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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自主听力教学正在全国许多高校试行并逐步推广。本文通过对华中农业大学非英语专业一年级

学生进行的调查与分析反映了在2+1+1+X教学模式下学生对网络自主听力课的适应情况。指出在大学英语听

力教学改革的背景下,网络自主听力课的自主学习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一些积极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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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ently,web-basedautonomouslisteningteachingispracticedandpopularizedinmany
universitiesinChina.Throughinvestigationandanalysis,thispaperreflectstheaspectsoftheadaptabili-
tytoweb-basedautonomouslearninginthelisteningclassofnon-Englishmajorcollegestudentsof
gradeone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hichisbasedonthe2+1+1+Xteachingmodel.This
paperalsopresentssomeproblemsunderthebackgroundofteachingreformofcollegeEnglishinlisten-
ingclass.Correspondingly,it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nhowtoimprovetheeffectsofweb-based
Englishteachinginlistening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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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2004年以来,教育部在全国180所高校开始

推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试行)规定:“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

技术,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改进原来的以教师讲授为

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各高等学校应根据自身的

条件和学生情况,设计出适合本校情况的基于单机

或局域网以及校园网的多媒体听说教学模式,有条

件的学校也可直接在互联网上进行听说教学和训

练”[1]。语言习得来自大量可理解的输入,而来自

于听的输入对语言习得起着关键作用[2]。听力教学

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国
内不同学校对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总体上分

为两大类:(1)延续传统的听力课堂进行听力教学。
部分高校开设听力必修课,学生在语言实验室上课。
另一部分作为选修课,不单独考试,笔试试卷中不含

听力;平时不记分,学完也不考试,即使进行考试,成
绩不记入档案[3]。从教学手段上来说,很多高校把

多媒体作为新的教学手段引进听力课堂;一些学校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每周2学时的听力课,由教师通

过学校调频或音频台授课;一些条件允许的学校甚

至利用网络资源,开发大学英语听力 WebCT学习

平台,培养听说读写能力[4];以“交际、MSN即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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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工具为纽带,构建基于 WebCT学习平台的听力

主题教学框架[5]。(2)取消传统的听力课,听力课程

改为零课时,学生到自主学习中心去进行自主听力

训练。在一些条件许可的高校,由于学生通过其它

方式训练听力,院校不专门开设听力课,学生课外自

己练习听力。一些学校基于互联网和校园网的多媒

体教学模式强调个性化教学与自主学习。学生根据

教师的指导及自己的特点、水平、时间、学习风格等,
通过校园网的大学英语教学平台中的“教学/学习系

统”、“资源库系统”和“教学/学习管理系统”,实现非

定时,多地点的听力学习,即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

水平的学习内容和时间并根据自己的学习风格,在
校内多媒体教室、电子阅览室、图书馆甚至寝室随时

随地进行听力学习。并能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进步

情况,得到相关信息反馈,调整继续学习策略,达到

最佳学习效果[6]。
在此背景下,我们在07级进行了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将总学时减少到约226个学时。改革后的具

体教学模式为“2+1+1+X”,即每周2个学时的综

合英语课程;隔周2个学时的口语课;隔周2个学时

的网络自主听力课,多班配一名答疑辅导教师;以及

课后自由上机学习的教学模式。不单独设置听力面

授课,但期中(末)笔试考试中听力占35%。学校安

装了大学英语《新视野》视听说教材软件系统和雅信

达英语学习互动平台软件,供学生自主学习使用。
一方面,学生在隔周2个学时的网络自主学习时

间内,在规定的网络教室里(电脑与校园网相连)
登录上述学习软件,自主练习听力;另一方面,学

生可以通过任课教师、网络、或用 MP3录制英语

音频学习材料或以其他方式按照自己的需求练

习听力。为了了解教学实施者和教学对象是否

适应网络自主听力课的教学情况,作者进行了研

究。

  二、对适应性的分析

本研究主要通过两次问卷调查、观察以及多次

面谈的方式,获取网络自主听力课学习过程中学生

自主学习适应性的数据:(1)学生对网络自主听力的

学习形式是否适应? (2)新的模式中听力教学是否

存在着不适应的方面,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调查

对象是华中农业大学792名2007级全日制本科生。
覆盖24个班级,共14个专业,包括文、理、工、商等

专业。随堂发出调查问卷792份,收回有效调查问

卷792份。采用了统计分析、整理归纳和Excel2003
软件工具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分类和分析。经过

后期处理,得到如下数据。

1.自主学习者的基本情况

在792名 被 调 查 对 象 中,男 生 占 55.18%。

68.94%学生来自农村和乡镇地区,超过一半的学生

参加高考时不需要考听力。在统计过程中作者还发

现38.26%参加过高考听力测试的人数中仍有大部

分学生的听力成绩不计入高考总分。这表明:由于

农村教育资源、环境以及高考要求的限制,农业院校

大部分学生的英语基础不好。在以后的自主听力学

习过程中,在诸多方面还需要老师的指导(见表1
和表2)。

表1 学生对听力的学习心理状态与方法(按重要性的程度可多选,最多选三项)

内 容 选 项

1.你觉得什么是导致听
力困难的原因?

语音 词汇 语法 语速 题材 篇幅 体裁 背景 其他

人数(人) 290 581 84 551 234 166 69 135 8
比例(%) 36.6% 73.4 10.6 69.6 29.6 20.9 8.7 17.1 1.0

2.你训练听力时的精
神状态如何?

很集中 做其它的事 经常走神 想睡觉 紧张焦虑 其他

人数(人) 409 40 177 24 96 49
比例(%) 51.6 5.1 22.4 3.0 12.1 6.2

3.你平时训练听力的
方法是什么?

老师上课
放录音

收听电台广播或
看电视节目

复读机 MP3/4 网络 其他

人数(人) 672 107 276 89 22 36
比例(%) 84.5% 13.5% 34.9% 11.2% 2.8% 4.6%

4.你对听力材料的处
理方法如何?

听一遍 反复听直到听懂 听与朗读结合 听说结合 听与记录结合 其他

人数(人) 224 230 90 36 140 66
比例(%) 28.3 29.0 11.4 4.6 17.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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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学生对训练听力的兴趣情况

内 容 选 项

5.你对训练英语听力的兴趣如何? 很大 不太大 不大 没有 其他

人数(人) 472 210 48 47 15

  表1说明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还十分欠缺,没
有形成良好的听力学习习惯和掌握学习策略。因

此,他们上听力课时感到紧张,甚至感到无趣。但从

表2可看出:学生对大学英语听力课的兴趣还是十

分浓厚的,期望值较高。
大学英语2+1+1+X教学模式中网络自主听

力课的学习方式对具有以上特点的农业院校的学生

来说到底能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

选择最有效的、且适合自己的听力训练方式,积极主

动地帮助他们提高英语听力能力? 一年之后,作者

再次对学生网络自主听力课的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

分析。

2.2+1+1+X教学模式中学生网络自主听力

课的适应性分析

(1)教材的使用和教学情况。目前学生在网络

自主听力课上主要使用的教材:一是大学英语《新视

野》视听说教程。此教程是听力课的主要教材。共

两册,每册十个单元,为四个学期所使用。学生隔周

上网学习2学时。1学期平均14学时,(实习班级

不足14学时),多个班级配一名英语辅导教师。二

是综合教程,即《新视野》读写教程作为听力课的辅

助教材。学生可以结合综合课程中教师面授的内容

在网上进行练习。每学期一册,共四册。学生在

2+1+1+X教学模式中学习了近一年之时,作者对

上次接受过问卷调查的24个班级的792名学生再

次进行了随堂问卷调查和谈话;并对一线任课教师

进行了访谈。经过统计和整理资料得到了学生和教

师对网络自主听力课的评价。
(2)学生能适应的方面。总体来说,网络自主听

力课的形式是好的。通过多媒体手段,学生能更熟

练地运用网络获取学习资源。其教学模式新颖、程
序良好并且节约了教学资源。能激发学生自身探索

与学习的兴趣,调动了积极性。学生一起在网络教

室里上机学习,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定期的训

练避免了学生听力训练的随意性,使大多数学生能

跟上教材的进度。具体有以下六个方面:①网络自

主听力课的形式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视听说平台。学

生有宽松的、实践式的自学时间和更大的自由空间;

可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去合理安排和选择听力材

料的顺序及符合个人品味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
可针对自己的弱项进行专项训练或反复练习。这不

仅提高了学生自主独立的学习能力,也可以让不同

层次的学生各取所需,从而增强了学习的目的性。
学生可以及时地检验自己,从真正意义上实现自主

学习;②学生感觉轻松,没有心理压力。他们不再

因害怕面对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紧张感,也
可以摆脱答错问题时出现的困窘心理。人机对话给

学生一个自我表现的学习舞台,消除了部分学生因

羞涩而不敢开口说英语的不良习惯。在这种教学模

式下,学生在听的时候敢说而且肯说;③听力材料

多样化,贴近生活。大部分学生认为教材量适中,内
容编排较好,由易到难,由简入繁,比单一的课本好。
特别是SpeakingOut部分有图有景、画面精美、生
动有趣、有时代性、涉及面广,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视频项目里对话内容场景逼真,让人有亲临其境之

感,易被学生接受和理解,易模仿。这部分内容能让

不同水平的学生结合自己不同的口语程度,达到及

时复习和运用的效果,因此有较强的吸引力;④视

听效率较高。视听说网络版的语音标准度高,视听

效果好。学生能亲耳听到纯正、地道的英语,这对学

生的发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学生说或朗读时

能听到自己的发音,又能对比网上的发音,及时找出

不足并纠正语音错误。自我操作能给学生充分的回

答问题的准备时间,而不再是匆匆应付。这使学生

在学习中能分析自己的答题情况,了解到自己缺少

什么,应该补充什么。因此对自主学习能力强的学

生来说每节课的效率较高;⑤拓宽了知识面。通过

听对话、看视频,学生能了解到一些英美文化和异国

生活习俗;⑥提高了英语单词拼写的准确率。学生

在网络听力课自主学习时必须要自己上机操作,因
此获得了更多的使用键盘拼写单词的机会。特别是

一些以前未接触过电脑的学生,这种学习方式也提

高了他们使用电脑的能力。
总之,实践证明这种网络自主听力课的学习形

式是一个很好的自主学习互动平台,可以让学生利

用先进的教学设备、紧跟时代步伐、培养其独立完成

学习任务的习惯。同时也给教师留出更多的时间备

课和辅导学生。

3.师生不适应的方面

就在学生与教师对新型的2+1+1+X网络自

主听力课的学习模式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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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

处。
(1)网络自主听力课的安排周期太长。隔周一

次上机学习的次数少,时间过于集中。由于一次接

触的内容太多,大多数学生无法完成相应时段的课

程内容。学生上机训练听力时总想往前赶进度,导
致某些练习题型中的正确率还不到10%,没有达到

应有的保质效果,甚至还出现借他人答案抄袭的现

象。部分学生为了赶进度没有时间来练习个人感兴

趣的内容。这样不仅降低了学习效果,而且一些应

该掌握的学习内容也不能及时消化和巩固。
(2)教材的部分内容不适,学生不知如何作答。

如ListeningIn中的问答部分,学生不能根据难易

程度选择本题中的内容;另外系统对有些练习题型

反映迟钝,如Let’sTalk的第一部分很难准确地拖

移答案。录音部分较难录入,在“Speaking”,“Now
YourTurn”等环节中系统对选词填词项的语音识

别力较低;有些题型作用不大,特别是“鹦鹉”,Polly
总是听不懂学生所说的句子,浪费了不少时间,影响

了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自信性。有些类型的练习学生

不明白它是要求干什么。部分学生认为内容难易的

波动较大。部分参考答案死板,没有灵活性,如区分

字母练习等。而且大部分学生认为课本上的题型与

全国CET-4级考试的听力题型不大一致,不利于他

们对考试题型的熟悉和掌握。
(3)全新的听力学习模式使一部分学生无法适

应。学生认为网络自主听力课与以往的听力课教学

模式区别太大,听力学习没有教师方向性的指导。
网络模式太自由了,以至于部分学生不能合理分配

时间,目标不明确,盲目性较大,而且针对性不强。
他们不知道应侧重哪些部分去听,而只是一味地平

分时间,显然有些部分花的时间过多,导致他们对内

容进度把握不好。
(4)缺少师生或同学之间用英语进行交流的平

台。在听力的过程中,学生不了解集体的进度,不能

对某一具体听力材料的背景、文化内涵以及语言特

点有更深的了解,也无法知道听力训练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技巧性问题。因此,学生只能与电脑交流,对
不够清晰的发音或技巧性的情况自己很难识别出

来。听力资料不能很好地适应每个人现有的水平,
学生看不到听力材料的原稿,加上网络课上很少见

到辅导老师,有问题也不能及时解决。学生一时难

以找到突破口,也总结不出错误出现的原因。一些

基础较差的同学难以跟上要求的学习进度,从而影

响了学习情绪,甚至有的产生了挫折感。部分学生

感觉枯燥无味,一些自觉性和自制力较差的学生没

有学习动力。由于没有老师在身边,完全靠自觉,他
们会出现放任自己的情况。所以“自主”学习对一部

分学生来说是拘泥于形式,无法落实。
(5)网络资源条件有限,日常自主学习困难。大

学英语《新视野》教学软件的网络覆盖面积小,使用

区域有限,教师和学生都只能在网络教室里使用。
大一学生没电脑,课后上机受到限制。除少数学院

提供课后上机的机会外,新教学模式中的“X”项已

成为盲区。学生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巩固和复习,
有些学生只依赖课上提高听力能力,课后不愿花时

间,常常会忘记上次网络课中学到的内容。即使有

学生找到地方上网学习,也很少象上课那样去听。
因此也难有所进步。

(6)网络和电脑故障导致学习效率低或无记录。
在网络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对系统的某些操作环

节不是很了解,如Speakingloudly环节,也会导致

网络系统或电脑出现一些故障,但往往由于难以及

时解决问题而造成了时间的浪费和无学习记录。
(7)缺乏良好的监督机制,网上监控作用不佳。

一方面,由于任课教师对听力软件的使用也受到了

限制,不能及时了解自己班级学生网上学习的情况,
与学生交流不畅通;另一方面,任课教师不能辅导自

己任教的班级,因此一年多以来学生缺课、迟到和早

退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些班级的出勤率只有50%。
同时学生上网络听力课也出现了懈怠、上网、看电影

或干其它事情的现象。大部分任课教师未能真正将

网络自主听力学习情况纳入该学生该学期的终结性

评估之中。
以上各种问题表明网络自主听力课对部分学生

来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几点思考

作者看到一年来,网络自主听力学习反映出了

令人高兴的一面。学生由教师在课堂上控制听力内

容和进度,跟着被动地听,转变到由自己操作、安排

和掌握其课程内容及每节课进度的形式,这种自主

性的听力学习是一次教学上的重大改革。同时,我
们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

意的地方,无论对学生、教师,还是对学校都存在着

诸多不适应其发展的方面,对此需要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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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和学生要改变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的转变是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

为中心的转变;更注重培养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和自

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思想和实践的转变 [1]。网络自

主听力学习形式已把以前课堂上师生之间的单向交

流改变成了学生与网络、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
教师与网络之间的多维互动。听力教学模式是以学

生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主的交互式和富有个性化

的学习行为。而教师的作用则是对整个听力教学过

程进行引导、调控,对学生反馈的信息进行智能分

析,帮助学生学习,即教师起到辅助者、帮助者、促进

者的作用[7]。在自主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提高学

生对网络自主学习的意识,以帮助学生适应他们在

自主听力课中的角色转变。教师应有针对性地给学

生以指导,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听力水平的材料

和学习方法进行听力训练,获得学习策略,逐步提高

其自主学习能力和听力能力。辅导教师要多巡查课

堂,加强对学生的学习监督。改进评估体系,采取多

种评估手段和形式,强调形成性评估。学校和教师

自己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让教师尽快地熟悉上网学

习、网络监控和网上交流的操作系统。网络环境下

的自主听力学习过程是一种发散式的创造思维过

程,不同的学生遇到的困难不同,教师应针对不同情

况作出适时的反馈[8]。及时了解、发现和解决学生

的问题。

2.应因材施教

有必要调整《新视野》视听说教程内容的适合

度。对一些因系统设计不完善的部分进行删减,增
加一部分适合学生兴趣、要求的内容。如大学生英

语竞赛的实况录像、英美短文、新闻和歌曲;日常生

活话题和四六级英语考试题,以及科普方面的录像

等。发挥好英语学习互动平台等软件的作用。教师

可对听力内容进行分级,对不同水平层次的学生提

出同一学习时段中的不同要求。对部分听力基础较

差的学生采取个别指导或提供相关资料的方法,帮
助他们了解和掌握听力理解技巧。另外,教师可在

综合课和口语课上结合听力课本的内容给予指点。

3.扩大上网学习区域,调整上网学习频率

向学生开放学校以及其它学院的微机室,增加

课后学习机会。校园英语广播也可增添视听说教材

内容的栏目,不定期地播放。网络教学软件公司也

应对其软件进行更新和完善。在编写教材时编者可

将听力材料划分难易度并标出,以便学生选择使用,
另外提供可供下载的内容让学生课后进行脱机训

练。

4.其它需要改进的问题

除以上问题需要改进之外在于,对学生的学习

管理和评估问题;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问题,包括

对学生进行听力技能的指导问题;教学模式中X的

落实与实施问题等等,还有待相关部门和师生的协

同努力,方可使网络资源在农业院校大学生英语自

主听力学习方面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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