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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心理语言学的视角，探讨高校英语课堂中的提问与回应机制。通过分析心理语言学与语言

习得的关系，研究教师在课堂提问中的策略及其对学生心理反应的影响，以及学生在回应过程中的心理语

言学机制。研究发现，教师的提问策略不仅影响学生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还对其心理认知过程产生重

要作用。同时，学生的回应类型与语言习得密切相关，体现了心理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因此，

本文为高校英语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旨在提高师生互动的有效性，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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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心理语言学的定义 

心理语言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结合了

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旨在探讨人类如何

理解、产生和习得语言。它主要研究语言在大脑中

的加工过程，涵盖了语音、语义、句法以及语用等

多个层面[1]。心理语言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语言

的产生和理解、语言习得、言语产生的心理机制，

以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通过实验研究，心理语言

学家试图揭示语言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复杂互动，理

解语言如何在个体的认知系统中运作。特别是在外

语习得领域，心理语言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帮助

解释学习者如何通过心理过程获取和应用新的语言

知识。因此，心理语言学不仅对理论语言学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教育实践，尤其是外语教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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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1.2 心理语言学在外语习得的重要性 

首先，心理语言学揭示了语言习得与认知过程

的关系
[2]
。外语学习不仅是语言规则的记忆过程，更

是一个复杂的认知活动，包括对语言输入的理解、

加工和输出。通过研究语言习得中的心理过程，心

理语言学提供了关于学习者如何处理新语言信息的

深刻洞见。例如，通过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可以了

解学习者如何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进行语言输入和

输出的处理，以及如何通过内在的认知机制来理解

和掌握新的语言形式和结构。 

其次，心理语言学还关注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如记忆能力、注意力控制以及认知风格等，这些差

异在外语习得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学习者

可能在语言学习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挑战，而这

些挑战往往与其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密切相关。通

过对这些差异的研究，心理语言学为个性化教学策

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心理语言学还探讨了动机、焦虑和信心

等情感因素对外语习得的影响，帮助教育者设计出

更具激励性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因此，心理语言

学不仅为理解外语习得的过程提供了科学基础，也

为外语教学的实践提供了实用的指导。 

1.3 高校英语课堂中师生互动的重要性 

首先，增强有效沟通和交流，促进语言输入和

输出。教师通过提问、反馈和指导，帮助学生理解

和应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学生则通过回应和参与，

巩固和拓展语言技能。这种双向的互动不仅提高了

学生的语言能力，还增强了他们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其次，营造积极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当教师能够敏锐地捕捉学生的需求和反馈，并作出

及时、适当的回应时，学生更容易产生积极的学习

情感，从而提高学习的投入度和持久性。 

此外，师生互动还起到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作

用。在互动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

学习方法，促进他们发展出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

互动，教师不仅传授知识，还能帮助学生形成科学

的学习策略和有效的学习习惯。 

2 心理语言学视角下的课堂提问与回

应机制的研究基础 

2.1 心理语言学与语言习得概述 

2.1.1 心理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心理过程之间关系的

学科，涉及语言的理解、产生和习得等方面。其核

心问题是探索人类大脑如何处理语言信息，包括语

言的产生、感知、理解和存储等过程。心理语言学

的研究范畴广泛，涵盖了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

和语用学等语言学领域，并结合了认知心理学、神

经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研究语言如何

在大脑中被处理，心理语言学试图揭示语言的本质

及其与其他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 

在心理语言学的框架下，语言被视为一种认知

能力，与记忆、注意、思维等心理过程密切相关
[3]
。

心理语言学家们探讨语言产生时的大脑机制，如语

音输出的准备、句法结构的选择及语义内容的构建。

同时，心理语言学还研究了语言理解过程中大脑如

何解析语音、词汇和句子，如何通过语境理解言语

的意义。通过实验研究，心理语言学揭示了人类在

语言处理中的常见模式和规律，如词汇联想、句法

优选和语用推理等。 

2.1.2 语言习得与心理过程的关系 

语言习得是个体通过与环境互动，逐渐掌握并

运用语言的过程。心理语言学视角下，语言习得被

认为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的结果。儿童在语言

习得过程中，需要经过听觉输入、语音识别、词汇

存储、语法结构的学习以及语用知识的积累等多个

阶段。这些阶段不仅依赖于外部的语言输入，还受

制于个体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心理状态。 

在语言习得的早期阶段，婴儿通过感知和模仿

成人的语言，逐渐形成语音识别的能力，并开始构

建词汇表。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开始理解并

运用语法规则，将词汇组合成符合语法结构的句子。

在此过程中，注意力、记忆力和认知策略的运用起

着重要作用。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习得不仅

仅是对语言现象的被动接受，还涉及积极的心理加

工和策略运用
[4]
。例如，儿童会通过推理、类比等方

式理解和生成新句子，并通过反馈不断调整和完善

语言技能。 

此外，心理语言学还探讨了二语习得中的心理

过程，强调了语言输入的质量、学习动机、情感状

态等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总之，语言习得是一

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涉及多个认知功能的协同运作，

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理论依

据。 

2.2 课堂提问与回应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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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教师提问策略与学生心理反应模型 

在课堂上，教师提问是引导学生思考、激发学

习兴趣的重要手段。心理语言学视角下，教师提问

不仅仅是语言交流的行为，更是与学生的心理反应

紧密相连的认知互动过程。提问的方式、内容和时

机都可能影响学生的心理状态和认知过程，从而影

响其对问题的理解和回应。 

教师的提问策略可以分为封闭式提问和开放式

提问。封闭式提问通常有明确的正确答案，主要用

于检测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这种提问方式往

往引发学生快速的心理反应，如回忆、搜索记忆中

的信息，并迅速生成答案。而开放式提问则鼓励学

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分析，这需要学生在认知上

进行更多的推理、整合和创造性思维。开放式提问

通常会激发学生的思维活跃度，促使其动用更多的

心理资源来理解问题并构建复杂的回应。 

教师的提问语气、用词以及提问的频率和节奏

也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反应。例如，温和的语气和鼓

励性的语言能减少学生的焦虑感，提升其参与课堂

互动的意愿。相反，过于频繁或具有挑战性的提问

可能增加学生的压力，从而导致认知负荷过重，影

响其回答的质量。因此，教师需要在提问过程中考

虑学生的心理反应，采用灵活的提问策略，促进有

效的课堂互动。 

2.2.2 学生回应策略及其心理语言学机制 

学生对教师提问的回应不仅是知识表达的过程，

更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语言学现象。学生在回应时，

通常经历从理解问题到生成回答的多个认知阶段。 

首先，听问题阶段。学生需要准确理解教师的

提问，包括提问的内容、意图和上下文。这一过程

涉及语义分析、语法解析和语用推理等多个心理语

言学机制。 

其次，理解问题阶段。学生会在记忆中搜索相

关知识，并组织语言来表达答案。这一过程中，学

生的认知策略，如信息检索、知识整合和语言生成

等起着关键作用。此时，学生的心理状态，如焦虑、

信心和动机，也会影响其回应的质量和方式。积极

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言生成能力，使其

能够更加流畅和准确地表达答案；而焦虑和不确定

感则可能导致语言表达中的停顿、重复和错误增加。 

再次，生成问题阶段。学生的回应会受到语言

能力与认知风格的影响。例如，语言能力较强的学

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复杂的句式和丰富的词汇来表

达观点，而语言能力较弱的学生则可能依赖简单的

语言结构。认知风格偏向分析型的学生通常会在回

答前仔细思考，提供更具逻辑性和条理性的答案，

而认知风格偏向直觉型的学生则可能更快速地做出

反应而忽略答案的精确性。 

3 课堂提问机制与课堂回应机制分析 

3.1 课堂提问机制分析 

3.1.1 提问类型及其心理语言学基础 

在高校英语课堂中，教师的提问是促进学生语

言学习的重要手段。根据心理语言学的理论，提问

类型可以分为几类：封闭式提问、开放式提问、回

忆性提问和分析性提问等[5]。每种提问类型背后都

有特定的心理语言学基础，影响着学生的认知加工

和语言输出。 

封闭式提问通常要求学生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例如“Is this sentence in past tense?”这种问题往往涉

及学生的语法知识或语言形式的简单回忆。因此，

封闭式提问可以激发学生的回忆过程，促使他们从

长期记忆中检索相关信息，并迅速做出判断。 

开放式提问则鼓励学生进行扩展性思考。如

“Why do you think the author uses this metaphor?” 这

种提问类型要求学生不仅理解语言内容，还要进行

更高层次的推理和分析，需要使用批判性思维和创

造性语言来达成。所以，开放式提问需要学生在工

作记忆中整合多种信息，并通过内在语言生成过程

来构建复杂的回答。 

回忆性提问和分析性提问也是常见的提问类型。

回忆性提问要求学生回顾已学内容，而分析性提问

则要求学生对语言现象或文本进行深入分析，涉及

心理语言学中的分析性加工过程。不同类型的提问

对学生的心理加工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进而影响语

言习得和课堂参与。 

3.1.2 提问策略对学生心理反应的影响 

首先，引导性提问。教师通过分阶段提问，逐

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分析问题。例如，在分析一

篇文章时，教师可以先提问“Can you summarize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ragraph?”（你能总结一下这段的

主要内容吗？），帮助学生聚焦于文本的基本信息。

随后再提问“Why does the author use this particular 

example here?” （作者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个例子？），

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样的提问策略不

仅可以构建对文本的整体理解，还促使学生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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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逐渐参与到更复杂的认知活动中。 

其次，开放式提问。教师可以提问“Can you 

explain how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influences the 

character’s behavior in this story?”（你能解释一下文

化背景是如何影响这个故事中的角色行为的吗？）。

此类问题要求学生将语言知识与文化理解相结合，

通过内在语言生成过程，组织逻辑性强、内容丰富

的回答。这种策略可以促进语言加工深度，提高语

言输出质量，从而激发学生的思维和语言表达。 

再次，语气式提问。在一堂高级英语写作课上，

教师可以通过温和且激励性的语气提问：“How do 

you think you could improve this paragraph?”（你认为

你可以如何改进这段话？），这种提问不仅让学生感

受到教师的支持，还鼓励他们积极思考和参与。从

而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动机，减少了课堂上的焦虑感，

提高了课堂参与互动的意愿。 

3.2 课堂回应机制分析 

3.2.1 学生回应的心理语言学过程 

学生在课堂上对教师提问的回应是一个复杂的

心理语言学过程，涉及从语言接受、语言理解到语

言生成的多个阶段。 

首先，语言接受阶段。学生需要通过听觉或视

觉渠道接收到教师的提问，并在大脑中进行语义和

句法的解析。这一过程涉及心理语言学中的语言理

解机制，学生必须识别问题的结构，理解其语义，

并结合上下文进行语用推理。 

其次，语言理解阶段。学生在短时间内调动其

长期记忆中的知识库，以检索与问题相关的信息。

在此过程中，工作记忆起着关键作用，因为问题需

要在大脑中保持问题的各个要素，并将其与已有知

识进行联结。因此，这一阶段的认知负荷较高，尤

其是在二语学习的背景下，学生需要在有限的时间

内进行多重认知操作。 

最后，语言生成阶段。此阶段需要将思考的结

果转化为口头或书面的语言表达。这一阶段涉及语

音计划、句法构建和词汇选择等心理语言学机制。

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这一过程可能更加复杂，因

为在不同语言系统之间进行转换，并确保表达的准

确性和流畅性。此时学生在回应过程中不仅在输出

语言，还在同时进行自我监控，以确保回答的合适

性和逻辑性。 

3.2.2 回应类型及其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首先，简短型回答方式。如“yes”或“no”，或是

简单的句子回应。虽然回应内容上较为简单，但其

背后涉及的心理语言学过程同样复杂，尤其是在二

语学习环境中，反映了对问题的基本理解和记忆的

检索能力。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这类简短回应有助

于巩固对基本语言结构的掌握，但可能不足以促进

深层次的语言加工和扩展性思维。 

其次，扩展型回答方式。学生不仅简单回应，

还提供解释、例证或进一步的分析。例如，在讨论

一个文学作品时，学生可能会说：“I think the author 

uses this metaphor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s internal 

conflict, which reflects the broader theme of identity 

struggle.”（我认为作者使用这个隐喻是为了突出角

色的内心冲突，这反映了更广泛的身份斗争主题）。

这种扩展性回答时一种复杂的认知操作，涉及语法

和语义的精细加工，以及跨语言和文化的语用推理。

所以，这类回应有助于促进语言生成能力和批判性

思维，对语言习得具有重要意义。再如，教师可以

提问：“How do you think cultural background shapes 

one's perception of success?”（你认为文化背景如何

塑造一个人对成功的看法？）。学生可能会根据自己

的理解和经验，提供详细的解释和例子，从而展示

其语言技能和思维深度。通过互动，不仅能够练习

语言输出，而且可以在真实的语境中应用语言，促

进语言习得的同时，增强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能

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心理语言学视角探讨了高校

英语课堂中的提问与回应机制，揭示了其在语言习

得中的重要作用。心理语言学为理解课堂提问和回

应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教师

提问和学生回应所触发的心理过程尤为关键。通过

分析不同类型的提问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本文阐

明了提问策略如何影响学生的认知负荷和语言产出，

探讨了学生的回应策略在语言加工和心理过程中的

作用，从而提升课堂互动的有效性和学生的语言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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