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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给养视域下高职英语学习环境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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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英语课程在培养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当前高职英语教学却面临着诸多困境。

为提高高职英语教学质量，本文将根据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实际情况，结合生态给养理论，提出能使学习者有效转化为积极给养

且与其学习效能相匹配的学习环境创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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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学英语课程是高职院校都开设的必修或限定公共基础课，

它在培养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然
而当前高职英语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一方面学生主观能动性
较差，成绩不太理想，丧失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师面对英语
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教学积极性下降，英语课堂无创新性、氛
围沉闷，学生上课睡觉的情况较多。学习环境对于外语学习起
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生态学的给养理论的提出则为学习环境研
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将根据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实际情况，
结合生态给养理论，提出能使学习者有效转化为积极给养且与
其学习效能相匹配的学习环境创设的策略，为后续高职英语学
习环境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以期为高职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借
鉴与思路。

二、生态给养理论内涵
给养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Jerome Gibson首次提出，并在其随后的研究中不断深化。
Gibson 将“给养”定义为“环境为其中的动物提供或配给的东
西，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Gibson, 1979） 他指出环
境中的空气、水、土壤、植物、山坡、事件、动物、人等都能
够提供好的或者坏的给养，比如火可以提供温暖和烧伤的给养。
也就是说，环境能够为动物提供积极或消极的资源，为动物采
取行动提供互动机会。在语言习得领域，Van Lier 认为学习者
通过感知外在环境，解读其中的内容，进而采取一定的行动，
最终将其转化为积极或消极的给养。（Van Lier，2000）

秦丽莉和戴炜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给养理论进行了
解析。（秦丽莉、戴炜栋，2015） 宏观的给养理论认为给养是
语言使用者、环境和语言共同作用的产物。不同的语言学习者
在同一个环境中，或同一个学习者在不同环境中，转化给样的
情况都是不一样的。而微观的给养理论则认为给养出现于感知、
解读、行动形成的不断循环。学习者在环境中感知解读到对于
语言学习有意义的内容，比如学习资源、语言学习行为、互动
学习机会等。转化的给养的情会因不同的人而情况不一样，对
某学习者的有效给养可能对其他学习者无效。因此，在语言学
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感知周围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和互动
学习机会，解读他们的作用，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转化为积极
的给养。

三、学习环境设计
（一）帮助学生充分了解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
Gibson 认为动物对世界的感知离不开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

认知。也就是说，给养与学习者的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密切联系的。
一方面学习者要了解个人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要了解目前阶
段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英语能力的需求，从而建立在环境中的身
份认同。高职英语教师可以采用英语学习动机问卷调查、课堂
细心观察、线上线下访谈、调研等方式，帮助本人及学生了解
其英语学习需要求。因此，教师在进行环境设计时要结合不同
学生的学习需求，使学生的个人需求和效能能够和学习环境相
适应，从而使环境有效转化为对学习者积极的给养。而且，学
习者与环境的积极互动依赖于身份认同意识的提高。当学习者
能够从环境中获取积极给养时，教师应帮助学生进一步加大英
语学习需求。然而，多数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具有一定的
盲目性和功利性，有些为了通过英语三级、四级、六级盲目做题，
有些认为以后用不到英语放弃英语学习，他们并没有充分了解
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英语知识与技能的

要求。因此在进行学习环境设计时应当在日常英语教学环节中
通过背景介绍、案例等形式告知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从而改变其英语学习的个人需求和效能。

（二）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信息化背景下，英语教学多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

而线上的教学则通过学习平台和各种 APP 应用软件实现，英语
学习资源多种多样。在大信息化时代，学生每天能够接触到扑
面而来的各类资源信息，让学生接触到优秀的英语学习资源和
良好的学习机会是高职英语教师需要深入思考的。如果在学习
平台上简单罗列各类学习资源让学生自行学习的话，只能发挥
资源的传递功能，无法帮助学生透过这些资源有意识的感知，
更无法达到解读这些资源的教学目的。因此，教师应从学习者
角度出发，结合学习内容与教学目标，根据学习需求提供足够
丰富有意的英语学习资源，且要对各种信息进行甄别、梳理和
优化，做到资源提供的系统性、计划性、延续性和动态性。教
师要定期对所提供的资源进行更新，主题内容要跟上时代的发
展，资源可以围绕听说读写译五个维度进行分类提供，逐步培
养学生根据所提供的学习资源进行解读的能力。有条件的学校
可以为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设各类语言学习情境，使学习者产
生身临其境感觉，从而实现学习者与学习资源的交互，促进语
言知识和能力的内化与吸收。

（三）采取任务型教学
学习者通过感知周围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学习资源和互动学

习机会，并解读他们的作用，仅仅如此是不够的，还需要其采
取相应的行动来转化为积极的给养。而语言学习需要在与他人
的交流、共享和互动的学习环境中进行。高职学生英语水平普
遍不高，更需要在互动学习中获取积极给养。因此，教师在平
常线上和线上教学中可以采取任务型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自主
组成学习小组，在既定的教学目标下，设定相应的学习任务，
并制定任务的实施细则及考核方法；在任务的实施过程中，教
师应加强指导和监督；在任务完成后，及时总结和评价。不断
强化学生对学习资源作用的解读后的行动力，最终产生语言学
习的积极给养。

四、结语
本研究结合生态给养理论，探讨了高职英语学习环境设计

策略，认为高职英语教师可以从微观给养理论着手，帮助学生
感知解读教学环境中的英语学习资源和互动机会，通过在任务
活动采取相应行动，不断转化为英语学习的给养，从而切实提
高高职英语教学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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