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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听力策略是提高学生听力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
对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的非英语专业共85名少数民
族学生进行了听力策略的实证研究。目的是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使用听力策略的情况以
及他们和汉族大学生在使用听力策略上的差异，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些听力教学和听力
学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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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英语听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众多因素，笔者试着把研究听力策略作为切入点，通
过对比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使用听力策略的异同，从而为改进少数民族
学生的大学英语教学，为指导听力策略的教授和使用提供一些数据和笔者的一点浅见
。 

 

二．理论框架 

２．１ 听力微过程 

   
根据认知心理语言学家Anderson的理论，听力理解过程可分为感知（perception），解析
（parsing）运用（utilization）三个阶段，它们循环往复，并且不断修正。在感知过程中
，声音被转变成词语表征，即听者将接收到的声音信号储存在形声记忆中并初步将它辨
认为词语。由于声音是稍纵即逝的，即听力思维的有限时性，而人的注意是有限的，因
此在信息停留在形声记忆不超过四秒的过程中，听音者必须采用相应的策略（如选择性
注意等选择策略）对输入信息出符合真值的判断，将语篇中的关键词和短语转入长期记
忆中。在听力的第二个过程解析中，听者以单词和信息为单位对第二语言的声音进行解
析。通过解析，一个有意义的原始词列的陈述可以在工作记忆中保留下来。工作记忆的
容量非常有限，大约只能储存５到7个单位。效率高的学习者能合理运用学习策略，把话
语切分成较大的单位，按意群听音。另外，二语研究标明，目的语输入的记忆时间比母
语输入的时间更短（潘裕高１９９２），而理解或储存策略，如联想发挥、笔记、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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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听觉形象、整理归类等，可以延长信息停留的时间和增加记忆的容量。第三个过
程是运用。运用过程包括已经输入大脑中的信息与听者现有的知识的相互联系。这种链
接是通过扩展的激活作用而出现的，长期记忆的知识被激活到使它同短时记忆的新意义
发生联系。正如Farch & Kasper 

所指出的，“当输入与知识相互适配时，理解就产生了”。这种联系通过提取或运用策略（
如联想发挥）来获得。 
    

Anderson的听力模式为听力学习策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策略的运用对信息的筛
选、处理、记忆、储存和提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２．２ 听力策略的定义和分类 

  
关于“学习策略”的确概念在文献中还没有一致的说法。笔者认为下述定义比较全面，即“

一切有利于学习者学习的思想和信念，以及学习者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和行为”。前者为内
隐的心理活动，后者是显性的可视行为。听力策略则是在听力学习过程中听音者所具有
的思想和行为。关于学习策略的分类问题，学者们也是各持己见，没有达成共识。 

本文听力策略研究以O’Malley & Chamot 

(1990)的框架为蓝本，引用Oxford(1990)的部分策略，结合听力理解过程的独特特点，我
们总结出一套听力策略。该听力策略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交
／情感策略。 

三大类策略下包含31项分策略：语言意识、预先练习、定向注意、选择注意、自我管理
、自我监控、自我评价、利用资源、重复、归纳、演绎推理、分析、想象、听觉重现、
利用关键词、新旧知识联系、迁移、推理、记笔记、总结概括、重组、翻译、识别和运
用固定的语言搭配、听真实语料、培养兴趣、减轻焦虑、自我鼓励、互换立场、澄清问
题、合作学习。 

通过以上听力策略的定义和分类，我们可以看到，策略是听音者为了更有效地进行
听力理解而做出的思想决策以及采用的具体方法和行为。 
 

三、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SPSS统计分析，一切结
论以数据为准。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３个问题： 

１．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力策略使用的总体情况如何？ 

２．少数民族大学生常用的和不常用的策略有哪些？ 

３．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所使用的策略有否差异？        

通过随机抽样，笔者于２００９年５月对新疆大学０６级、新疆财经大学０６级、
和新疆师范大学０６级、０７级９０名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去掉未答问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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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答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为８５份。本项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背景调查
问卷，第二部分为听力策略问卷，采用五级分项法。 
 

四、结果与讨论 

４．１ 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力策略使用的总体情况 

     表1   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力策略总体情况 

策略类别 平均值 标准差 

元认知策略 ２．８９６ １．０３４ 

认知策略 ２．９２５ １．９９６ 

社交／情感策略 ２．９４2 １．０５７ 

总体看来，学生运用策略的频率不高，属于中等水平范围。三种策略使用频率从高
到低依此排序为：社交／情感策略(2.9419)、认知策略(2.9250)、元认知策略(2.8956)。这
个结果与季佩英于２００４年在复旦大学对１７４名学生的调查结果不同，其排序是：
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社交／情感策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交/情感策略使用频率最
高，而汉族学生的社交/情感策略使用频率最低，这个现象很有趣，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4.2 少数民族学生常用的/不常用的听力策略 

听力策略问卷包括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社交／情感策略等三个部分，其中，少
数民族大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策略是社交/情感策略。社交/情感策略共设有四个子项目，
少数民族大学生所使用的社交/情感策略的四个子项目按使用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序如下
： 

２３．我常通过看一些英语电影、英文报纸、课后听英文歌曲、收听英文广播等自己感
兴趣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听力能力。  

２４．听英语时,碰到不懂的问题我就问老师或同学。  

２５．在听力学习中,我经常和老师、同学进行交流,以分享一些共同信息,同时检测自己的
学习效果。  

２６．我喜欢找一个或几个同学一起进行听力方面的练习。 

从以上四个子项目看，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喜欢在相对真实的语言环境中
去感受英语和学习英语。他们愿意使用澄清问题策略（24、25），喜欢主动提出问题，
这可能与他们传统的人际关系和教育模式有关。民族学生之间相互帮助的风气很浓，相
互之间情感支持也很大。因此他们在这种集体学习的氛围中能够共享人类的智慧，不断
实践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的作用。这也不难理解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很短的情况
下就能开口讲英语，在英语考试中，他们听力部分平均得分都很高，而多数汉族学生却
不行。在传统的教育机制下，汉族教师和家长大力提倡竞争意识，因而忽略了人类智慧
的共享。汉族学生最不喜欢集体学习，偏好单独学习（郑树棠等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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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策略排在少数民族学生听力策略使用频率的第二位。认知策略包括20个子项目
，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前５个子项目按使用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序如下： 

４９．在听力过程中，我利用上下文，主题句对所听内容进行推测。  

４３．当听到新词语时, 我利用词典、课本或其他参考资料来帮助理解。  

４０．在听力过程中，我常要停下来思考某些单词的意思。  

４２．在听力过程中，我常利用自我经验或常识来帮助理解文章大意。  

３２．在听力过程中,我利用内容和意义上的逻辑与联系来理解文章意思。 
    

从以上5个子项目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学生在听力学习时常常使用推理（49、32）的策
略，42项是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来理解听力材料。认知策略的新旧知识联系（42、）、
推理（49、32）有一个共性：利用已有的知识去理解和运用新的语言，寻求语言输入的
内部联系，从而进行判断、推理（O’Malley 

1989）。这说明少数民族学生经常使用他们已有的知识来帮助他们英语的听力学习。Rubi

n（1989）认为推理是成功地学习外语最关键的过程。这个结果与季佩英于２００４年在
复旦大学对１７４名学生的调查结果相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旦大学的学生在
学习外语上是成功的。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英语时采用了正确的听力策略，所以他
们在听力方面的出色表现就不难理解了。 

少数民族学生使用元认知策略的频率最低。该策略涉及语言意识、预先练习、定向注
意、自我管理、自我监控、自我评价等方面，比如, 

“１０．在听力过程中,如果我发现自己有注意力分散的现象，我会及时把注意力集中到所
听的内容上去。３５．我常常评估自己在听力方面的进步情况。５０．为了帮助提高自
己的听力，课后我努力扩大词汇量。” 他们认知策略中的低频策略比如，“ 

７．我有详细的英语听力练习计划。 ８．课后我会有计划地复习所听材料 

。”而这些正是科学、高效地管理学习的重要一环。如果教师能有意识地教授学生们这些
策略，学生们的学习效率会更高；教师的教学效果也会更好。 

4．3 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使用策略的差异  

表2  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听力策略对比  

 平均值 标准差 

元认知策略 民 2.896 汉 2.933 民 1.034 汉0.429 

认知策略 民 2.925 汉 3.035 民 1.996 汉 0.402 

社交/情感策略 民 2.941 汉 2.695 民 1.057 汉0.547 

由表2 

可见，少数民族学生使用三大策略的平均值均低于复旦大学汉族学生使用策略的平均值
。因为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使用听力策略的均值小于3.5000，属于不经常使用的范围
，所以无论是少数民族学生还是复旦大学汉族学生使用策略的频率都不高。笔者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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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象与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观念是决定其策略
运用的关键因素之一（Nyikos & Oxford 

1993）。”从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接受调查的学生当中87%的学生认为外语学得好的
人是有语言天赋的。这种观念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
能就不积极使用策略来提高其听力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学生的社交/情感策略使用频率最高，而复旦学生使用这一策
略频率最低。美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表明，高智商（IQ）不一定会带来成功，而人的“情
感商数”（EQ)高低直接影响人生事业的成功与否。因此，虽然少数民族学生使用社交/情
感策略的频率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策略仍然属于学生不常使用的范围，仍有待于进一
步的提高。 
 

五、 结语 

本次调查的结果如下： 
   

（1）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其三大策略的使用频率从高到低依此排序为：
社交／情感策略(2.9419)、认知策略(2.9250)、元认知策略(2.8956)。 
    

（2）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使用听力策略的频率不高，均值都未达到3.500

0，属于不常使用的范围。 
    

（3）少数民族大学生使用社交／情感策略频率位于三大策略的首位，而汉族大学生的社
交／情感策略位于末位。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大学生比汉族大学生更经常得
使用社交／情感策略。这可能源于民族间人际交往疏密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英语
听说方面进步较快与此有很大关系。 

     通过对此次调查结果的分析，笔者认为： 

首先，对少数民族的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加强对学生听力策略的培养，提高他们使用
策略的频率。 

其次，少数民族大学生元认知策略使用频率很低，在英语教学中要提高学生元认知
策略的意识，鼓励他们有意识地使用元认知策略，从而学生们能有效地监控自己的学习
，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最终推进少数民族大学英语的教学改革。 

 

最后，本次的调查结果只是某一时间点上的静止研究，无法了解选择和使用听力策略对
学生们语言发展的动态过程。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进行这类的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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