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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学习思维定式的反思和对策 
吴薇薇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部   

摘要：我国大学生在大学英语学习方面一直存在着思维定式的现象，严重阻碍了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间接上也导致了创新思维

的缺乏。本文分析了思维定式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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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本质是摒弃传统英语教学的应试能力

的培养，还原英语语言学习的特性，提高语言应用的能力。指导

教学双方的不再是学习成绩，而是语言的应用能力。但是，至今

为止，英语教学改革离既定的目标还相距甚远。究其原因，大学

英语学习的思维定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学改革的深入和推

进，削弱了教学改革的效果。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从学习思维

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培养，而仅仅单纯地通过课程的自主性设置，

课堂元素的丰富等教学手段的改变，将很难实现学生真正掌握英

语学习的方法，难以建立创新思维，并最终会影响到学生专业的

学习和深造。 

学生英语学习的思维定式产生的成因复杂。既有中小学仍然

存在的升学压力的因素，也有本民族固有的思维方式的原因。但

是，最为重要的是，中小学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式取决于该时期教

学大纲的设定，拘泥于一定的教学范围和模式，束缚了学生的思

维灵活性。到了大学学习时期，英语学习的目标不仅仅包括大学

英语四，六级等学位测试，硕士，博士，以及各种涉外英语能力

测试，还包括了学生学习结束后以专业交流为主的语言应用能

力。二个时期教学目标的脱节导致了学生仍然以原有的学习方法

进行大学英语的学习，成效当然无法令人满意。 

所以，分析学生英语学习的思维定式，找到解决思维僵化的

方法，对症下药，才能保证英语学习的时效性，提高学生的英语

应用能力，实现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 

一、词汇的机械记忆 

我国大学生在大学阶段仍然沿袭了中小学的词汇学习模式。

首先学习词汇的发音，拼写，词义和搭配。然后结合课文和课后

练习，巩固生词的掌握。在英语学习的初级阶段，这种方法无可

厚非。中小学的英语教学有固定的教学大纲；小升初，中考和高

考都有一定范围的考试大纲，这二个框架明确了学生对词汇的学

习要求，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学生对词汇的灵活掌握。例如：

translate，“翻译”这个英语单词和对应的汉语翻译为我国大学生

所熟知，但实际上，其意义不仅如此。“Can you translate what you 

said?”这句话的交谈双方使用的是同一语言，此时，再翻译成“你

能把你说的话翻译一下吗”明显不符合语言环境；而应该翻译成

“你能解释一下你说的话吗？”。Translate 在不同语言之间可以

表示“翻译”，但是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则表示“解释，诠释”。

反之，在反向表达中，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会使用 explain 这个单

词，因为在他们的记忆库中，“解释，诠释”对应的词汇基本上

只有 explain。 

词汇的机械记忆不仅造成学生的阅读能力低下，还直接影响

到了其语言的表达能力。全国各级英语教学大纲在某种程度上形

成了我国大学生在使用单词方面思维的单一性。 

二、句型的表象理解 

同样，根据教学大纲的统一要求，学生在学习某一个英语句

型时，首先要记忆句型的基本框架，在课堂和课外作业的指导了，

进行一定数量的反复应用，从而掌握这个英语句型和对应的汉语

语句。 

但是，现在的英语句型教学仍然摆脱不了表象理解的束缚。

以英语中极为重要的被动句为例，学生理解被动句的使用仅仅是

简单地加上“被”字，出现了“在事故中十几个人被杀，更多的

人被伤害”等语义模糊，含义晦涩的汉语翻译。上述被动句“Dozens 

were killed and more wounded in the accident.”对应的汉语翻译不能

仅仅根据其语法表象进行处理，绝不能因为是被动句，就简单地

套用“被”字来理解。可以说，现今网络用语中，“被跨省，被

通缉”等简单低级的表达法也是学生语言应用过程中机械化，表

象话的一个反映。反观语言应用能力的另一个侧面，即汉语过渡

到英语时，学生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每年期末考试，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中，几乎全部考生都使用同样

的简单句型，所采用的词汇也千篇一律。 

对于大学生英语学习中思维僵化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教

学主体的教师，应该发挥在英语教学中的指导作用，针对学生的

思维定式，有目的地在课堂上加强训练，早日摆脱思维僵化的局

面。 

三、词汇的语境教学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们掌握英语词汇，大学英语教师不仅仅

要讲授词汇的各种语素特征，还应该以更多的时间介绍和指导学

生应用，尽可能多地提供不同的语言环境，反复变换学生对同一

个单词的理解，最终达到“量变到质变”的目的。例如，在讲授

recruit 时，课文生词中注释为“新员工”，结合该篇文章的语言

环境是关于企业文化的具体特点，任课教师应该合理地展开，指

导学生积极思考：“在学校的环境下？在军队的环境下？在大学

社团的环境下？”等等。实际上，通过这种语境教学模式，学生

在记忆这个单词时，同时也掌握了这个英语词汇对应的“大学新

生，新兵，新人”等不同的汉语词语。 

另外，对于短语的表达，也应鼓励学生的灵活应用。例如：

几 乎 在 每 篇 大 学 生 的 作 文 中 都 可 以 看 到 的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就我而言，对我来说”，任课教师应该提醒学生汉

语和英语对应的语素要点，并让学生思考：“对他们来说？”起

初，学生们仍然会按照惯性思维翻译成 for them，通过灵活性训

练，在笔者任教的班级中，越来越多的学生自发地翻译成 as far as 

they are concerned。语境教学不仅能进一步巩固学生对英语词语的

掌握，同时还能有效地改善其汉语表达能力，通过灵活机动的语

境教学，学生的英语应用自信心得到极大的提升。 

四、句型的汉语指代 

在英语句型的讲解上，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注重对其汉语指代

环境的说明。可以说，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完整地包括了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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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确定的结论，容易使学生形成直线思维，不利于学生独立和发

散型思维的培养。 

（四）自编成套动作教学法 

足球课程的准备活动和结束部分，通常采用成套的“足球活

动操”和“整理放松操”来达到身体热身和放松身体各部位的目

的，教师在指导讲解这些成套动作有关编排的基本知识情况下，

安排学生独立自主或合作等形式进行创编，以此来发挥学生主观

能动性，积极创造性创新性想象力以及运动知识的能力。让编好

动作的同学在班级内展示，让全班学生进行点评。让同学们既做

学生又做老师进行角色转换，以不同角度审视教学训练课程。这

样可以培养学生在创编活动操方面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五）情景教学法 

教师通过形象的讲解和肢体语言的渲染，有利于将学生置身

于实际情景中，便于学生理解并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足球

教学训练的教学过程中应积极地运用情景教学法，用生活展现情

景，用实物演示情景，用录像多媒体再现情景，用肢体语言渲染

情景。在教学训练中有意识地渗透情景教学法，以加深学生对教

学训练内容的印象和体会。例如，可以根据足球比赛技战术的特

点，形象地描述球场上各方队员技术动作变换和战术多样化特征

再现比赛场景，激发学生想象场上实战情况进行虚拟对抗，诱导

学生积极学习各种技术动作和战术路线，使教学训练效果达到最

大化。 

（六）脑力激励法 

脑力激励法是心理学家奥斯本提出的，教师提出需要解决的

教学训练问题，鼓励学生尽可能的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但不让学生展开讨论，由于个人受到他人意见的启发，激起学生

的发散思维，使得学生在同一时间内提出更多的意见。由于相互

交流思想，彼此得到启发促使学生面对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激发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这种

教学法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效率。 

三、结论与分析 

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要求社会做出合理的调整以适应

历史的前进，同样足球教育作为社会事业的一部分，足球教育要

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积极创新。研究和学习当今世界先进

的教学理念，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之适应我国足球教育实际情

况，发展我国足球教育。我们当代足球教师要以振兴中国足球为

己任，不断完善自身教学能力，为中国足球培养出高素质的后备

力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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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种句型。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围绕着这些句型，加强学生对

这些句型的掌握，提高使用速度。如上文所述，被动句是英语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学生们都已经掌握了其基本用法。大

学英语教师应该说明英语的被动句在具体汉语语境中的使用，同

时，提醒学生，作为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语言，汉语几乎从不

用“被”字表示主谓之间的被动关系，无论是电视，报纸等媒体，

还是人们日常会话中，“被”字出现的频率非常小；取而代之的

是“接受，受到，遭到，得到”等汉语语素。此时，不可简单地

把上述汉语用 receive，have，get 或 suffer 等单词表达出来。例如：

他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如果沿用僵化的思维模式，则很可能翻译

成 He has got a new job.剖析这个英语句子，我们不难发现，其意

义指称没有真正反应出汉语的表达内容，也就是说，简单地词汇

理解，而忽略了句型的根本理解，无视英语句型的适用语境，交

流的目标难以实现。实际上，现在流行的英语翻译为 He is offered 

a new job.当任课教师抽象出英语句型以及对应的汉语使用语境

时，学生对已经学过的句型就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应用能力也

会有很大地提高。 

突破英语学习中思维僵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充分利

用现有的网络语言资源。学生可以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大量接

触网络语言资源，摒弃一些不良的网络语言。通过观看网络视频

资料，学生们可以模仿正确的语言应用，巩固已经掌握的英语词

汇和句型，丰富自身的语言表达方法。例如：在美国总统奥巴马

的就职演讲 The Victory Speech 中，他盛赞妻子，并称她为 She is the 

rock of our family.从这句话的语言环境中，学生们不会将其简单地

翻译成“她是我们家的岩石”；而会有意识地翻译成“她是我们

家的主心骨，或我们家她说了算。”等汉语口语及书面语中我们

耳熟能详的正确翻译。Rock 这个英语单词就突破了以往学习过程

中简单的定义，有了更为广泛的指代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这

种训练，对学生的思维灵活性也将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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