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英语作为国际的通用语言，必在北京冬奥会中建

起重要的桥梁。较高的英语应用能力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交

流，促进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因此，就现阶段中学生的英

语学习障碍，教学现状做了质性研究，并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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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将在中国北京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冬

奥会），这是一次世界性的文化交流。 语言作为沟通的一种工

具， 显得尤其重要， 拥有较好的英语应用能力能帮助学生在

2022 年的国际赛事中充分展现我国青年的朝气。 现在校就读

的初级中学三年级至高级中学三年级的学生， 在 2022 年之

际，正是其完成中学学习阶段，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 在我国

的应试教育大背景下，由于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的存在，我

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学依旧采用了应试英语教学模式。 这一问

题的存在使得学生难以掌握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并降低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 以至部分学生在参加完考试后不愿再进行深

入的学习[1]。我国的教育教学计划主要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
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听、说能力，基于这样的培养

方案，一批一批的英语“聋哑”学习者随之产生。
一、存在的问题

（一）应试教育影响

在应试教育的制度下，学生早已经变成了考试的机器。英

语本是一门语言， 但是现在的学生并没有学到英语语言的精

华。从学生的上课效果来看，并没有任何的英语语言交流的练

习，学生更注重的是记单词、学语法、背课文的训练，将大量的

精力和时间放在如何提高英语考试的成绩， 没有意识到英语

应用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听、说能力没有得到提升。 学生更

喜欢读写的练习任务，回避听和说的练习。造成大部分学生的

英语学习兴趣低，不能积极主动的将学习到的词汇、语法知识

运用起来。
（二）教学模式落后

我国英语教学一直采用 “记单词-精读课文-记语法点-
写文章”的模式，在学生记完大量的单词之后就开始了精读课

文的训练，课后会做一些与课文相关的题目练习。整个课程的

设计和安排就没有听和读部分。并且，中学学生面临着升学考

试，课外时间还需要安排给其他的科目，因此，英语听和说的

练习时间将大大减少。 学生在这样的模式下必将学成“聋哑”
英语。 教学的终极目标应主要指的是切实掌握正确的学习技

巧、具备随机应变能力，并能够灵活变通地熟练使用所学知识[2]。
如此看来，教师的终极目标只是完成了一半。

（三）国际文化知识匮乏

语言是文化的体现，语言的学习离不开文化的学习。单纯

的语言学习，会使语言变得干涩生硬，没有灵魂。 现在的课程

教学上缺乏英美文化的介绍。 学生了解到英美文化仅仅是通

过教师课堂，而且还是相对简单的介绍，偶尔提及英美文化与

中国文化的不同，对英美文化没有系统地学习，就很容易出现

中式英语现象的产生。
二、对策

（一）创新教学模式

要 培 养 新 型 的 英 语 语 言 应 用 优 秀 人 才 需 要 创 新 教 学 模

式，摒弃教师“一言堂”的模式，增加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课堂上完成的听、
说部分，除教材要求的听说之外，还应该组织学生参与更多的

听说练习。可采取讲故事、朗诵、角色扮演等形式的活动。把语

法、句式练习放置课后，做到听说读写均衡发展。
（二）创设英美文化环境

举办多种以英美文化为主题的活动， 加强学生对英美文

化的了解。鼓励学生创设社团，英语角，英语学习沙龙等，每次

举办不同主题的活动， 在日常学习时间里应主动加强积累冬

奥会相关词汇。观看以往的奥运视频，听英美国家的体育报道

新闻，想象模拟奥运场景，锻炼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增长自

己的见识。
（三）教师评价多样化

在平时的教学活动里， 教师应该按照不同学生的特点选

择相应的评价方案，开发各种层级的评价指标，接受学生自由

挑选喜欢的评价方案，从而更加方便学生发挥自己的长处，可

以让各个能力阶段的学生品味成功的滋味 [3]。教师的评价不能

仅局限于分数，应从多维度综合评价每一个学生，鼓励每一个

学生学习英语。 如分为听、说、读、写四个模块，鼓励学生全面

发展。
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式、创新高效的教学方法、全面系

统化的课程体系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激发他们的内在潜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2]。 冬奥会是世界性

的运动会，对中学生来说试一次难得的展现自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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