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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English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stu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Improv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ollege oral English teaching and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the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Cooperative Learning as a breakthrough in 

traditional oral English teaching attract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nd educators.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a student-centered instructional approach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encourage more 

interactions among students, and to maximize the improvement of each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college oral English teaching, and explain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especially Group Investigation as an effective method in college oral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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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大学英语教学在提高学生们听、说、读、写、译的技巧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英语

的交际能力的培养。为改善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现状，适应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需要，

合作学习作为传统英语口语教学的突破口，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育家。合作学习是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可以鼓励学生之间更多的互动，并最大限度地改进每个学生的学习

过程。本文旨在分析目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解释说明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

小组合作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1．引言 

随着英语在国际通用语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更应提高教学效率，并加

强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以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需要。但很多当代大学生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英

语词汇和语法规则，却很难用英语口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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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斯拉文教授指出, 合作学习是指学生在

教学过程中的小组工作, 奖励是以他们在整个群体中的表现为基础的。(斯拉文, 1995)。近年

来,很多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也开始关注合作学习。然而，很少有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提到合

作学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在特定语言技能中的应用，尤其是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为了考虑合

作学习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适用性和重要性，本文从分析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现状开始

入手。 

2．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现状 

为了突出英语口语的重要性，中国教育部不断修订各级学校的英语课程标准。《大学英

语课程要求》 (2007) 指出，英语口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使他们可以用英

语口语流利地进行交流。 

2.1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目标 

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英语口语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不同学

生群体的不同情况，对《大学英语课程要求》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要求。要达到这三个层面的

要求，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态度都有待改进。  

2.2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现状的详细分析 

现如今，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体功能和认知发展仍是一个重大的劣势，

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师生之间缺乏互动，导致大学英语口语的教学效率低下。 

从教师教学方法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教师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更多地注重英语知识的输

入。另一方面，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应考虑中国文化背景和以英语为外语的教学环境。因此，

教师应将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创新精神、竞

争精神和合作能力。 

从学生的学习动机来看，一方面，他们总是担心自己的英语语法或发音错误。另一方面，

学生在课堂上的有限的时间内讨论一个不熟悉的英语话题，会导致他们最终选择用母语进行

讨论。因此，学生应改变课堂学习方法和学习动机，提高英语口语学习效率。 

3. 合作学习简介 

通过对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教师也应强调探究式科学教育，不仅

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合作能力，还能更好的适应大学英语课程要求。合作学习作为传

统英语口语教学的突破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3.1 合作学习的定义 

在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环境中，合作学习可以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根

据维基百科，合作学习被定义为强调学生与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的

教学模式。 

斯拉文 (1995年) 将合作学习定义为一种教学技术，将不同层次的学生分成小组，为实

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奥尔森和卡根(1992年) 认为，组织合作学习活动的目的是使语

言学习依赖于与群体中的学习者进行社会结构化的信息交流，每个学习者都对自己的学习和

学习负责，同时又增加了他人学习的动力。总之，合作学习是一种创新的教学理论和教学策

略。它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理论基础，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王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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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作学习的特点 

在在师生平等的合作学习模式中，一方面，同组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各不相同，为了实

现他们的共同目标，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会努力帮助小组中的其他学生；另一方面，每个学

生都有平等的机会在课堂上多练习，互动活动还能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合作学习

既能使学生取长补短，又能提高课堂活动的效率，同时还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动机。 

4. 合作学习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本文重点研究了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小组合作，并分析其在课前环节、课堂教学中和

课后学习中的应用。 

4.1 合作学习在课前环节中的应用 

小组合作必须以个人研究为基础，因此，在课前环节中，学生可以先独立思考问题，然

后再和组员相互沟通，共同解决问题，因为没有独立思考的过程，学生将会在课上成为一名

被动学习的听众。在课前环节中，学生可以收集和整理与下节课的内容相关的英语口语教学

主题的背景知识。 

如在《当代大学英语》第五册中，第二个主题是如何庆祝节日。在本单元的口语课的上

一节课中，讲解了一篇名为《推销员的生活》的文章，文章中讲述了感恩节的基本文化背景。

老师运用多媒体向学生介绍了感恩节的起源、感恩节的传统食物和感恩节的传统活动。在本

单元的英语口语课之前，学生们了解了感恩节的文化背景信息。老师的讲解之后，他们的口

语课的课前任务是思考如何介绍一个节日，以及如何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小组报告。 

在课前环节中，学生们有充足的准备时间可以自己练习英语口语，从而有机会摆脱英语

口语障碍，也可以避免在课堂上频繁使用母语进行组员之间的交流。 

4.2 合作学习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在课前环节中，每个组都应该为课堂中的小组报告做好准备。教师还详细分配了任务和

小组合作的要求，使学生能够确定要实现的学习目标，以及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实现目标。因

此，课堂教学是小组合作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的主要部分。 

 以《流畅英语口语教程》第二册第十一单元中关于旅行的主题为例，在以小组为单位

在课堂中做报告之前，为了缓解学生的紧张和加深对报告内容的熟练程度，他们将有五分钟

左右的时间来排练整个流程和梳理自己所负责的部分。第一组要报告的内容是华东的旅行，

组内的四五名成员分别负责介绍不同的城市，最后由组长进行概括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因

为各组的报告主题都不同，其他组在聆听台上的报告时，不光要对其口语表述的流畅性等做

出评价，还需要为接下来的知识问答环节做笔记。在小组报告完成之后，每组各派出一名代

表对报告的组员进行提问，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交际策略，以便用英语口语与他人沟

通。他们也可以探讨在演讲中使用的口语技巧，此时小组合作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学生可以

从他人身上获得一些经验, 从而提高英语口语水平。 

小组合作强调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英语口语学习动机。因此，提

高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水平的关键，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在课堂上练习英语口语。合作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体现了小组合作的重要性和对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积极影响。 

4.3 合作学习课后学习中的应用 

在课堂教学后，学生们完成了他们的小组报告，并认真学习了其他组的报告内容。最后

一个教学阶段是课后学习，其中包括小组合作中的小组评价。 

在课后学习阶段，教师和学生应在小组报告后对所学的内容进行反馈， 比如每个组员都

在小组内讨论自己的反思，并派出小组代表来总结本组对其他组的评价，其目的是更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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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认知发展，鼓励学生在下次的小组合作中有更好的表现，从而促进了学

生对大学英语口语学习的主动和热情。 

小组合作的课后学习部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他们之间的反思可以为他们提供另

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在传统的口语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完成英语口语教学后，往往无

法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通过小组合作，学生之间相互检查，及时的反映了每个组员的

学习成绩。因此，教师应充分利用小组合作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优势，培养学生的英语

口语交际能力。 

5. 结束语 

现代的教学理论认为，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不仅是教师呈现新知识的教学过程，也是通过

合作学习呈现新知识的教学体系。小组合作是一种高效的合作学习模式，将它应用于课前环

节、课堂教学和课后学习等阶段都有诸多优势。此外，教师应提高合作学习的教学技能和课

堂管理，从而组织更有效率的课堂活动，丰富英语口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发展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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