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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过滤假说理论在大学英语听说课堂
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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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 Krashen情感过滤假说理论，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动机、态度、自信心及学习外语语
言的焦虑情绪等情感因素，是影响学生认知获得差异的主要原因。针对学生在大学英语听说课堂
上存在的这些情感问题，可通过增加学生可理解性语言信息的输入，变换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学习的
动机和信心以缓解学生的焦虑情绪等方式，充分改善大学英语听说课的认知获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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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

一些语言学家为了找到有效的外语教学理论，提出

了自己的想法并开始做相关方面的研究。Dulay 和

Burt 在 1977 年提出了“社会情感过滤”的概念来解

释情感因素是怎样影响外语学习的过程。他们把情

感过滤定义为:“一种内在的处理系统，它潜意识地

通过情感因素来阻止学习者对语言的吸收。”［1］后

来 Krashen 也开始研究如何将语言教学和情感因素

结合起来，将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成为“情感过滤

假说”，提出了监控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解决了

外语教学过程中的很多疑问。
Krashen 的监控理论主要涉及了五个假说: 习

得—学习假说、自然顺序假说、监控假说、输入假说

和情感过滤假说。其中的情感过滤假说是依靠假定

学习者不同的情感状态来解决情感变量和第二语言

习得过程之间的关系［2］9。Krashen 认为影响二语习

得的情感变量主要包括动机、自信心和焦虑感［2］31，

这些情感变量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在他看来，如果学习者发现在课堂上

暴露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就会变得焦虑，他们的情感

因素就会像一个过滤器一样的阻止语言信息的输

入，有碍语言的习得。Krashen 强调“情感过滤”的

重要性，他认为消极的情感如缺乏动机、自卑、退缩

性焦虑等会使过滤器升高，从而形成语言习得过程

的堵塞。

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语言课堂教学是他们参加

的课堂教学中最容易激起焦虑的课堂学习过程。很

多研究人员已经关注到语言课堂上出现的这些焦

虑。语言学专家 Omaggio Hadley 认为一定程度的紧

张压力可能有助于语言的学习［3］12 － 20。然而根据

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说，低焦虑状态才是最好的学

习状态。
Ｒ． Oxford 在学习策略一文中提到了关于情感

和学习效率之间的关系，她发现积极的情感和态度

有助于促使语言学习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情感则

会阻碍学习的进程，甚至包括那些完全懂得如何学

习一门新语言的全部技巧的学生［4］。J． Arnold 和

H． D． Brown 对情感因素也做出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情感因素主要包括

感情、感觉、情绪、态度等［5］。
二、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说

根据 Krashen 的监控理论的思想，语言习得的

过程中需要有足够量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他用公

式“i + 1”来表达，i 代表学习者的语言水平，i + 1 代

表语言输入所需的略高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的语言

材料。不可理解性语言信息对于学习者就是浪费时

间。语言输入太过复杂也就是超过了 i + 1，学习者

不能接受; 语言输入太过简单也就是小于 i + 1，显然

学生也不能得到新的语言知识。当然如果语言输入

量不够的话也无法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6］。事物

发展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语言的习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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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
那么学习者有了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后就一定

能实现语言能力的提高吗? 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

说回答了这个问题。Krashen 把这些情感因素诸如

动机、自信、焦虑等定义为“情感过滤”。这些情感

因素被看作是可调节的过滤器，它可以决定语言输

入是否顺利通过，而语言输入只有顺利通过了过滤

器才能到达语言习得机制并为大脑吸收转化为自身

所习 得 的 语 言 能 力 ( acquired competence ) 。如 图

1［2］32所示:

图 1 语言习得情感过滤图

Krashen 用这个指示图说明了过滤器在学习者

的学习过程中是如何工作的。当过滤器比较高时，

也就是学习者出现了一些消极的情感因素时，途经

的语言输入将被堵塞，无法到达大脑的语言习得机

制，语言的习得过程就不能完成。而当过滤器比较

低时，说明出现了积极的情感因素，语言输入将会顺

利到达大脑，学习者成功习得语言。从图中我们也

可以得出，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只是刺激语言习得完

成的一个因素，而“情感过滤”则是妨碍习得成功实

现的因素。情感过滤假说解释了在所有第二语言或

外语学习者中即使在被给予了足够的可理解性输入

的条件下，有的学得很好而有的学不好的原因。可

见，语言输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是非常重要但不是

唯一的因素。造成语言习得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学习者并没有接收到足够的可理解信息的输入，也

可能就是“高情感过滤”。由此可见，语言习得的成

功实现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足够的可理解性语言输

入和“低情感过滤”。这也意味着给教师教学提出

了新的挑战。
Krashen 认为学习者接收语言输入的过程只是

“习得”的过程而不是“学习”的过程，如果语言输入

没有到达大脑的语言习得机制，他们将不可能习得

所接收的语言输入。我们都知道英语是习得的而不

是学习得来的。可见，英语的听说技能是起于习得

体系。没有习得语言输入，学习者将永远不能提高

英语的听说水平。
三、情感因素

根据 Krashen 的观点，情感因素是外语学习中

个体差异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高动机、有自信、低焦

虑状态的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有更好的表现。

Spolsky 也 强 调 了 态 度 和 动 机 对 语 言 学 习 的 影

响［7］148。
( 一) 动机( Motivation)
外语学习动机指的是学习者学习外语的意愿和

动力［8］47。Spolsky 认为动机包括对外语学习的态

度、学 习 外 语 的 意 愿 和 为 实 现 目 标 而 做 出 的 努

力［7］148。Gardner 则认为第二语言学习动机包括四

点: 目标、学习的努力程度、实现目标的愿望以及学

习态度［9］23。文秋芳认为“英语学习动机可以简单

地解释为学习英语的原因和目的”［10］174。
可见，英语学习动机是学习英语的内部动力，是

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动机有助于学习效率的提

高，反之，学习一旦没有了动机，学习效率会很低，甚

至学习会变成一种负担。
( 二) 态度( Attitude)
Van Els 等人认为，外语学习态度是指学习者对

外语学习的理解、情绪、情感和行为。它包括语言学

习的理解力、情感和意图等因素。理解力是对学习

目标的坚信; 情感是对一个学习目标的好恶; 而意图

则是为完成学习目标而做出的实际行动。显然，态

度是实施和完成学习目标的重要的情感因素之一。
( 三) 自信心( Self-confidence)
学习效率与学习者的个性有很大关系。自信心

在一个人的个性中显得尤为重要。有自信的学生或

是自我印象比较好的学生更容易成功。相反，没有

自信心的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表现得就很被动，

不敢使用外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慢慢地就更加没有

信心了。
( 四) 焦虑( Anxiety)
在心理学研究中，焦虑指的是受到来自外界的

危险刺激或一些不开心的情感经历而产生的强烈而

持久的负面情绪，如紧张、恼怒和畏惧。这是一种惧

怕、忧虑的感觉，它的产生通常是没有理由的。
语言焦虑指的则是由外语学习所引起的一种不

安、忧虑的情绪。它是区别于一般焦虑的“一种由

外语学习过程的独特性而引起的与外语课堂学习相

关的压力、恐惧、紧张和担忧等主观感受，与自主神

经系统的觉醒有关”［11］。Gardner 认为语言焦虑是

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有所期待而引起的一

种害怕或恐惧［7］114。他更加直接地把语言焦虑与语

言学习联系了起来。
McCroskey 认为外语语言焦虑涉及的是在学术

和社交情境下的绩效评估，因此可分为三种类型: 交

际畏惧、考试焦虑、负评价恐惧［12］45。语言焦虑对语

言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的个人差异起了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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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很多研究人员也证明了在语言学习的各个层面

( 包括听说) 上，语言焦虑都对学习者的学习效率产

生着影响。
以上是影响外语学习的几点情感因素。事实

上，在国内，情感因素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并没有得

到足够重视。近几年，英语教学过分强调了学生的

认知因素而忽视了学生的情感因素。面对情感因素

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我们应加以重视。
四、情感过滤假说在大学英语听说课堂上的

运用

( 一) 大学英语听说课堂上存在的情感问题
( 1) 缺乏持续的动机

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学习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

那就是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被迫学习英语的，他们

没有意愿更没有兴趣去学习英语。他们学习英语的

目的非常纯粹，就是为了通过 CET4 或 CET6。这样

的英语学习使大部分学生受尽折磨且效率极低。
( 2) 缺乏自信

英语学习缺乏自信的学生会害怕接受学习任

务，不能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不敢用

英语交谈，不敢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不敢用英语展

示自我，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而差的考

试成绩会使情况更加糟糕。一些学生开始放弃英语

的学习，得过且过，更加重了他们英语学习的压力。
( 3) 外语学习焦虑

中国的大学生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有来自父母、
老师的期望，还有一大部分来自未来就业的压力。
他们变得焦虑不安，对学习已造成不小的影响。特

别是在英语听说课堂上，学生的“语言焦虑”现象尤

其明显。对于母语非英语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一个

全新的英语语言环境必然会引起学生心理上的“陌

生感”，如果这种“陌生感”持续过久的话无疑将引

起学生在这一语言环境下的焦虑情绪。有相当部分

的学生想走捷径，急于求成。这对于任何一门语言

的习得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 二) 情感过滤假说对大学英语听说课的启示
( 1) 增加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加强互动式教学

Krashen 认为，足够的可理解性输入( i + 1) 是语

言习得的必需条件之一。没有可理解性输入，英语

习得永远无法实现。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输入都是可

以被学生接受和内化的。同时语言的输入应该是有

趣且相关联的，只有教师在选取教学材料的时候要

考虑不能大于也不能小于 i + 1，同时要把握趣味性，

才能够很好地被学生所接受。
学生接受语言输入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在自然的

语言环境下的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学生只有在参与

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才能够在一个真实或接近真实

的英语交流环境中获得英语信息输入，并重新对其

加工变成自己的语言。这样的过程才是“习得”语

言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获得

语言能力。在这样一个积极的氛围下，学生也能够

很好地控制自身的情感因素如动机、自信和焦虑对

英语学习的影响。
( 2) 教学方式多样化，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

趣，增强学习动机

大多数学生学不好英语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学习

英语的动机不明确。桂诗春指出了低学习动机主要

原因有四点: 一是没有兴趣，或是由其他课程所带来

的沉重压力; 二是英语学习很难，他们对自己没有信

心; 三是教学方法不适当; 四是学生认为英语学习和

他们的专业或以后的职业没有关系［13］227。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应该采取多样

化的教学方法。幽默是教师可以用来缓解学生压

力，营 造 一 个 舒 适 的 学 习 环 境 的 有 效 方 法。H．
Mindess 把幽默定义为一种智力的框架，是感知和体

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观点，一种拥有巨大

治疗功效的独特的观点［14］21。可以利用游戏、谜语、
卡通片、音乐、笑话或者情景再现等方式达到幽默的

效果。这些方法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得到鼓励和乐

趣，同时有助于提高英语的流利顺畅度，让学生体会

到学习英语的乐趣。
( 3) 增强学生学习英语的信心，缓解学生的焦

虑情绪

英语听说课堂是针对学生英语听力和口语的训

练，它要求学生对英语听力材料的输入和输出的时

间都是非常有限的。这无疑会增加学生在听说课堂

上的心理压迫感，加重学生的焦虑情绪。所以学生

在英语听说课堂上的焦虑情绪表现得尤为明显，如

果得不到缓解的话，学生将会渐渐失去学习英语的

信心。
考虑到学生不稳定的情绪状态和注意力不能长

时间集中的现状，把幽默运用到英语听说课堂教学

中，来适时调节学生的情绪状态，为学生带来身体上

和精神上的愉悦，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舒适的学习

环境，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帮助学生缓解极度紧张焦

虑的情绪。同时，学生应该相信自己可以把英语学

得很好，老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鼓励，多给学生机

会展示自我，使他们能够大胆地用英语交流，享受到

学习英语的成功乐趣。学生只有在感觉舒适放松且

自信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吸收他们所接收的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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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性语言输入，并使其顺利到达大脑的语言习得机

制，外化为语言技能。
五、结语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下，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情感状态不容忽视。大学英语听说课堂有其

特殊性，不能单一以传授知识为主，而应加强师生的

互动，让学生自主地加入到英语听说课堂的教学当

中来。应该注重“听”在前，“说”在后的教学顺序。
“听”其实就是一个语言输入的过程，应该加大学生

“听”的输入，同时教师在选择听力材料的时候应该

注意材料的难易程度和趣味性。而“说”实质上就

是语言输入到达大脑的语言习得机制后的产物，是

学生习得的一项语言技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在习得英语听说技能的过程中学生的情感因素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老师应该帮助学生树立

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增强学习动机，使学生更加有

目的的学习英语。同时老师也应该尽量营造一个轻

松舒适的课堂学习氛围，消除学生心理屏障，减轻焦

虑感，减少学生负面情绪对学习效率的影响，使他们

更加自信地学好英语。学生在用英语交流的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错误，老师应该使用恰当的方式对待学

生的错误，让学生感到学习英语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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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on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

ＲONG Ziyi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ound Krashen＇s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and probes its effects in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 Based on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is theory，it illuminates that affective factors such as motivation，attitude，self-confi-
dence and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is the main cause of English learn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English． Considering learn-
ers＇ affectiv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which can de-
velop the utmost positive effects of students＇ affective factors in learning English，for example，to enhance comprehensible language in-
put，to diversify teaching methods to build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onfidence，and to relieve students＇ language anxiety in
learning English．
Key words: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language input; English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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