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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申“情感输入假说”对线上外语教学的启示

李晓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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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克拉申语言监控理论中的情感过滤假说在二语习得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该假说明确提出情感因素会影响二语习

得的效果。在“互联网 +”的时代大背景下 , 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纵深融合是外语教学改革的趋势之一 [1]，但也带来新挑战。

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对线上外语教学有深刻启示，能够激发学生线上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增强学习自信心，减少学习外

语时的焦虑情绪，以达到切实提高外语课程线上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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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 +”时代推动了在线高等教育的发展，“十三五”

规划强调建设网络化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型社会。[2] 线上教

学成为新趋势，对外语教师和学生构成挑战。外语学习与

情感因素紧密相关，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曾提出“情感过滤假说”，指出情感对第二语言习得

有重要影响。因此，在线上外语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学科

特点和学生情感变化，融入情感教学，以发挥学生学习潜

力和提高学习效率。

2.	 克拉申“情感过滤假说”

1985 年，克拉申教授提出的“监察模型”包括五种假说，

其中“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是核心。后者揭示

了情感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认为积极情感使习得

者“过滤器”打开，易于接收可理解性输入信息；消极情

感则使“过滤器”关闭，阻碍语言输入。[3] 主要涉及动机、

自信心和焦虑三个情感因素。因此，教师在知识输入的同时，

还应关注学生情感，适当调节其心情，以促进语言习得。

3.	 线上外语教学现状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不断革新，不断改变

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教育信息化

不断发展，衍生出在线教学的全新模式，各种各样的线上

教学软件层出不穷，钉钉、腾讯会议、zoom、雨课堂、We 

Learn 随行课堂等软件以其各自的优势位于榜上。线上教学

的开展体现了我国飞跃发展的智能网络化信息技术，教师

和学生通过网络课程获得的教学资源数不胜数。但是，由

于师生间互动的局限性和网络卡顿等情况，线上外语教学

也迎来了一些挑战。

3.1 学生学习动机不足

在线上外语学习中，学习动机不足的现象常受多重因

素交织影响。线上环境减少了即时的师生互动与反馈，使

学生容易感到孤立，难以形成积极的学习氛围，导致内在

动力下降。此外，线上学习要求学生具备更高的自我管理

能力，部分学生因缺乏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时间管理而感到

挫败，影响了学习积极性和持续性。课程内容若不符合学

生兴趣、需求或实际水平，则难以激发其学习兴趣，学习

动机自然减弱。同时，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使学生难以看

到学习成果，减少了持续学习的动力。技术适应性问题、

外部环境干扰及自我效能感低下等因素，也进一步加剧了

线上外语学习动机不足的现象。

3.2 学生产生焦虑情绪

在线上外语学习过程中，学生常常会产生焦虑情绪。

这种焦虑可能源于对技术平台操作的不熟悉，担心因技术

故障而影响学习进度；或是由于缺乏面对面的即时交流，

学生在虚拟环境中感到孤立无援，担心自己的问题和困惑

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再者，线上学习要求学生具备更强的

自我驱动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部分学生可能因此感到压

力巨大，担心自己无法跟上课程节奏或达到预期的学习效

果；另外，对外语能力的自我怀疑，担心在虚拟课堂中的

表现被评判或嘲笑，也是导致学生焦虑的重要因素。这些

焦虑情绪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参与度，还可能对

其心理健康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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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生学习效率降低

在线上外语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习效率的降低是一个

显著的问题。一方面，线上学习环境的虚拟性减少了师生

间的即时互动，使得学生在遇到学习难题时难以及时获得

解答，导致问题累积，学习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线上学

习要求学生具备更高的自我管理能力，但部分学生可能因

缺乏有效的时间规划和学习策略，难以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和任务，导致学习时间被浪费，学习效率低下。此外，线

上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虽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

但也可能使学生感到信息过载，难以集中注意力，进一步

降低了学习效率。同时，家庭学习环境的干扰，如噪音、

家庭成员的活动等，也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学习效

率的提升。

4.	“情感输入假说”对线上外语教学的启示

4.1 合理安排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动机

教师在课前应深思教学方法，从提升学生身心健康出

发设计教学方案，注重培养学习兴趣和终身学习意识，全

面理解心理健康教育，在线上教学中兼顾学生心理，特别

是在激发学习动机方面下功夫。课上，教师应引导学生适

应新教学手段，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学生快速融入新模式，

顺利开展线上外语教学。课下，教师需提升语言能力外，

还需掌握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基本与高级技能，因网络课堂

与传统课堂差异大。教师应不断学习，熟悉新教学手段，

如视频制作、录制、查阅资料及学生评价等，以增强学生

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根据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

强烈的学习动机能开启“过滤器”，使更多语言输入进入

语言习得机制，增加可理解性信息输入，促进语言习得，

提高线上外语教学效率。因此，教师在线上外语教学中，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以提升教学效果。

4.2 改善网络设备，提升学生学习热情

学校教学部门应与教学软件部门紧密合作，确保提供

友好、稳定的线上教学平台。鉴于新冠病毒仍小规模爆发，

未来高校可能继续采用线上或混合式教学。因此，相关软

件的研发与改进至关重要。良好的网络环境能让线上外语

教学更加平稳，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与信心。反之，网络中

断、视频卡顿等问题会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热情，根据克拉

申情感过滤假说，消极情绪会阻碍语言输入。为此，学校

应定期举办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缓解学生负面情绪，鼓励

他们以积极态度学习，促进语言习得。同时，举办语言类

演讲比赛能激发学生语言学习热情，提高学习动机与技能，

增强语言信心，有助于线上外语教学。综上所述，学校需

与教学软件部门合作，确保平台稳定；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缓解学生压力；举办语言活动，激发学生热情。这些措施

共同作用于线上外语教学，能切实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

生语言习得，同时也为其他课程的线上教学提供有益参考。

4.3 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减轻学生的焦虑情绪 

线上学习环境的特殊性常使学生感到孤独与不安，影

响学习动力和语言技能发展。在线上外语教学中，教师需

注重情感投入与交流，营造温馨、支持性的学习环境。教

师应利用线上平台优势，如即时通讯工具、虚拟教室等，

与学生建立情感联系。通过一对一沟通、小组讨论、在线

问答等形式，深入了解学生需求、兴趣及困难，给予个性

化指导。鼓励学生表达感受与想法，视为调整教学策略的

宝贵信息源，增强课程吸引力。分享个人学习经历、文化

故事、语言学习小贴士等，拉近师生距离，建立共同兴趣

和目标的情感纽带。非正式交流缓解学生焦虑情绪，激发

学习兴趣，促进深层次语言习得。根据“情感过滤假说”，

良好师生关系是减轻学生焦虑、提升学习效率的重要基石。

教师应积极运用情感策略，营造理解、支持与鼓励的学习

环境，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探索语言魅力，享受学

习乐趣。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线上外语教学质量，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5.	 结语

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为广大教师不断摸索和探

讨新的教学方法，不断总结新的教学思路和经验提供了强

有力的理论指导，对线上外语教学更是意义深远。[4] 外语

教学是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的有机统一，一位合格的教师

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充分认识到心理情感

因素对学生认知过程的影响，要善于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诱发学生学习动机，增强其自信心，有效降低情感过滤，

减轻外语课堂的焦虑度，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通过线上外

语课堂习得语言，提高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这样线上外

语教学机制才会越来越完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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