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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在心理学和高职英语教学中找到一些契合点，从不同
的维度对高职英语教学进行解构，运用心理学的观点、理论、方法对英
语教学进行重新认识和深入理解，从而在跨学科教学和研究上力求做
出一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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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大多英语基础薄弱，词汇量小，对英语兴趣不浓，自信
不足，缺乏持久的耐心和广泛的积累；高职英语教师虽然大多是师范
类院校毕业，但有限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已经逐渐淡忘，少有教师能
够和英语课相结合，使这一源自西方的学科在英语教学中大放光芒，
二者相得益彰。鉴于以上现状，笔者认为，提高英语教师的心理学素养
和按照心理学规律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是高职英语课堂的改革方向，
也是提高教学质量，渗透人文关怀，向“十育人”迈进的必经之路。

人本主义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学生主观能动地参与教
育过程，突出其主体地位；教师因材施教、精心备课、多管齐下、变换教
学方式方法，发挥其主导作用；在真诚、理解、信任、和谐的双边关系中，
学生的潜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学习才会如鱼得水。教学形式多
样化，是英语课本身的题中之义。比如：英语演讲、朗诵、辩论、歌曲、电
视电影模仿比赛；英语情景剧、话剧、小品表演，英语或双语晚会；各
种英语游戏、英语广播、双语日记等，分别或综合地提高了学生的听说
读写译的能力。

从英语能力来看，心理学向高职英语课堂渗透应从以下五方面入
手：
听力：创设情境，模拟场景，排除焦虑，勤于练习，与口语结合，模
仿跟读，对听力材料可进行阅读训练，甚至结合写作编写仿写对话，
对生词、俚语、难句进行翻译讲解。综合把握，同步推进，对不同层次的
学生选择不同的听力材料，充分利用电脑、手机等硬件和软件、小程序、

微信公众号、APP 等拓宽听力材料来源。

口语：树立信心，教师要多鼓励学生从成功中获得成就感，允许犯错
试误学习，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课上课下相结合，基础好的学生培养参

加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发展为英语广播员等，以 PETS 3考试

为契机，加强口语训练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阅读：运用心理学规律和文学特点，总结阅读规律并加以运用，对材
料综合进行朗读、背诵、解词、长难句分析、仿写、翻译等，
写作：鼓励学生尝试并坚持英语或双语日记。用英语思维进行创作，而
不是局限于汉译英。从生活中发现可以表达的题材，并选择适合自己的
体裁，和口语、阅读、翻译结合，特别优秀的涉外护理学生可以考虑准
备雅思考试。
翻译：在以上四方面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可以尝试从翻译句子开始



对自己喜欢的诗歌、歌词进行试译，并从笔译逐渐过渡到口译，从视译

逐渐向听译努力，特别优秀的可以考虑参加CATTI翻译资格考试。

从语言构成来看，心理学在高职英语课堂的应用有以下几个着力
点：
词汇：避开前摄抑制和后摄抑制，利用心理学的短时记忆规律和艾宾
浩斯遗忘曲线安排记忆量和复习时机及次数，加强联系，针对成年学
生，根据不同单词采用不同的记忆方法，迅速扩大词汇量，辅以造句、
阅读、口语、写作运用，把单词学活。
语法：在游戏中实现和词汇的完美结合，不能单纯地上语法课，可以
尝试从英文歌曲中节选歌词作为例句，归纳语法规律，用生动形象的
方式加强记忆，选取例句要典型，少而精，使学生能够在口语中兼顾
语法，
在阅读中发现语法，在写作中运用语法。

从教学内容来看，把握教育的实质和语言的内涵，有两个核心：
文化：课上课下自然地渗透英语国家文化，特别是涉外护理的学生，
从文化中产生学习动机和兴趣，对比中西语言和文化，形成更多正迁
移，在了解中爱上英语，在学习中感受其魅力。
思维：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并重，对男生和女生的不同思维方式，
采用不同侧重的方法进行教学。如，男生应强化听说训练，女生则应强
化阅读和写作。克服思维疲劳，延长思维惯性，用角色扮演和头脑风暴
加强思维碰撞，培养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英语教学中促进智力的发展。
同时，考虑到部分同学非智力因素的调动更有效，对他们要多加关怀
和引导，强化正面刺激，发挥意志的作用，形成良好习惯。

从学生学习的角度，以下几点也不容忽视：
目标：新生入学第一节课，笔者觉得树立目标十分必要。 可以是专升

本、出国、PET 3考试、各类英语比赛等，使英语学习有的放矢。结合课本，

积极展开预习，将教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但又不局限于教材。
兴趣：原本对有兴趣的学生要保持并更加浓厚，缺乏兴趣的教师要结
合专业特点调动其兴趣。拉近和学生的关系，要让学生“亲其师，信其
道”， 而不是“厌其师，远其道”，甚至上课低头睡觉或者玩手机，
提高授课水平和学生的抬头率和点头率。
动机：有的人为了父母学，有的人为了老师学，首先要让学生为自己
学。有的人为了工作学，有的人为了考试和作业学 ，有的人为了改变
命运学。这最后一种显然动力十足。我们不求学生动机一致，但求无愧
于心，砥砺前行。
态度：端正态度有个度，看待英语如同唐伯虎总结的打虎经验，一是
“不要怕”，二是“打要害”。不骄不惧，放平心态，细心总结，充分
积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方法：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落实词文。在教师的指导下发现适合自己
的学习生物钟，总结自己的学习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向书本
学，向老师学，向同学学，向生活学，做有心人。
习惯：在以上几点的基础上，坚持学习，在时间的帮助下，必将产生



累累硕果。用英语思维分析英语问题，面对干扰和诱惑有足够的自制力，
遇到困难有刻苦钻研的顽强精神，尤其是语法这块硬骨头。当学英语变
成一种自觉时，自学就比课堂教学更加主动，更加高效。
    综上，心理学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不同维度都有不同形式的应用，
师生要灵活掌握，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