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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英语口语教学在培养学生实际交流能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传统的教学

方法在提高学生口语能力方面效果有限。心理语言学作为一门研究语言与心理过程关系的科学，

为理解和改进语言学习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语言学理论在高校英语口语教

学中的应用及其效果。通过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首先概述了心理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

模型，接着分析了当前高校英语口语教学的现状与挑战。最后阐释了基于心理语言学在高校英语

口语教学中的应用，并对其效果进行了实证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可以有

效提升学生的口语流利度、准确性以及词汇选取的丰富度，从而助于学生缓解语言焦虑，提升自

信心。 

关键词：高校英语教学；心理语言学；口语教学应用；口语教学效果评估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Spoken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 

Qilin Xuan 1,2 

1. GongQ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u Jiang, Jiangxi; 

2.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Penang, Malaysia 

Abstract: College English-speaking instruc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developing students'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skills. However,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have shown limited effectiveness in improving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ies. Psycho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and enhancing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inguistic theories in college English-speaking instruction. The 

study first outlin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psycholinguistics and relevant theoretical model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t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challenges of English-speaking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Finally, it explains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inguistics in college English-speaking instruction and 

evaluates its effectiveness through empirical methods. Findings in th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inguistic theor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speaking fluency, accuracy, and vocabulary selection. 

Therefore, it helps students alleviate language anxiety and boost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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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高校英语口语教学在当代教育体系中具有重

要意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英语作为国

际通用语言，其口语能力成为学生在学术交流、职

业发展和国际交往中的关键技能。然而，传统的英

语口语教学方法往往侧重于语法和词汇的机械记

忆，忽视了语言实际应用的情境与学生的心理因素，

导致学生在实际交流中出现流利度不足、表达不自

然等问题[1]。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学生的英语口语

能力，已成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心理过程之间的关

系的一门科学，这为二语习得提供了理论支持。通

过研究语言产生、理解和学习的认知过程，心理语

言学揭示了记忆、注意力、语言焦虑等影响语言学

习的多种心理因素[2]。而这些因素正是影响二语习

得中的关键因素，同时理解这些过程将不仅有助于

教师设计更有效的教学策略，而且也有利于学生提

高语言应用能力。因此，将心理语言学理论应用于

高校英语口语教学中，既可帮助学生更好地克服学

习障碍，同时也能提升语言流利度和准确性。 

1.2 研究目的与问题 

研究目的： 

①探讨心理语言学理论在高校英语口语教学

中的具体应用。 

②评估这些应用对学生口语能力提升的实际

效果。 

研究问题： 

①心理语言学理论如何应用于高校英语口语

教学？ 

②这些应用对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提升有何

具体效果？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通过系统梳理心理语言学相关理论，并结合实

际教学案例，评估其在口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本

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阐述

研究目的与问题；第二部分，综述心理语言学理论；

第三部，分析高校英语口语教学现状；第四部分，

探讨心理语言学在口语教学中的应用；第五部分，

评估教学效果；最后为结语，总结研究成果并提出

未来研究建议。 

2 心理语言学理论综述 

2.1 心理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心理过程之间关系

的学科，主要涉及语言的产生、理解、习得及语言

使用中的心理机制[3]。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心理语

言学融合了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理

论和方法，旨在揭示人类语言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 

心理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语音、语法、

词汇、语义等语言成分的心理处理，以及这些成分

如何在大脑中编码、存储、提取和使用[4]。通过对

语言现象的心理解释，心理语言学为二语习得及语

言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2.2 二语习得中的心理语言学视角 

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是研究个体如何在母语之外习得另一种语言的过

程。心理语言学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关注学习者在

习得过程中涉及的认知机制，如记忆、注意力、语

言加工等。记忆是语言习得的核心[5]，学习者需要

通过反复练习将新词汇和语法规则存入大脑的长

期记忆中。同时，注意力在语言学习中起着筛选信

息、避免干扰的作用。语言加工则是指大脑如何快

速有效地处理语言信息，从而实现语言的理解和表

达。了解这些心理机制有助于开发针对性的教学策

略，从而提高二语学习的效果。 

2.3 相关理论模型 

 

图 1. 输入假设理论框架 

在心理语言学领域，许多理论模型为二语习得

提供了框架。Stephen Krashen[6]（1982）的输入假

说（Input Hypothesis）提出（图 1 所示），语言习得

主要依赖于可理解输入，即学习者能够理解但尚未

掌握的语言材料，使用 i+1 原则（i 代表学习者现有

的语言水平，1 是高于现有水平的资料输入），通过

情感过滤器调节语言输入的多少（积极的情感促进

语言输入，消极情感阻碍语言的输入），经由语言习

得机制获取语言知识，进而输出所学语言知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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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习得过程中，该理论强调语言输入的质量，而非

数量，是语言学习的关键。 

此外，二语习得理论（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模型综合考虑了社会、认知和情

感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响，Michael Long 提出了语

言习得的互动假说（Interaction Hypothesis）[7]（图

2 所示），他认为互动式的语言输入有益于语言习得

的发生，它针对学习者感到困难的语言形式，有的

放矢地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互动假说理论强

调，双向交流较之于单向输入更为重要。可见，在

英语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在交流过程

中的相互调整、意义协商，即真实的、有效的互动

能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Richard Schmidt 阐释了注

意假说（图 3 所示）[8]，分析了在信息加工过程中

影响学习者注意的六大要素：输入的频率、输入感

官的凸显、讲授、任务需求、学习者的期待和学习

者的信息处理能力。 

 

图 2. 互动假说理论框架 

 

图 3. 二语习得中的注意机制 

以上这些理论模型为心理语言学在教学中的

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3 高校英语口语教学现状 

3.1 英语口语教学的重要性 

英语口语能力是全球化背景下学生必备的技

能之一。无论是在学术交流还是职业发展中，流利

的口语表达都是必要的。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

基地，承担着提高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责任。然而，

尽管学生经过多年英语学习，依然普遍存着口语表

达困难的现象。尤其是在非英语母语国家，学生往

往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学习，口语实践机会有限，

导致学生在实际交流中产生了不自信、语言不流畅

的现象[9]。因此，目前高校的教学方法亟待改进。 

3.2 英语口语教学的常见方法 

当前高校英语口语教学主要采用任务型教学

法和角色扮演等方法[10]。任务型教学法通过设置

真实情境，鼓励学生在任务完成过程中使用目标语

言，旨在提高其语言应用能力。角色扮演则通过模

拟各种交流情境，帮助学生在互动中提高口语表达

的流利度和准确性。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受

到学生参与度不高、真实交流机会有限等问题的制

约，影响了了英语教学的效果。 

3.3 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 

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定性和定量两

种方法。定量评价主要通过测试英语成绩、口语流

利度评分等量化指标来衡量学生的进步程度。定性

评价则是通过课堂观察、学生反馈、教师评价等方

式，综合分析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和语言运用能力。

这两种评价方式各有优劣，结合使用能够更全面地

反映教学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评价过程复杂且

受主观性的制约。 

4 心理语言学在高校英语口语教学中

的应用 

4.1 语音识别与语言输出 

语音识别技术在高校英语口语教学中具有重

要的应用潜力。通过语音识别系统，教师可以实时

纠正学生的发音错误，帮助学生改进语音质量。在

英语学习过程中，语言识别和语言输出呈现双向互

动的关系[11]。语言识别（输入）为语言输出（产出）

提供基础，反过来，通过输出（如口语练习）又能

强化输入（图 4 所示）。此类技术不仅能够提高学生

的语音识别能力，还可以通过语音分析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反馈。 

 

图 4. 语音识别与语言输出图 

通过实验观察得出如下数据（如表 1 所示）： 

研究表明，使用语音识别系统的学生在语音准

确性方面表现出显著提升。同时，语音识别技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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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自动记录和分析学生的口语表现，为教师提供

详细的教学数据支持。 

表 1. 语音识别与语言输出记录表 

单词 学生发音 识别内容 
纠 正 发

音 

正确输

出 

think [sink] / [tink] sink / tink [θ] [θink] 

rural [lʊrəl] / [rʊləl] Lural / rulal [r] [rʊrəl] 

very [weri] / [weli] wery / weli [v] / [r] [veri] 

shows [səʊz] sows [ʃ] [ʃəʊz] 

研究表明，使用语音识别系统的学生在语音准

确性方面表现出显著提升。同时，语音识别技术还

能够自动记录和分析学生的口语表现，为教师提供

详细的教学数据支持。 

4.2 语言产出的认知过程 

语言产出涉及复杂的认知过程，包括语言规划、

词汇提取、语法构建和反馈与修正（图 5 所示）。学

生在进行口语表达时，首先需要对信息进行规划，

然后从记忆中提取适当的词汇，并根据语法规则组

织语言，通过教师反馈与自我修正，从而提高口语

流利度与准确性。 

 

图 5. 用语言产出认知过程图 

在访谈中，询问受邀者“您今天过得怎么样

呢？”，其语言产生的认知过程如下： 

【语言规划阶段】：受邀者听到这样的问题后，

大脑快速规划如何组织回答，如描述一天的主要事

件、感受等。 

【词汇提取阶段】：大脑会从词汇库中快速检

索与话题相关的词汇，选择最合适的词来表达想法。

在描述今天感受时，可能提取到词汇如“happy”（开

心）、“anxiety”（焦虑）、 “sad”（悲伤）等。 

【语法构建阶段】：大脑将提取到的词汇按照

正确的语法规则进行结构化，形成符合语法的句子。

如：通过主语、系动词和形容词的结构而构建出来，

“I am happy today.”;或者主语、谓语动词和副词的结

构  “My heart aches with sorrow, and tears stream 

down face.”来表达难过的心情。 

【语言输出阶段】：通过规划、词汇提取和语法

构建后，被采访者调动口腔、牙齿与声带等发音器

官以口语的形式将语言表达出来，如，“I am happy 

today.”；“My heart aches with sorrow, and tears stream 

down face.”。 

【反馈与修正阶段】：在语言输出后，受邀者接

收到外界的反馈（如同学或老师的反应）或自我监

控反馈（自己意识到错误）。通过这些反馈，受邀者

可以修正错误或优化表达。比如，当对方无法理解

时，学习者可能会调整措辞或重新构建句子来表达

相同的含义，“I feel so sad and sorrow.”。 

以上认知过程的效率直接影响口语流利度和

表达准确性。通过理解这些过程，教师可以设计更

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如增加快速反应练习与词汇

提取训练，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产出能力。 

4.3 提高口语流利度的方法 

基于心理语言学视角下，提高口语流利度的方

法可以通过增强语音练习频率、提供即时反馈和鼓

励自我纠正等措施来实现。通过增加学生的口语练

习机会，鼓励其在真实情境中使用目标语言，学生

的口语流利度得到显著提高。此外，教师应注重培

养学生的自信心，帮助其克服语言焦虑，进一步提

升语言流利度。 

5 心理语言学在高校英语口语的教学

效果评估 

5.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实验班与对照班的设计，以评估

心理语言学理论应用于口语教学的实际效果。实验

班采用基于心理语言学的教学策略，而对照班则使

用传统教学方法。样本选择涵盖大一年级不同英语

水平的学生，教学内容统一设计，以确保研究的科

学性和可比性。 

5.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数据收集通过测试成绩、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多

种方式进行。测试成绩用于量化学生的口语能力，

问卷调查则收集学生对教学方法的反馈，访谈提供

深入的定性分析。 

① 测试成绩量化学生口语能力 

通过标准化口语测试对比两组学生的口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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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可以量化教学方法对学生口语能力提升的影响。

内容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测试成绩量化学生口语能力表 

班级 
学 生

编号 

前测成

绩(满分

100) 

后 测 成

绩 

( 满 分

100 分) 

成

绩

提

升 

测试前后  差异分

析(口语流利度、发

音、语法、词汇丰富

度) 

对 照

班 
001 65 72 +7 

语法准确性有所提

升，词汇量略增，流

利度基本无变化 

对 照

班 
002 60 66 +6 

发音有所改善，整

体表达仍较生硬 

实 验

班 
101 63 80 +17 

发音显著改善，流

利度提升，句子结

构更加复杂 

实 验

班 
102 70 85 +15 

语法结构使用更准

确，口语表达更加

自信 

…… ……. …… …… …… …… 

表 2 中的信息反映了学生在测试前的教学口语

水平，以及发现测试后，学生通过心理语言学方法

的教学后口语水平能力得到提升，而成绩提升的差

异量化，具体从口语流利度、发音、词汇使用等方

面进行了分析。 

方便更加清楚观察数据变化，将绘制以下柱状

图分析（图 6 所示）： 

 

图 6. 口语成绩前测后测柱状图 

图 6 从柱状图直观地显示出每个学生在测试前

与测试后的成绩对比，其中可以分别清晰地发现对

照组与实验组中的最高成绩与最低成绩，同时也比

较了对照组与实验组在测试前与测试后的学生的

进步表现。 

为了更好地预测学生口语发展的趋势，将绘制

以下趋势图（图 7 所示）分析： 

 

图 7. 口语成绩前测后测趋势图 

图 7 从趋势图中整体发现所有学生的后测成绩

明显高于前测成绩，这说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

学生的口语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反映出心

理语言学教学方法在提升学生口语能力方面的有

效性，其中对照班的成绩提升较为平稳，而实验班

的成绩提升幅度更大，实验班与对照班在后期都沿

着提高的趋势不断发展。 

② 问卷调查反馈学生对教学方法的感受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学生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参与度、难度等主观感受的反馈。表格内容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问卷调查反馈教学方法表（说明：数值 1-5，1 为最

低，5 为最高） 

班级 
学 生

编号 

教学满

意 度

(1-5) 

课堂参

与 度

(1-5) 

教学难

度感(1-

5) 

最喜欢

的教学

环节 

建 议

改 进

点 

对 照

班 
001 3 3 4 

传统讲

解环节 

跟 多

互 动

机会 

对 照

班 
002 2 2 5 

词汇记

忆训练 

口 语

实 践

不足 

实 验

班 
101 5 4 3 

角色扮

演与互

动练习 

增 加

学 习

材 料

多 样

性 

实 验

班 
102 4 5 2 

小组讨

论环节 

对 高

级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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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

解 释

更 详

细 

…… …… …… …… …… …… …… 

表 3 通过问卷调查法，分别对实验班与对照班

从教师满意度、课堂参与度、教学难度感、最喜欢

的教学环节以及建议改进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采

用心理语言学教学方法的实验班明显比传统教学

法下的对照组对课堂教学方法的满意度高，实践性

强，提升更高。 

③ 访谈法定性分析教学效果 

通过对部分学生和教师的深度访谈，获取定性

数据，深入了解不同教学方法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影

响。表格内容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访谈法定性分析教学效果表 

班级 
学 生

编号 

主要访谈

问题 
学生/教师反馈 

教学方法

优缺点分

析 

学 生

（ 对

照

班） 

访 谈

001 

你如何评

价课堂的

教 学 方

式？有无

提高口语

能力？ 

"感觉学习比较机

械，虽然记住了很

多单词，但口语练

习机会少，表达依

然不够流利。" 

优点：强

调基础；

缺点：缺

乏互动，

口语练习

少 

学 生

（ 实

验

班） 

访 谈

002 

心理语言

学方法如

何影响你

的学习？ 

"课堂上经常通过

小组互动、角色扮

演来练习口语，发

音和表达越来越

自信，特别是实际

交流中感觉效果

很好。" 

优点：互

动多，实

践 机 会

多，焦虑

减少，信

心增强；

缺点：可

能内容进

度慢 

教 师

（ 对

照

班） 

访 谈

003 

传统教学

法对口语

教学的效

果如何？ 

"学生记忆了很多

词汇和语法规则，

但口语应用时表

现不佳。课堂以讲

授为主，学生参与

度较低。" 

优点：系

统 化 教

学；缺点：

学生口语

输出少 

教 师

（ 实

访 谈

004 

心理语言

学方法对

"学生的口语提升

显著，特别是他们

优点：学

习兴趣提

验

班） 

学生口语

能力有何

帮助？ 

能够自发地使用

所学语言，课堂上

使用心理语言学

方法调动了他们

的学习兴趣和参

与积极性。" 

升，口语

能力进步

快 

…… …… …… …… …….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实验班学生在口语流

利度、准确性、词汇丰富度方面表现出显著的进步，

而对照班的进步相对较小。结果表明，心理语言学

理论的应用在提高学生口语能力方面具有明显效

果。 

5.3 结果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班学生在口语流利度和语

音准确性上，尤其在复杂语言结构的使用和语言表

达的自然性方面，均优于对照班。此外，实验班学

生在语言焦虑水平上也有所下降，表现出更强的自

信心和表达欲望。这表明，基于心理语言学的教学

策略在促进学生口语能力提升方面具有较高的有

效性。然而，研究也发现，部分学生由于个体差异，

对新的教学方法适应较慢，这表明在未来的教学中

需考虑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6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心

理语言学在高校英语口语教学中的语言输出、认知

过程和口语流利度提升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能够有

效改善学生的口语能力。同时，本研究也指出了教

学实践中的挑战，如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新方法的适

应问题。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探索如何

在实际教学中更好地整合心理语言学理论，并针对

不同学生群体开发个性化的教学策略，从而实现更

高效的英语口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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