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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河南大学生英语课堂口语焦虑： 
成因与启示

申策今

上海体育大学，中国·上海 200120

摘要：随着英语口语重要性日益显现，大学生英语口语焦虑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点。本文

旨在讨论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教学方式由线上教学转变为线下教学后，生源地为河南的大学生的

英语课堂口语焦虑，并尝试为改善焦虑提供建议。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 SPSS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焦虑主要来自高中英语学习影响、周边环境影响、教学方

式转变等，需要通过高中、教师、个人、同学共同努力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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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英语交流的重要性日

益提升，英语口语的学习也在大学英语学习中

占据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应语课堂

口语焦虑逐渐走入研究者视野。英语口语焦虑是

指处于特定英语学习环境中的学生在英语口语

互动中表现出的紧张不安和恐惧怀疑状态〔1〕。 
主要表现为害怕说错、一旦面对口头表达时就

容易产生紧张和不安、在众人面前害怕开口说

英语〔2〕 。根据焦虑的表现，外语焦虑可分为考

试焦虑、负性评价焦虑和交际焦虑。在外语学

习中，焦虑是重要的情绪因素，由焦虑引起的

情绪状态或主观的恐惧、紧张和担忧的感觉在

学习者的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的影响。Krashen
发现，学生的焦虑程度越高，英语口语水平越

差〔3〕 ；Young 在 1991 年将口语焦虑来源分为

学生个人性格、来自同伴的压力和来自老师的

压力三个来源〔4〕 ；李容晨将中国大学生英语

口语焦虑成因分为内部和外部，认为是学生和

教师双向的结果〔5〕 ；赵子琳、段方晨研究了

网课教学中英语口语焦虑产生的原因，认为在

网课中来自同伴的压力会弱化〔6〕 。

在后疫情时代，经历线下线上等多种教学

方式的改变，大学生英语学习也经历了很大的

变化。本研究希望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的方

式，着重研究疫情前后时代大学生英语口语焦

虑来源的变化，系统分析后疫情时代河南大学

生英语口语课堂焦虑的成因，并对此提出建议。

1 研究过程及结果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调查方

法，共有 30 人参与。以下是本次研究的研究

过程及结果。

1.1 问卷调查

1.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生源地为河南的大学生，在

大学生中进行随机抽取的样本，这些样本英语

水平不同，口语学习状况也不尽相同，目前在

全国各地不同大学。

1.1.2 研究工具

基于我国对英语口语研究情况，本研究采

取赵子琳、段方晨设计的问卷，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适当改编。该量表脱胎于 Horwitz 等人设

计的 FLCAS 量表，对我国大学生网课时期英

语口语焦虑情况进行调查，取得较好成绩。本

次问卷在该问卷基础上 12 个问题的基础上新

增英语口语水平调查以及 4 个关于线上线下对

比问题，并基于大环境对问卷做了一定改编。

本问卷共包含 20 个题目，前 5 个题目主要用

于了解参与者基本情况，后 15个选项为问题，

其中第 16 题为干扰题目。经核验，本问卷信

度系数为 0.918。问题设计主要从个人性格（6、

7、8）、同伴（9、10、11）、老师（12、13、

14、15）以及教学方式转变（17、18、19、

20）四个维度出发，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法，

每个问题共 5 个选项，分别为“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一般，同意，完全同意”，依次对应 1-5

分，并采用 SSPSS26.0进行数据分析。

1.1.3 数据收集

在做好问卷后通过微信朋友圈发放，在收

到反馈后，发现有 24位学生仅作答了部分题目，

从而导致问卷失效，无可研究性，因此最终收

到 16份有效调查问卷。

1.1.4 结果

根据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相关情况进行研究

分析，研究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问卷调查结果

在正式问卷调查开始前，先对学生英语口

语水平进行调查，仅有一人认为自己能用英语

对自己熟悉的题材进行口头交际，完全没有困

难，即英语口语较好，93.75% 的人认为自己存

在英语口语焦虑。正式问卷调查总分为 15-75

分，得分越高，英语课堂口语焦虑程度越高。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者的最高分为 63分，

最低分为 22 分，均值为 42.06 分。根据参与者

自我认知以及受访结果，认为得分 30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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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本不焦虑，30分以上则属于焦虑，50分以

上则属于重度焦虑。参与者均值为 42.06，说明

参与者焦虑程度总体呈现中等偏高。

从不同维度来看，教师的均值为 12.50，对

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产生影响最大，有 43.75%
的参与者表示害怕在老师面前出错，50% 的参

与者认为口语难以进步的原因是缺乏教师正确

引导；教学方式转变均值为 9.38，有 37.5% 的

参与者认为线下主动发言会更尴尬，43.75% 的

参与者认为线上发言比线下发言更舒服；其次

是同伴，平均值为 9.19，仅有 31.25% 的参与

者认为自己不害怕在同学面前出错，有 43.75%
的参与者害怕说错被其他同学嘲笑；个人性格

影响最小，平均值为 8.06，有 31.25% 的人认为

自己无论是否准备充分还是会害怕发言并且发

言会感到尴尬。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相较

于个人内部因素，同伴和教师等外部环境因素

对于河南大学生英语课堂口语焦虑影响更大，

他们的口语表达与交际的意愿相对较低。

1.2 访谈

研究者对部分问卷参与者进行追踪调查，

询问其关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相关问题。访谈

提纲如下：

关于后疫情时代河南大学生英语课堂 

口语焦虑访谈

1. 访谈主题

后疫情时代河南大学生英语课堂口语焦虑

成因。

2. 访谈目的

了解后疫情时代河南大学生课堂口语焦虑

成因，并用于开展后续研究。

3. 访谈方式

线上视频采访，录音采访。

4. 访谈时间

2024 年 1 月 15 日至 1 月 30 日。

5. 访谈对象

生源地为河南的大学生。

6. 访谈内容

6.1 受访者基本信息介绍（来自哪个大学、

今年大几、就读什么专业等）。

6.2 受访者英语口语情况（基本情况、自我

评价、使用频率、使用方式、使用场景等）。

6.3 受访者英语课堂口语使用情况（使用频

率、使用场景、使用对象、自我评价等）。

6.4 受访者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产生表现、

产生场景、产生原因及其可能性分析）。

7. 访谈准备

访谈采取线上会议方式进行，访谈前应提

前和受访者商量访谈时间以及会议号等内容，

并在开始前提前提醒受访者；访谈应明确告知

访谈者目的，经其同意后方可用于后续研究。

其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相比于线上授课，

线下英语课堂口语焦虑程度更高。部分受访者

认为，由于性格原因线下面对老师和同学感觉

更有压力；部分受访者认为，与线上相比，线

下发言更紧张也更担心出错。这些访谈从一定

程度上佐证了研究结果并为研究提供帮助。

2 大学生口语焦虑成因分析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以及访谈，主要将成因

分为高中英语学习影响、周边环境影响、教学

方式影响等四类。

2.1 高中英语学习影响

河南为应试高考大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

产生很多问题。其一，高考重笔试轻口语的规

则使学生将大量经历投入笔试中，对于交流和

表达方面有所欠缺，尤其是不考听力考试更是

加重了这种情况，导致学生英语口语水平总体

偏弱；其二，教师教学重心并非在口语，对于

学生表达交流以及口语提升也并不重视；同时，

由于师资力量问题，城镇和乡村英语教学质量

和水平存在差异。这一点在吴祚安的研究中也

有所体现，他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学生个人因素，

但忽视了环境对于学生二语习得的作用〔7〕 。

这种情况呈现在数据中，表现为众多参与者认

为口语难以进步的原因是缺乏教师正确引导。

2.2 周边环境影响

根据问卷调查，93.75% 学生认为自己英语

口语水平不高，且多数学生认为自己有相当程

度的英语口语焦虑，这或许与周边环境有关。

张伟认为，19、20 岁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英语的

规程中会下意识与其他学生进行比较〔8〕 。当

学生在与同学和教师进行交流后发现自己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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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水平距周围同伴平均水平以及教师预计水平

有一定差距或相距甚远时，这无疑会加重学生

的自卑心理以及焦虑程度，从而使学生更加害

怕使用英语口语表达与交流，从而导致恶性循

环。在这个过程中，周围同学和老师的一些看

似合情合理的言论和行为都会极大地刺激学生

心理，更别提某些同学的恶意嘲笑和老师的不

当引导。根据 Horwitz.E.K 的负评价恐惧理论，

这些行为会加重怕出错、在意他人看法、担心

负评价这一易引起焦虑的心理现象。这在数据

中表现为教师和同学因素均值较高，高于个人

性格因素〔9〕 。

2.3 教学方式的转变

疫情期间众多高校采用线上教学模式，在

网络环境下产生许多有别于线下教学的学习焦

虑〔10〕 ；同样，疫情结束后再次经历教学方式

转变，学生也会因此产生学习焦虑。根据调查

问卷显示，多数学生认为在线上发言比线下发

言更舒服。这可能因为线上教学师生通过屏幕

隔空对话，在极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学生的恐惧

心理，增强学生安全感；同时，由于网络技术

问题，教师在网络授课过程中也会产生许多技

术问题，刘子怡、谈真认为这是导致学生焦虑

的重要问题之一〔11〕 。但根据本次访谈结果可知，

部分学生认为教师产生的技术问题从某种程度

上有助于打破教师在学生心中绝对权威形象，

有助于拉近学生与教师距离、减少学生畏惧心

理；同时，教学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改变传统英

语课堂讲授的单一被动〔12〕 ，促使教师寻求更

多样方法进行教学。而由线上转为线下，尤其

是在经历长期网课教学后，教学方式回归从前，

部分学生会感到不适从而引发焦虑。

3 对英语口语教学的启示

由上述研究可知，后疫情时代英语课堂口

语焦虑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为更

好进行英语口语学习，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3.1 对高中英语口语教学的启示

而生源地为河南的大学生进入高中普遍存

在因英语口语基础薄弱而产生的英语课堂口语

焦虑问题。解决该问题，应该从根源抓起。李

容晨认为，学生英语基础薄弱是导致英语学习

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5〕 。张伟认为，除了学

生主观性因素及教学因素外，社会环境、高校

管理制度、学生家庭、学生校园生活、学生物

质生活、学生社交关系等现实问题都会对学生

的思想观念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在高中英语

教学中，除了教师有意转变教学重心、增添口

语相关教学内容，学校、家长应联合促进学生

表达与交流能力培养，改变“唯分数论”，推

动“双减”政策与素质教育推行，为学生提供

良好口语学习环境。

3.2 对大学教师英语

付丽丽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引导

学生主动学习，做学习的主人〔13〕。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应充分发挥好教师作用。

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考虑到各学生英语

水平差异，根据学生不同英语水平设置教学内

容；在课堂上，教师应采取愉快教学，给予学

生积极情绪体验，不仅要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吸

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也要加强

对学生肯定，少批评、多鼓励，少惩罚、多沟

通，改变原有上课态度，增加对学生的亲和力；

在课堂外，可以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帮助学

生解决问题，提升自信心和口语水平〔14〕。

3.3 学生

王策三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是“教师主导

学生主体”，教学应教学生“学”〔15〕 。英语

口语学习也是如此，学生为主体，应勇于尝试

和突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学习〔16〕 。

学生要克服畏难情绪、面子问题等阻碍学习的

自身因素，勇于尝试和突破舒适区，积极参与

英语课堂口语学习和交流。在课余时间，学生

可以通过看美剧、英剧或跟读英语名著等方式

来提高英语口语水平，也可以寻求老师帮助在

课余时间进行口语学习。总而言之，内因是事

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学生只有主动学习提升

英语口语才有机会在教师、同伴的配合下提升

英语口语水平。

3.4 同学

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有助于减少英语课堂

口语焦虑，提升学习者自信心。同学作为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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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日常学习生活接触最紧密的人，对于学习

者提升英语口语、克服口语焦虑起到重要作用。

在课堂上，同学可以协助学习者进行口语表达

和交流以及完成老师布置的相关任务，营造轻

松愉悦课堂气氛；在课外，同学可以充分发挥

朋辈互助作用，减轻学习者对于英语口语的负

面情绪同时帮助他们提升口语。

4 结语

大学生英语课堂口语焦虑是影响大学生英语

学习以及交流与表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后疫

情时代，经历了教学方式的转变，生源地为河南

的大学生面临高中英语学习影响、周边环境影响、

教学方式转变等多种因素导致的英语课堂口语

焦虑。为解决这一难题，需要通过高中、教师、

学习者自身以及同学多方面共同发力，提升自信

心以及口语水平，促进学生英语口语表达和交流，

从而缓解英语课堂口语焦虑。

但本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①本研究

样本数量过少，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收集更多案

例来进一步论证研究的科学性。②本研究仅通

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并非

纵向研究，无法很好证明高中时期英语学习对

于大学时期英语口语课堂焦虑的作用。③因为

调查研究主要在线上进行，未曾深入实地调查，

所以不够深入，具体性建议和启示也较少，需

要进一步研究说明。希望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

行长时间实地调查跟踪的纵向调查，从而做好

更进一步研究。也希望本研究可以为后续研究

与教学提供帮助，帮助学生克服英语课堂口语

焦虑，更好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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