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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克拉申提出的情感过滤假说，影响二语习得的情感因素包括学习动机、自信和焦虑。通过对大学英

语教学中的焦虑情感进行一些新的思考，指出产生焦虑的内因和外因，并试图提出缓解焦虑情绪的应对策略，教

师可以从教师态度、评分标准、纠错与课堂问答、课堂活动与课堂氛围、教师课堂语言、多媒体与网络教学手段、

良好的班级氛围与互助体系等七个方面进行应对，以期缓解焦虑，建立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构建人文教育的氛围，创造和谐的学习环境，体现教师对学生的情感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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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anxiety)是在压力状态下产生的一种情
绪紧张状态。《心理学词典》（美 阿瑟 •S 雷伯
著）给出的定义是：焦虑是泛指一种模糊的、不

愉快的情绪状态，具有忧虑、惧怕、苦恼、心神

不安的特点[1]。重视焦虑这一现象并对其进行了

系统研究的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此后他的追随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各大心

理学流派，包括人本主义、行为主义、认知流

派等也纷纷推出了关于焦虑的理论。在弗洛伊

德理论中，认为如果要实现无意识的愿望，或

按该愿望行动，则焦虑起着一个信号的作用。

在学习理论中，焦虑指一种次级的内驱力，它

驱动人们做出回避反应[1]。 
一、焦虑对大学英语学习者的影响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

语言本身的输入与输出，而忽略其他方面对学

习的影响，如情感、文化、环境等，显然不能

称之为成功的教学，其中的情感教学正是本文

所要探讨的问题，探讨把学习者的消极情感，

如焦虑如何转变为积极的、有利于促进学习的

情感。1985 年，克拉申（S.D. Krashen）在其

著作《输入假说：理论与启示》中提出了情感

过滤假说（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他认
为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情感因素包括学习动机

（motivation）、自信（self-confidence）和焦虑
（anxiety）。这是对第二语言习得中焦虑的最早
的论述。他认为学习者情绪稳定，焦虑水平低，

障碍就小，因而获得的语言输入就多；反之，

则少。对于焦虑，他是这样叙述的：“无论是就

个人而言还是在课堂上，焦虑的程度越低，对

第二语言习得越具有传导性（ low anxiety 
appears to be conductive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whether measured as personal or 
classroom）。”但克拉申没有对语言焦虑作深层
的分析[3]。语言学界也一直对焦虑与第二语言

习得的关系存在争论。根据麦克因泰尔和加德

纳(MacIntyre & Gardner) 的研究，焦虑对外语
学习的影响在语言输出阶段表现最为明显[4]。

杨(Young)认为外语学习成绩与焦虑之间并无
显著相关性，她认为能力是影响外语学习的更

为重要的变量[5]。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语言焦虑

是阻碍学习者外语学习的，而且焦虑对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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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信心都有负面的影响。 
二、大学英语学习中焦虑产生的因素 

心理学家沙利文（H.S. Sullivan）指出焦虑
是自尊遇到危险的信号，是一个人在重要人物

心目中的地位遇到危险的信号。他认为引起焦

虑的因素是自尊和被评价意识[6]。2005年，张
珺莹对大连理工大学 55 名非英语专业大三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导致非英语专业学生英

语课堂焦虑的原因有五个方面，分别是过低的

自我评价和竞争意识，考试，交际能力，课堂

活动形式和英语学习本身[7]。 
笔者认为在大学英语学习中焦虑产生的因

素有学习者的内在原因也有其外部原因。内在原

因跟学习者的自我差异认知和自身性格有关。自

我差异理论是由心理学家希金斯(Higgins)提出
的，他将自我界定为三个领域:实际自我，即个
体认为自身实际具有的特性；理想自我，即个体

希望自身具有的特性;应该自我，即个体认为自
身在有关承担责任和义务方面应该具有的特性。

实际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之间的不一致导

致自我差异的产生，从而引发焦虑[8]。学生入校

后，有部分会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感觉良好，但

是当和同学相比时会发现有很大的不足，自己

的英语水平并没有自认为的那么好，就会产生

实际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差异。有些学生对自己

要求过高，而自己没有达到那个自我要求时，

也会产生实际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差异。而有些

学生，本来就认为自己的英语不是那么好，再

和同学相比，就更容易引起自卑等负面情绪。

还有些学生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别人

对自己评价不高时，就很容易将其归因于能力

不足、个性缺陷、缺乏魅力等内在因素，从而

降低或损害个人的自尊，引起自卑、放弃等消

极情绪，甚至会使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焦虑。 
外部原因跟学习者曾遭受过的挫折、他人

的影响（包括父母与教师等）和考试有关。社

会学习学派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中，认为挫

折不仅仅引起攻击，还会导致其他可能的反应

有退缩、冷漠、焦虑等。当学习者在英语学习

上曾经遭受过挫折，或受到过老师不公平的对

待与讥讽，或父母以及老师对他的英语水平总

是持否定态度，他就会对英语学习产生不自信、

焦虑，甚至逃避，厌恶的心理状态。如果父母、

老师对学习者要求过高，而学习者总是达不到

那个要求时，也会产生焦虑。考试的压力也是

引发学习者焦虑的外部因素。当学习者某次英

语考试失败，在下一次英语考试前这种惧怕的

焦虑情绪太大，以至于无法转化为动力时，焦

虑自然会造成考试的再次失败，如此就会恶性

循环下去。 
三、大学英语教学中焦虑应对策略新思考 

重视学习者的心理与情感是教学中不可忽

略的一个方面，笔者经过多年教学探索与实践，

认为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应对。 
一是教师态度。在情感教育中，教师的态

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要热爱这份职业，

要有责任感，要爱每一位学生，尊重并重视每

一位学生，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况，对每

一位学生充满信心。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

（Rosenthal. R.）于 1968年做了教师对学生的
期望效应试验。实验结果证明教师对学生期望

（即便是虚构的信息诱发出来的期望）可以提

高学生的成就动机。反之，如果教师对学生不

抱期望，学生的成就动机就会相应降低。由此

断定教师期望能轻易地引起“自我实现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effects），即人们对某
种情境的知觉可能改变该情境以适应其知觉。

教师期望的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常被简称为“教

师期望效应”。在该效应的启示下，教师应该仔

细观察每位学生并根据其个性、行为与学业成

绩形成不同的期待，然后按照不同的期待，因

材施教，促使学生向着期望的方向发展。因此，

对具有焦虑情绪的学生，教师要深入了解，设

立合理的期望，促使其自我实现，从而建立自

信，缓解焦虑。 
二是评分标准。大学英语传统的评分标准

包括学生的平时成绩，口语成绩与期考卷面成

绩。为了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尤其是口语考

试焦虑，教师应调节评分标准，评分不仅要根

据学生英语水平，还要根据他们的努力程度综

合给分。笔者会在开学之初，参考学生高考英

语成绩与入学考试成绩，同时通过上课仔细观

察每位学生的英语程度与口语水平，建立表格

定期追踪，将学生的每次进步都记录在案，适

时地给出反馈与表扬，并告诉他们由于各省市

地区对英语的要求不同，造成口语与听力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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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老师主要会以他们的进步幅度与努力程度

给出平时成绩与口语成绩。结果此举令学生感

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被重视以及被尊重，

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课堂上更加踊跃发

言进而将焦虑转变为了动力，英语成绩有所提

高。因此，采取措施表示出教师的理解与支持

会令学生尤其是敏感的学生放松心情。 
三是纠错与课堂问答。科德把学习者所犯

的错误分为失误和偏误两种。失误是指偶尔产

生的口误或笔误，学生自己意识到会立刻自己

改正。如中文在口语中“他”与“她”同音，

因此学生受母语的影响在用英语表达时常会把

“he”与“she”说错， 但他们一旦意识到马
上会自己改正，对于这类失误教师不必纠正。

偏误则是指由于目的语掌握不好而产生的一种

规律性错误，它偏离了目的语轨道，反应了说

话者的语言能力和水准。如学生常常忘记英语

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现在时动词后面要加“s”，
这类错误一般学习者自己难以察觉，同一错误

会多次重复出现。在英文写作练习中教师可以

采取学生自己修改，互换修改，课堂不指名道

姓的讲解等办法纠错。但在口语练习中应谨慎

对待纠错，如果每误必纠，势必会打击学生自

信心，产生焦虑，采取回避态度，消极地对待

英语。对于不得不纠的偏误，要注意方法，不

要伤及学生颜面。如学生表达的句子中有错误，

教师可用正确的英语重复一遍，同时对学生的

回答持肯定的态度，具有高焦虑情绪的学生一

般比较敏感，他们会立刻意识到并记在心里。 
具有焦虑情绪的学生往往对课堂回答比较

畏惧，他们又想回答又怕答错了遭到同学的讥

笑。教师可采取集体回答的方式缓解压力。如

有课堂讨论，教师可密切观察每位学生的面部

表情和身势语，焦虑的学生往往坐立不安不敢

与老师有眼神上的接触，教师这时可将较难的

问题抛给口语表达好、性格外向的学生来活跃

课堂气氛，然后根据焦虑内向的学生水平让其

回答一些较简单的问题，树立其自信心。教师

这时的眼神应该是真诚的、鼓励的，面带微笑，

面部不能出现不耐烦和讥讽的表情，要仔细、

饶有兴趣地听学生的作答，及时给出肯定与表

扬的话语。多次之后，具有焦虑情绪的学生会

渐渐放松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暗示法

(Suggestopedia)教学在缓解学生焦虑情绪，创造
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提高学习者的自信心方

面起了很大的作用[9]。笔者发现学生确实在得

到肯定与表扬的鼓励下，课堂气氛更活跃。 
四是课堂活动与课堂氛围。课堂活动要安

排合理紧凑，一节课不要设置太多问题，不要

咄咄逼人，对于较难表达的话题要给学生思考

与讨论的时间。讨论时教师可走下讲台参与其

中，与具有焦虑感的学生单独面对面地讨论，

态度要和蔼，学生会感到自己被重视，从而焦

虑情绪会缓解。笔者曾接触过很内向不敢回答

问题的学生，注意到她的表现后，在课堂讨论

中走到她身边就像朋友一样轻松地用英语交

谈，事后该学生竟密密麻麻写了满满三页作业

纸讲述了自己学英语的经历以及对老师的感激

之情，没有想到教师一个如此简单、如此平常

的举动竟会得到学生如此的反应与感激，深深

感到学生需要得到老师的理解与支持。教师不

能只是高高在上、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地传授

知识，外语教学尤其是口语教学更要注意学生

的情感。很欣慰的是此后该学生在英语课堂上

是认真而轻松的，学业成绩也很好并与笔者保

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教师不应把自己的不良

消极情绪带入课堂，要精神饱满、积极乐观，

因为教师的情绪就如“回声效应”一样会感染

每一位学生。同时，课堂上也可设置不同的游

戏环节，如猜词，猜谜语，词语接龙，讲幽默

故事，编故事等，尽量让每位学生参与其中，

寓教于乐，创造轻松的课堂氛围。 
五是教师课堂语言。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上

要使用英语进行教学，但如果使用过多超出学

生目前学习程度的词汇，势必会引起学生焦虑，

进而采取消极对待的方式。克拉申认为教师应

该使用“i+1”即“教师的语言”，i表示学习者
目前的语言水平，i+1 则是下一阶段应该达到
的语言结构的水平，即稍稍高出他目前的语言

水平，让他通过上下文，一定的语境或借助图

片、多媒体等非语言手段来理解 i+1 的内容，
这样既可缓解焦虑也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语言

水平。因此大学英语教师也要注意自己的语言，

帮助、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六是多媒体与网络教学手段。克拉申提出

的自然教学法(The natural approach)就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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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习得，提出在非自然条件（即课堂教学）

中最大限度地扩大对学习者的语言输入，让学

生沉浸在目的语中[9]。上课前播放振奋人心的

英文歌曲，一举两得，既让学生尽快进入英语

课堂中，又传递出在接下来的 100分钟里将沉
浸在英语世界里的信息。课堂上利用多媒体丰

富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建立网上交流平台，

多与学生交流讨论。利用网上教学资源，推荐

给学生优秀的英语学习网站，鼓励学生平时课

后多练多听，进行自主学习。课间播放英文歌

曲，英文脱口秀，英文访谈，英文影片等，既

让学生放松，又尽可能多地让他们接触到原汁

原味的英语。随着学生对英语越来越感兴趣，

自主学习能力渐渐提高，课堂上的焦虑情绪自

然会慢慢缓解，对英语交际与考试的焦虑也会

随之缓解。 
七是良好的班级氛围和互助体系。大多数

大学生离家求学在外，因此班集体对他们的影

响也很重要。文卫平，朱玉明认为班集体对同

辈集体成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是影响学生的情感，其二是影响学生的价值观

和行为模式，其三是影响教学效果[6]。为了建

立良好的班级氛围，除了班级干部和学生的努

力外，教师也应参与其中，建立学习互助小组，

并设立监管机制。以自愿为原则，5~6 人成立
一个学习小组，教师设置一些学习任务促使他

们共同完成，如合作完成一部英语口语短剧，

一起收集资料制作某一相关主题的幻灯片并向

全班同学展示等，期末由学生评选出最佳合作

团队，建立良好的竞争机制，让学生具有成就

感从而缓解个人的焦虑情绪。 笔者尝试每次从
不同小组中指定两人在课前做 3~5分钟的英语
演讲，演讲内容由他们自己定，此举让学生踊

跃参加，他们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展

示，内容五花八门，从英语学习、梦想、友谊、

自信、幸福、爱到介绍自己喜欢的影星、歌星、

球星、影片、沙画艺术等等。四川汶川发生特

大地震，学生表达对灾区人民的祝福；北京将

举办奥运会，他们回顾奥运主办城市；假期到

边远地区支教，向全班同学讲述支教的过程，

传递着爱与帮助。很多内容他们不仅要求自己

背下来，甚至还做成精美的幻灯片来展示。作

为老师的我不仅被学生广博的知识所折服，更

被他们的爱与责任感所感动，我相信这份爱也

会感动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 
四、结语 

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传道、授业与解惑，教

学更是一门学问和艺术。任何教学都包含情感

教学，外语教学也不例外。如果教师只注重传

授知识，对学生不闻不问，无异于一台机器。

一位称职的教师不仅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

着学生，也要注意学生的各种情感障碍，帮助

他们缓解焦虑，建立自信心，变压力为动力，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构建一种良好的人

文教育氛围，体现教师对学生的情感关怀，创

造和谐的学习环境。外语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还

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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