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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要求下的初中英语听力教学指导探究 
阿力燕·艾尔肯 

（皮山县固玛镇寄宿制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  845150） 

摘要：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推进，英语作为通用语言能够实现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英语交流

过程更加轻松顺畅，交流的前提就是要听。因此，培养学生的英语听力能力是学生学好英语的重要基础。初中英语教师可以创建良

好的英语语言环境，培养学生的英语听力习惯，并借助多媒体培养学生的语感，选择合适的听力练习，增强学生的听力能力，以培

养学生的英语核心素养为目标，体现英语教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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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针对初中学校的学生开展英语教学活动的时候，教师一定要

尊重初中学校学生的基础情况，在转变教学理念的前提条件下，注

重简化英语教学的难度，以学生的兴趣引领作为提高学习成绩的根

本之策。只有让学生真正能够把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类的学科，并且

做到运用自如，才能够称之为达到了培育学生核心素质的英语教学

目的。 

1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对初中英语听力教学的新要求 

传统初中阶段的英语听力教学只着眼于学生的基本听力技能

方面的发展。然而，随着“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这一重要概念的提

出，初中阶段英语听力教学有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在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教师应该在听力教学过程当中，着重向

学生讲授相关的听力理解方面的策略，使学生能较快并且较为准确

地捕捉听力文本中相关的关键信息，并根据自己所捕捉到的有关信

息来完成相关的听力任务。这是有效促进学生基本语言能力发展的

一个重要要求。其次，在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背景下，要求教师在

英语听力教学过程当中，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是因

为，思维能力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学生参与的

听力信息捕捉和挖掘过程，也应该是他们的思维进行快速运转的过

程。因此，教师应该通过相关的听力任务的设置，来着重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包括逻辑性思维能力以及辩证性思维能力等。 

2 核心素养要求下，初中英语听力的现状分析 

2.1 缺少听力训练，造成学生听力速度跟不上 

教师对学生英语听力能力的培养，除了要学生掌握正确的发音

外，还要让学生加强听力训练。英语听力只有多听多练，学生多听

听力，才会在听的过程中慢慢有一定的语感，慢慢能掌握一定的听

力技巧，才能增强听力能力。由于很多英语教师对于学生的英语听

力训练极少，只是按照课本的内容进行任务式的教学。课本讲什么，

教师就教什么，不会进行扩展训练。对于英语听力，教师只是偶尔

在课堂上让学生听一听，很少给学生布置课后听英语听力的任务，

对学生英语听力的培养极不重视。这样就会让学生的听力语感得不

到培养，不能养成良好的听力习惯，造成学生的听力能力极差。这

种情况使得学生在考试的过程中速度跟不上，语音已经播放到下一

句了，学生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一句的理解和感悟中。就这样一直恶

性循环，学生的思维一直跟着奔跑，对前一句和后一句都没有理解

清楚，或是内容混淆。到最后，整个听力的内容得不到有效分析，

学生自然难以得出正确的答案，考不出满意的成绩。所以说，英语

听力教学中听力训练的程度，对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语感和听力思维

速度有一定的影响。 

2.2 部分学校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育工作尚未落实 

在我国传统的教学工作当中，大部分教师都非常注重对学生进

行应试能力的培养，而学生应试能力当中包含的主要板块，分别是

英语听力、英语阅读、英语写作等方面。所以很多英语教师在针对

学生开展教学工作的时候，都比较注重这几个方面能力的培育。但

事实上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类的学科，首先是用于沟通交流和信息传

递的，所以教师在培养学生英语素质的时候，一定不能只注重学生

理论知识方面的能力培养。同样的还要注重让学生运用英语口语来

进行沟通交流，只能够把英语作为一门语言交流工具。其实在现当

代的教育改革工作当中，一部分教师开始尝试进行传统英语教学模

式的优化，但是这种传统的教学思维仍然制约着部分英语教师，使

他们在进行英语教学改革的时候，仍然会不自觉地倾向于学生理论

知识的培育，忽略引导学生开口说英语、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

运用能力。 

2.3 学生对语音和语速掌握不扎实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语言环境、教师的发音等因素，很

多学生在与英语初步接触时没有形成正确的英语发音意识，难以准

确辨别一些字音相似的单词，如 flower 和 floor。英语发音有多种形

式，如美音、英音等，这些发音形式在发音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对

学生听力效果造成很大影响。在英语听力教学中，教学内容主要以

教材中的录音及教师语速为标准，相较于听力材料的发音速度，这

些发音速度普遍偏慢，尤其是涉及连读、弱读等情况，学生需要很

长的反应时间。这样一来，彻底打乱了听力的节奏，致使学生的听

力理解效果受到很大影响。 

2.4 听力学习心态不端正 

应试不仅是对学生能力的检验也是对心态的考验。许多研究表

明，情感因素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而焦虑是语言学习中复杂

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情感因素之一。听力通常是极易失分的部分，

也一直被看作最易引起外语学习者焦虑的技能之一。学生往往对自

身听力能力缺乏自信，对听力产生紧张甚至恐惧心理，影响听力水

平的正常发挥。田建菁通过对部分初三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听力

焦虑水平确实影响着对听力的理解程度。大部分学生都表现出中等

程度的听力焦虑；中等听力水平及较低听力水平的学生占多数；被

试学生的听力焦虑水平与其听力成绩间也呈显著的负相关。 

3 核心素养要求下，初中英语听力教学有效指导策略 

3.1 创建良好的语言环境，培养学生英语的听力习惯和意识 

环境对事物的效率或是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学习也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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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道理，创造一定的学习氛围和学习环境对提高学习效率和养成

良好习惯有一定的作用。初中生虽然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是

对学习习惯的养成没有好的规划和意识。因此，教师的有效引导和

教学策略对学生的学习效率有一定帮助。因为英语的学习目的就是

更好地交流，所以教师可以通过创建一定的语言环境来培养学生的

英语听力意识，让学生养成仔细听、认真听的好习惯。教师首先可

以从实际的生活和学习入手，营造一定的场景和交流模式，让学生

通过交流获取一定的信息。学生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听力思维就会

活跃，就会用心地去听。整个过程也是对听力能力习惯的一种培养。

英语教师通过有效的策略引导，让学生从潜意识中认识到了英语听

力的重要性，无形中培养了学生认真听、仔细听的好习惯。例如，

在学习初中课本《Unit1−Where−are−you−from−?》这节内容的

时候，由于学生刚步入初中阶段，学习习惯和意识都比较薄弱，所

以也是教师向学生渗透听力意识的最好时机。教师可以通过结合本

节课的内容对学生进行实际生活中的听力习惯培养，如可以安排学

生之间借用所学内容进行英语交流：“What’s−yourname,please?”

当一名学生提出问题时，另外一名学生就会认真地去听，去理解，

然后进行回应。虽然这是一种最简单的交流方式，但是在交流的过

程中学生就会潜意识地去仔细听、认真听。通过这样的引导，学生

就会意识到学习英语是从听开始的，进而在后期的英语学习中，听

就成了学生英语交流的重点学习对象。教师还可以让学生用英语做

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提问其他学生这名学生来自什么地方。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在以后的英语课堂中一律使用英语交流，教师用英语提

问，学生用英语回答，形成一种好的学习习惯。英语教师利用英语

交流创建浓郁的英语学习氛围，对学生的听力意识有一定的渗透作

用，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听是英语学习的一大重点，养成一

种良好的交流习惯，从而让听和说的能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3.2 融合现当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增强初中英语教学活动的创

新性 

要想促进学生创新英语思维能力的培养，那么教师在进行教学

活动的时候，也要注重进行个人教学方式的创新。就比如说现当代

科学技术的运用，在英语教学活动当中也能够起到很好的创新驱动

作用。所以，教师可以尝试融合性当代科学技术来增强中日英语教

学活动的创造性，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例如，英语教师在

每一次的课堂教学活动当中，都可以适当的穿插一个知识分享环

节。在知识分享环节当中，可以让学生一个人或者是小组的形式来

进行。但是，每一个分享的个人或者小组都需要自己进行 PPT 的设

计，英语教师可以在每一次的课堂环节当中，都确定一个不同的主

题。 

3.3 逻辑性思维的培养策略 

逻辑性思维的培养是全面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一个关键

性要素。因此，在初中英语听力教学中，除了培养学生的拓展性思

维外，还应该进一步地帮助学生发展他们的逻辑性思维。例如，在

听前这个环节，学生需要根据题干中的已有信息，对听力文本中的

一些未知信息以及可能会提到的一些重点信息进行初步的推理和

判断。而推理能力和判断能力则是逻辑性思维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生拿到听力题目时，首先，对题干中的相关信息进行标记。

标记方法主要有下划线、画圈等。在勾划出题干中已知信息的基础

上，首先推断每一道题中有可能会提到的一些未知信息，或可能的

答案。在听前这个环节，学生也可以根据听力文本的标题以及题干

中的已知信息，来猜测文本的重要内容。这也是提升学生逻辑性思

维能力的关键。 

3.4 合理选择听力资料 

好的英语听力资料可有效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的文

化素养，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不仅如此，纵观往年的高考英语听

力资料可以发现，这些资料与生活存在密切关系，在选择听力资料

时一定要保证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和实效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引导学生广泛听取各类地道的听力资料。在交际中增加冗余

性干扰信息是英语听力设题的一大策略，学生在倾听资料时常常出

现遗忘或混杂等情况，无法对关键信息进行精准把握。近年来，高

考英语听力试题表现出了较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这些听力资料不

仅拥有较长的篇幅和偏快的语速，还存在一些生疏的词汇，给学生

造成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可引导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广泛听取地道的英文资料、广播等，让学生熟悉和适应语音

语调，可有效提高学生的瞬时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在初期训练时，

先选择一些语速缓慢的资料，如 BBC、VOA 等，随着学生英语听力

的逐步提升，再选择一些语速较快的资料，如当下热门的时事新闻、

社会热点问题等，通过这样的训练，让学生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类英

语听力训练。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勤听历年高考听力真题。想要在短

时间内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勤听高考听力真题非常必要，这一策

略尤其适用于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通过反复听取高考听力真题，

可以让学生对一些常见的听力题材进行全面了解，深刻地把握高考

设题思路和解题中应该注意的微技巧，以此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

听前预判能力以及提取主旨大意能力，让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更加游

刃有余地获取关键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听力题型时，应充

分结合学生的学习弱点和学习诉求对听力题型进行针对性、合理性

的选择，从而帮助学生提升英语听力。如在进行针对性的语音训练

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听力水平，为学生调试不同的语速，在学生

适应一种语速后逐渐加快，帮助学生适应正常听力语速。 

结语 

总之，在初中阶段的英语听力教学过程当中，为了能够有效地

提高学生听力信息的获取、处理以及运用方面的能力，教师必须掌

握正确的听力教学的步骤。同时，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也应该注

重向学生讲授相关的听力技巧和策略，从而不仅能提升学生的听力

理解水平，还能为学生的听力后环节语言运用类活动搭建一个重要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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