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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英语作为中国与世界接触的媒介，社会对英语学习者和
研究者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对英语学习方法的要求也逐渐提高，
寻求更加合理的英语学习方法成为研究的趋势。学科英语教学在
中小学教学活动中占着十分重要的比重，也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
问题，作为从事英语教学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更应讲究教学方
法。研究更好的英语学习方式的基础应该对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重
大问题予以回答，比如，英语学习的最佳年龄问题；语言技能
和理论知识的关系问题；具体的英语四项基本技能在英语学习中
的比重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给予合理的回答英语学习才会更加
的高效。

1　英语学习中的基本问题
1.1关于英语学习的最佳年龄的问题
目前,我国英语教学已经出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许多小学甚

至幼儿园都开设英语课程。大众似乎普遍认为学习外语越早,外
语的发音越地道，之后的外语水平越高，因而年龄似乎成为决
定外语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20世纪50- 60年代，脑科学家和语言学家根据儿童和成人
在语言习得的快慢和地道程度方面所表现的明显差异提出了语言
习得关键期假说(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该假说
认为，在人脑发育过程中存在一个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在此阶段
学生的语言习得能够自然地、毫不费力地发生，但超过这个年龄
后，大脑不再具有这种处理语言输入的能力，语言学习也就会变
得越来越难(Ellis,1999)。对这一论断的实证实验是语言学家对
一些地方发现的“狼孩”进行跟踪调查，结果发现人们在找到他
们后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教他们学习语言，他们的语言能力都达不
到在正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水平。这常用来解释在人脑单
侧化形成后,人学习语言的能力会明显降低。

我国关于学习英语最佳年龄研究是1985年原国家教委组织的
一次全国中学英语调查。调查的对象为全国15省市139所中学的
学生，共计57080人，被调查的学生基本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
习英语。测试结果表明，小学学过英语的学生中有的成绩很好，如
上海和广东，分别为第一和第三；但有的成绩并不理想，如北京
和天津的学生成绩显著低于从初一开始学习英语的吉林、湖北和
安徽的学生。这次调查的结果还表明，学生英语成绩的优劣主要
取决于领导重视的程度、学校的师资水平、教学计划、内容和方
法,以及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等多种因素,与起始年龄相关不大

（杨连瑞，2002)。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英语学习的最佳时期的分析

应该遵循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学生语
言发展的情况不同，有的学生语言系统发展比较早，那么这类学
生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就比较早，相比而言，有的学生语言发展
比较缓慢，那么相对应的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就比较晚；除个体
差异外，地区的差异也是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烤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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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东部地区比较发达，相对应的语言学习设备和资源也很完善，
师资力量雄厚，那么东部地区的学生英语学习就可以提前，但是
相比较而言，中西部部分地区的各方面体条件并不允许进行较早
的外语学习，那么为了保证较好的教学质量，中西部部分学校的
英语学习时间就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这样的论断和赵花兰

（2004）及方岚（2017）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因此在面对同一
问题时，对于不同的对象我们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1.2关于语言学习过程中语言技能和理论知识的关系问题
英语学习是一种技能训练，英语本身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英语教学不像教历史或思想品德那样主要是由教师把知识
传授给学生，而英语学习需要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通过认
真模仿、不断实践、大量重复，从而形成习惯，最终达到自动化
的程度。从这一点来说，英语不是一门 “学科”而是一种“技能”
或“活动”，我们需要通过说英语而不是通过教授关于英语的知识
而学会英语，使之更好地为我们的实际工作服务(姜丽群,1998)。
但是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是需要学习基本理论知识的，
比如英语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知识以及单项基本功训练，如发
音、词形变化、造句、句型替换等，因为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同样
是英语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初的英语学习如果没有打下
坚实的基础，那么后续的英语学习也无从谈起。比如在日常的英
语教学中，我们总是在学生掌握足够的英语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才
拓展做题方式和做题技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英语中的基础知
识的学习的至关重要的。

多年以来中国的英语学习都是以应试教育为主, 学生的英语
学习主要停留在笔试方面而忽视英语口语和听力的学习 , 所以
大部分学生的英语都是哑巴英语，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过
分重视语言知识而忽略了技能的培养。目前，我国英语教学多强
调语言交际能力, 尤其是听说能力的培养, 但又出现忽视语言基
础知识培养的问题，导致学生的语言基本功不扎实。这种趋势从
根本上有悖于唯物辩证规律，英语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应该是相辅
相成的，是互相促进的，现如今在英语学习中，我们在重视学生
交际能力培养的同时，要加强语言能力的发展，因为语言能力不
仅单纯和语言有关，并且和逻辑思维相关系，提高和增强语言能
力是学好一切的关键基础，我们要通过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能力
从而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发展。

我们应该重视联系的普遍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都
存在普遍联系, 看待问题不能片面化。在英语教学中，“语言知识”
和“言语技能”是统一的，我们可以把知识的教学同能力的发展
协调起来，使二者同步前进，犹如一个人的左右两腿，在行进中
互相带动、交替迈进，使整个教学有节奏地运动（易仁荣，2001）。
既要避免单纯地教语言知识，又要避免简单地训练言语技能。要
在语言知识教学中酝酿言语技能训练，在言语技能训练中渗透语
言知识教学。比如将基本语法的学习同交际实践性听、说、读、写
活动，如快速阅读、写日记、听讲话、情景对等结合起来。



4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8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认知思维情感的重要载体。

有次在讲《登岳阳楼》的时候，教学目标之一是学生能够

体会诗人困顿的处境，感受诗人痛彻的心情，理解诗人心系天

下的胸怀。备课时，我预设想要达到这一目标，课上我除了可

以给学生介绍杜甫这位诗人以及写诗的背景，引导学生反复读诗

以外，我还可以让学生想象画面，设身处地的感受诗人的处

境。上课的时候按照原先的预设给学生进行讲解。最后，让学

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想象画面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基本是眼睛盯着

诗句一句一句的翻译，完全没有自己的想象，也就很难有惊喜

可言。在另一个班上《登岳阳楼》，同样按照之前预设的思路

进行着教学，由于这个班学生比较“活”，在梳理诗句内容的

时候，有部分学生处于“叽叽喳喳”不听课的状态，面对这

种课堂“意外”，我开始对自己“预设”的教学思路进行调

整。于是我临时决定让出五分钟课堂时间，索性采取了学生演

示的方式，要求学生将自己根据文本想象出来的画面演示出来。

而“凭轩涕泗流”更是被学生演得活灵活现。当然，将这一

内容让学生用演示的方式来呈现，有没有部分学生处于看“热

闹”的状态，有没有完成教学目标，有没有起到启迪开发学生

思维能力的作用都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不过，借助学生表演来丰富教学内容，能够让学生由阅读

者向实践者转变，能够让学生在不断丰富想象思维中形成多元化

的理解，有利于他们产生不一样的感触认知，满足其全面认知

发展需要。教师多给学生搭建平台，有利于其在深入引导探知

的基础上形成更为丰富的感触体验，便于其在真正聚焦问题中产

生多维度感知。突出平台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多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定能使得课堂富有动感，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运用好预设，应在充分了解课程教学知识要点和学

生学习实情的基础上多给学生提供富有导向性的教学方法，让他

们在主动参与课堂教学中形成多样化的感思。苏霍姆林斯基曾

说：“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能预见到课堂的所有细节而在于能根

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妙地在学生不知不觉中做，出相应的变

动。”预设与生成是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教学需要预设，

也更强调生成。总之，教师在充分预设问题的情况下，巧妙机

制的化解生成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围绕课文解读和学习方

法灵活化，多给学生相应的点拨与指导，定能使得课堂教学在

有的放矢地深入探知问题中不断释放无穷的活力与潜能，定能使

得课堂充满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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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听说读写技能的比重问题
英语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培养学生的四项基本技能即听说读

写，这也是教师在进行英语课程设计过程中三维目标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即语言技能。在现实的英语课堂中读写的比重总是高于
听说，专项的阅读课和写作课占据大量英语课的时间，主要有以
下几个原因：第一，英语考试的反拨作用：在众多的英语考试中，
阅读和写作总是占很高的比重，占据很大的分值，而很多考试并
未设置听力技能和口语技能的考察，因此考试对教学的反拨作用
就导致老师注重阅读和写作的教学而忽略了口语和听力的教学；
第二：语言技能自身特点的影响：听力和口语大多都具有即时性
的特点，很难进行重复操练，而阅读和写作不同，在阅读的过程
中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借助上下文进行推理和猜测，而写作也
是可以反复修改的，但这样的操作却无法在听力和口语学习中进
行，因而，阅读和写作相比较而言更加容易操作；第三，学生特
点的影响；中国的学生普遍比较内向，不善于自我表达，多属于
思维严谨的慎思型，也更倾向与阅读和写作的学习。这种现象导
致的结果就是多年以来我们学的英语就是哑巴英语，不敢开口和
英语母语者对话，也不具备和其对话的基本能力。因此在之后的
英语学习中我们侧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这是一大进步。在人
类学习的实践中，吸收总是领先于表达，我们也可以说输入总是
领先于输出。语言的四项基本技能中，听和读属于吸收性的、输
入性的；说和写属于表达性的、输出性的。因此，在外语学习中
听力和阅读应该是先于写作和口语表达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是，我们要平衡这些技能的比重，给与恰当的学习时间，让学
习者实现真正的综合发展。

2　结论
作为外语教师和研究者，我们想要提升英语教学的水平，

必须研究和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对英语学习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予以科学合理的回答。因为科学方法论是对过往经验
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是我们分析问题的依据和参考，也是我们
解决问题的钥匙，利用好科学方法论才能使英语教学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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