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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儿在第二语言学习方面相较于同基础的成年人而言更有优势,这一观点已被证实。通过比较

少儿英语教学方法发现其对成人英语教学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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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Brown与Jennifer Larson- 

Hall的研究表明,当地语言为零基础的

对象在同样经历五到十年的海外生活后,

学习能力并无明显差异的少儿对象对当

地语言的掌握程度超成人。可见少儿在

长期第二语言习得表现普遍优于成人。

因此可以认为少儿第二语言的学习对于

成人第二语言教学有较高借鉴价值。少

儿第二语言习得的主要途径是课堂教学,

所以本文针对少儿第二语言教学进行研

究与思考,以英语为例,讨论少儿英语教

学中值得借鉴到成人英语教学的方面,

以便提高成人英语教学效果。 

1 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及少儿英

语教学方法的特点 

成人英语教学和少儿英语教学的本

质都是第二语言的学习,所以二者的教

育理论是相通的。其中浸入教学法,交际

教学法和感情过滤假说在教学中被广泛

应用。 

浸入教学法是将学生沉浸在语言环

境中,增加学生英语表达的时长和频率,

使其将发音与事物名称相联系,以达到

接近于母语习得的效果。少儿英语教学

的特点为制定课堂内容时充分尊重学习

者条件和诉求。少儿的逻辑思维、理解

规则以及自控力弱于成人,但模仿能力

优于成人。所以少儿英语教学对语法的

要求更低,对兴趣和习惯培养的要求更

高。虽然课堂效率低于同基础成人,但其

优势为贴合学习者的思考方式和学习方

式,扬长避短。利用少儿的在校时间,教

师常安排时间短、频率高的练习。如规

定时间内只用英文交流,或针对教学内

容利用课堂时间反复练习,人为营造语

言环境。既强化学生的课堂记忆,弥补注

意力分散的影响,又帮助学生养成语言

习惯,提高语言水平。 

交际教学法是强调语言社会功能

并培养语言交际能力的教学方法体系。

少儿英语教学的特点为鼓励交际与实

用性。鼓励交际表现为鼓励学生表达内

容与情感,初期阶段侧重点不在语法。

相较于成人教学侧重传授规则和方法,

少儿教学更注重文化学习与兴趣培养,

即使二者目的都是让学习者准确流利

使用英语交流。文化常识介绍在少儿英

语教学中必不可少。如涉及海外风土人

情,使学生开阔视野,对英语国家文化

产生兴趣,或教授日常用语,即学即用。

常见的外国专家课或英语俱乐部常安

排全程使用英语的活动,如二手市场,

节日派对等。 

情感过滤假说认为许多感情因素,

如学习动力、焦虑情绪、自信等,都对语

言输入有过滤作用,决定学生接受输入

的量。因此大量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必须

在保证通过情感过滤的前提下才能转化

为语言吸收。对于模仿母语习得的浸入

教学法和强调语言实际应用的交际教学

法而言,结合情感过滤假说是必要的。研

究显示,动机强烈,自信度高,焦虑程度

低的学生更易接受大量语言输入,取得

良好学习效果。针对少儿多存在动机弱,

自信度高,焦虑程度低的特点,在教学常

以鼓励与适当纠正结合。鼓励可以保护

并激发学习者自信,也能缓解和控制焦

虑程度。适当的纠正可以提高表达准确

度,并缓解过高自信度和过低焦虑度引

起的注意力分散等现象。针对习动机弱

的特点,课堂教学以引导兴趣为主。如在

授课前提问内容相关问题,教师提醒学

生在课堂学习中思考并解答。为引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

尽量贴近生活,增强趣味性。 

2 成人和少儿在英语学习中心

理、环境因素的相似点 

为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针

对在学生的心理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对教

学活动进行必要的调节,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虽然成人和少儿并不处在

同一年龄和发展阶段,但他们的心理和

环境因素仍然存在相似点。因此借鉴少

儿英语教学方法对提高成人英语教学效

果有一定帮助。 

少儿和成人都会面对心理因素对学

习的影响。心理因素分为动机、自信和

焦虑。少儿的动机和焦虑程度低于成人,

自信度高于成人。这三种因素程度高低

各有利弊,需要教师引导与调节。无论是

成人还是少儿课堂,教师都应细心观察

学生心理状态,采取适当措施。相较于低

自尊的儿童,高自尊的成人更容易感到

焦虑紧张和抗拒,影响学习效果,所以教

师在教学中应借鉴对于少儿学生的心理

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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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教学方

法。面向成人时,教师可借鉴少儿英语教

学的浸入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抛开内

容和教学活动的童趣性,成人和少儿英

语教学的相似点在于重复训练,人造语

境,实用性与即学即用。少儿学习者学习

效果好不仅是因为模仿能力优秀,更因

内容安排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吸收消化。

量身打造的课业量加上一段时间内大量

重复是完成课堂教学的两大因素。复习

也是重要环节,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即

学即用可帮助学生更好地复习。上述特

点不仅是少儿学习英语的有效方法,更

是语言学习的必要途径。社会因素同样

影响成人英语学习。成人片化的学习时

间对应少儿相对短的集中注意力时长,

因此成人英语教学可以借鉴少儿英语教

学的浸入教学法。 

3 成人在英语学习中的不利

因素 

3.1心理障碍 

3.1.1焦虑心理 

焦虑心理是因过度担心而产生的烦

躁情绪,在教学中常见。表现为自信不

足。成年学生常因功用目的学习英语,

如工作需要。强烈的目的性会使部分学

生因畏难情绪产生焦虑心理。部分学生

过度追求完美,自我要求严苛。而犯错并

更正是语言学习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二

者冲突引发焦虑。为了完美表达,部分学

生会迟疑甚至不表达,影响教学效果。 

焦虑的另一个极端是对短期学习成

果(如习题正确率)过度敏感和兴奋。一

些学生通过对自己苛刻要求取得一定成

果,常见于成人且有损心理健康。心理能

量流失使学生迫切需要成果自我证明,

造成敏感和兴奋。这种焦虑使学生专注

于成果上而忽视学习内容本身和纠错的

过程,与过度追求完美形成恶性循环。 

3.1.2对抗心理 

对抗心理是指不断增加外在压力反

而降低个体依从性,引起个体相反的心理

和行为。在英语教学中常见的外在压力是

课业压力、同学压力和教师压力,常会干

扰学生,降低学习动力。自尊是对抗心理

出现的原因。人类的自尊在青春期发育成

熟,理论上随着时间而更强,因此成年人

自尊和敏感度更高。面对课业和同学压力,

过高自尊的成年人倾向于回避竞争,影响

学习积极性。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常被

认为是权威。成年学生面对权威可能会因

抵触情绪触发对抗心理。 

3.2环境局限 

环境局限分为课堂环境和社会环

境。课堂环境局限性多表现为教学方法

不当。成人英语课程多服务于工作或生

活。其局限性表现为过度模仿语言自然

习得过程和兴趣包装。两者都忽略了对

语法句法的讲授和大量练习,导致学生

基本功不扎实,甚至是机械记忆,最后一

无所获。 

社会环境的局限性在于对学习时间

的压缩。成年人的大脑仍然可以像少儿

一样适应新事物学习新知识。而成年人

英语学习时间会因工作等因素减少,此

为成年人学习英语的又一障碍。 

4 对少儿英语教学方法的借鉴  

4.1应用情感过滤假说 

针对焦虑情绪,教师应观察学生情

绪变化,对焦虑的学生及时安慰鼓励。营

造轻松的学习氛围,缓解畏难情绪,有助

于学生放松心态提高成绩。对于成人学

生的对抗情绪,教师应尊重学生,强调平

等合作,同龄人角度相处；在不影响教学

的情况下,尊重学生安排。 

4.2应用浸入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 

成人英语教学可以借鉴短时间段

多重复的浸入法和少儿英语教学内容

的即时可用性。以便提高效率和养成学

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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