对该培训机构小

学英语中型教学班再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时间为 1 天。

参与本次问卷的家长及老师数量为 43 名，学生数量为 44 名。

三、 分析调查结果

（一）英语口语与英语成绩的关系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家长及老师认为英语口语与英

语成绩关联较大。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听、说、读、写必不可少。

其中“说”和“写”是主动性行为，属于语言的输出。“听”与“读”

是被动性行为，属于语言的输入。在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

大部分人能意识到输出与输入的相关性是值得鼓励的。这从侧面

反映出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推动教育的改革。

（二）当前英语口语水平

从调查结果来看，学生个人与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口语水平

评判有着明显的偏差。超过 70%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口语水平未及

良好，而接近 70% 的家长及老师认为学生的口语水平在良好之上。

这种偏差主要来源于孩子对自己本身的要求与家长老师对孩子的

要求不同，以及家长老师对孩子口语水平的了解度。根据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在口语方面比较薄弱，但其对自身英语口语水

平的要求比较高，这对于孩子学习口语是一件好事；老师与孩子

接触交流较多，但家长并不是非常了解自己孩子的口语水平，从

侧面反应家长对孩子的英语口语重视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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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练习口语的障碍

口语练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涵盖了英语学习的方方面面，

需要综合运用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这是英语学习的一项综

合考验。

学生在练习口语中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单词、语法及发音

等问题属于英语学习的整体范畴，即客观原因，学生本身应当加

强自我训练，家长及老师应当根据学生的不足对症下药。口语练

习中所遇到的主观原因比起客观原因是更难突破的，从图表中可

以看出学生对英语口语不感兴趣以及不敢说占了绝大部分。

老师及家长认为英语口语好坏的主要原因是孩子的兴趣及语

言环境的提供影响的。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英语口语

学习的兴趣不足，导致口语学习无法突破。第一习得形成于语言

习得关键期，其关键期加上语言环境的提供才能更快更好地习得。

第二语言往往已经过了关键期，相比第一语言习得本身的困难就

已经加大，如果再失去语言环境的修饰就更难掌握。因此口语练

习与学习中语言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四）口语学习的参与度与重视度

根据调查，绝大多数老师家长及学生都认为有必要单独开设

口语课程。家长也愿意为孩子的口语学习负担费用。从主观意识

上来说，重视度是较高的。

口语的学习主要在于练习与交流，课堂上与老师互动，课后

自我练习都是口语学习参与度的体现。调查结果显示，师生互动

不够，占 62% 的学生与老师偶尔或者从不互动，老师未能有效带

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联系，教学方法上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善；课

后的口语训练度不够，学生主动花在口语练习与学习上的时间较

少，只有 15% 的学生能做到练习口语一个小时以上，这种现象不

利于口语的学习。从客观现象来看，学生对自身口语的参与度与

重视度有待提高。

四、 建议及策略

根据本文分析调查结果，攀枝花市小学生口语情况所出现的

问题体现在个体“说”与“写”的语言输出困难方面与“听”和“读”

的语言输入困难方面，即学生个人层面；客体教授与参与过程中

的影响方面，即老师与家长层面；环境对学习者和参与者的语言

学习交流方面，即学校、社会与国家层面。针对该三个层面的问题，

具体建议及策略如下：

（一）学生个人层面

1.“听”与“读”

第一，学生“听”与“读”问题的症状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一方面，因为学生对英语“不感兴趣”，

于是偶尔参加老师组织的口语练习活动、不进行口语训练、偶尔

观看或收听英语类节目；另一方面，由于学生不参加口语练习活

动与训练等行为减少或避免了英语的“听”与“读”，抑制了学

生对英语“感兴趣”的可能。如此循环往复，便使学生进入了不

接触英语或少接触英语进而导致口语能力及学习成绩下降的恶性

循环。

另外，与学生认为口语不好的最主要原因并列的情况为“不

敢开口”。显而易见，“不敢开口”直接导致了学生“读”英语

这一行为频率的降低。

第二，学生“听”与“读”问题的建议及策略：

理论上，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媒介，承载着文化的引入与传播

功能，即可以通过英语引入外来优秀文化并传播优良传统文化。

如此，学生便可通过英语了解外来文化中感兴趣的部分，如听悦

耳的英文歌曲，看吸引人的英文动画等。同时，学生可将日常对

话转化为英语，进行英语单词接龙等小游戏，如此一来，不仅增

加了日常生活的趣味性且增加了英语使用频率及对英语的兴趣。

情感上，兴趣是通过培养得来的，只有学生愿意并花功夫到

培养学习这一兴趣上，个人英语口语水平才能有所提高。并且，

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对于同阶段的小学生来说都是陌生的。在这

种情况下，便可以进行“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敢不敢开口的”“我

不会，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最棒”等心理暗示与心理安慰

来增强英语口语锻炼信心，增加开口“读”与动耳“听”的行为。

2.“说”与“写”

第一，学生“说”与“写”问题的症状分析：

同样，通过本文问卷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学生主动参加英语

口语相关活动的行为较少或没有，阻碍着学生口语水平的提升。

并且，在学生认为个人英语听、说、读、写最擅长的调查中，最

擅长“写”的学生比例仅次于“读”。如此看来，在小学生口语

阶段，学生更倾向于材料简单、智力因素占比更少的英语口语活动。

第二，学生“说”与“写”问题的建议及策略：

基于小学生现有阶段的英语口语水平，学生可根据个人情况

识记对自己来说简单、不需要太费脑筋就能进行的口语活动或训

练，如识记“Me too””I think so”等。并且学生作为个人行为主体，

应主动适当增加自身口语训练活动。

（二）老师与家长层面

第一，学生口语不佳症状分析：

数据显示，学生在口语练习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为“单词不会

读”，口语不好的最主要原因为“不感兴趣”以及“不敢开口”。

如此看来，老师及家长教授和参与的重点为“激发学生兴趣”“增

加课堂活动”以及开展“课后实践活动”。

第二，学生口语不佳症状的建议及策略：

激发学生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于学生

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不言而喻。在小学生初始接触英语口语阶段，

英语口语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周围有“权威”及“影响力”的人物

的言传身教，即来自于老师与家长的影响。于是老师及家长应增

加个人魅力及影响力来感染学生，从多个方面激发学生对口语表

达的兴趣，如在课堂上多给予学生鼓励和赞赏、通过自身专业知

识获得学生信任、利用先进教学辅助工具引起学生兴趣等。

增加课堂活动。在新课程要求下，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在教

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上，

老师可以多增加每个学生的发言机会、增加趣味性口语互动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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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生口语锻炼信心及口语能力。

开展课后实践活动。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学生口语水平的巩

固离不开课后的实践活动。课后，老师应积极组织开展课后实践

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英语口语交流途径等。与此同时，家长

作为学生课后活动的主要见证者，可以邀请学生作为个人小老师

来讲授所学，并根据自身水平提供相应建议及评价。

（三）学校、社会及国家层面

第一，学生口语不佳症状分析：

根据数据结果，90.91% 的学生认为学校应该单独开设口语课

程，41.86% 的学生认为语言环境的提供为学习不好的主要原因，

2.27% 的学生认为口语好坏对英语成绩没有影响，4.65% 的老师及

家长认为孩子的口语能力与英语成绩不太相关或不相关。由此可

以看出，学校、社会及国家应多增加英语口语语言环境。

第二，学生口语不佳症状的建议及策略：

目前，由于英语并非学生母语、学生缺乏锻炼英语口语的语

言环境，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英语口语的锻炼及提升。对此，

学校可以单独开设英语口语课程，开设英语口语兴趣屋等；社会

上多开展学习英语口语活动，宣传英语口语文化等；国家出台相

应政策及措施鼓励学生学习锻炼英语口语等。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成为

共同体，小学生英语口语不容忽视。让我们上下一心，共建小学

生英语口语的辉煌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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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世界通史“课程思政”的几点思考
王鸿斌 

（盐城师范学院历史系，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高校世界通史课程“课程思政”本质上服务于“立

德树人”的根本指导思想，体现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

新发展的趋势，是世界通史课程专业思政内化与提升。通过阐

述课程思政的内涵，分析世界通史课程中的爱国主义、人类命

运共同体观念和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剖析实施课程思政的重

要性和作用，提出世界史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以更好地进行

世界通史课程思政的开发与建设。

关键词：世界通史；课程思政；开发路径

课程思政的本质目的是实现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帮助学生

获得优秀的道德品质，服务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在教学活动中，课程思政体现

的是一种教育观念，不简单地注重思政教育的开展，更加强调

的是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到专业课程的教学当中，实现“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总体上看，课程思政要求将教书和育人相结

合，体现了“立德树人”这一教学宗旨的内涵，有助于将学生

培养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而高校世界通史课程“课程思

政”即服务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的教育根本问题，又体现了“立德树人”这一教学宗旨。世界

通史课程思政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成客观

全面的认识，亦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与塑造

十分重要。世界通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如爱国主义情怀、人

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和文化自信元素等内容，可以以课程思政的

形式帮助学生加深对世界的认识，拓宽对世界认识的广度与深

度，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一、世界通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一）爱国主义情怀

自古以来，爱国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人们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