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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积极心理学对儿童二外习得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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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入探究积极心理学对儿童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积极作用，以此制定适用于儿童第二语言学习的教学机制。将

积极心理暗示，兴趣激励导向阅读，自我疏导体系融入于教学当中，为外语教学构建创新思维，有益于儿童的成长发展。在

教学中适当导入积极心理学知识，对儿童学习第二外语有着正面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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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在第二外语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儿童的学习成长阶段中，其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尤

其是在学习外语方面。而学习无非是教育意义上的“施予者”

与“受予者”的搏斗，即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学习模式存在一

些问题。其中，这些问题一部分来自错误的教育方式，另一

部分源于忽略了积极心理学在教学过程中的肯定作用。这里

所说的错误的教育方式指在传统教学模式，接收方式以及思

维定式三者之间存在的普遍错误。简而言之，教师负责传授

知识，学生负责理解吸收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导致课堂趣味

性缺失，使得学生从一开始就缺乏学习积极性，缺少课堂主

动性。在此基础上，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意识到，进行

大量“灌肠式”的接收方式在极大程度上压缩了消化知识的

时间；继而在此教育模式与接收方式之下，教育效果一般不

容乐观，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不约而同的获取了这种思维定

式，即将一些偶发因素或是客观因素归为自身因素，继而造

成否定自我、消极死循环问题。而积极心理学对此问题有着

一定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就是要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性中的积极层

面，并力图促进个人、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1]

Chafouleas 提到，童年期的积极体验对儿童将来的一生发展

都有重大的影响。[2] 因此，学会正确运用积极心理学中的方

法，使得帮助儿童自身获得幸福，获得习得技能，获得较为

全面健康的成长。在教学中，导入通俗易懂的积极心理学知

识，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对第二外语的兴趣；建立自然习得、

健全心智的学习习惯。

三、学习问题剖析

1、在传统教学模式中，一对多的教学模式在现代教学中仍

存在弊端

一对多的教学授课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资

源、空间资源等配套教学资源短缺的问题，但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教师难以深入了解到每个孩子的学习盲区以及学习心

理的变化。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对学生的心理变化需具高度的

敏感性以及适时调整授课方式的应变性。在儿童自然习得外

语的过程中，往往最需要来自外界的肯定与适当的指导。传

统教学模式中，以学习英语日常交际用语为例：老师将交际

用语以板书、对话形式讲授、引导学生重复读写。此类传统

做法中明显不符合日常交际的用语习惯；而学生在模拟情景

对话中，缺乏感情色彩；此时可适当引导鼓励学生表达自己

的情感。

2、在接收方式中，小学课程教学侧重输入大量语法等理论

知识

缺乏英语整体体系的讲授课程，知识点较为零散，对于

刚接触外语的学生而言缺乏记忆点与关注点。因此，在教学

过程中，利用学习迁移作为导入方式更易使学生构建知识体

系与思维体系，从而形成个人独有的记忆点，进一步加深本

身对新知识的理解度，并对自身培养发散性思维有一定的益

处。在此过程中，其接受方式易存在检核盲区，即学生的理

解与记忆方式是否正确难于定夺，建议在课堂中设置检验环

节。

3、在思维定式中，源自学习的挫败感易导致学生获得 “习

得性无助”

因"习得性无助"而产生的绝望、抑郁和意志消沉，成为

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产生的根源。[3]尤其是在儿童身心成长

的重要阶段中，不会学、学不懂、不愿学等多种情况普遍存

在。而学习带来的困扰以及老师家长督促学习过程中带来的

自卑、烦躁、无助等多种消极情绪使得儿童容易走极端，变

得易怒、内向、敏感。再加上外界对于此种情绪的不正当处

理或忽视，使得根源性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即儿童在习得过

程中无法收获满足感、自豪感和喜悦感。

四、解决对策

1、积极心理暗示

在儿童二外习得过程中，积极的心理暗示能增强儿童学

习的自信心，从而正向激励其对外语内容的学习与记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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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儿童的学习过程中保持心理健康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健康的心理过程则促使个体能有效

保持或发展自己的各种心理力量或能力。[4] 因此，课堂教学

方案中应设置相关的心理暗示知识教学，利用正向的心理暗

示教导学生在面对富挑战性、迷惑性等难以理解的问题时正

确看待问题，保持对个体能力清晰的认识与积极心理。其次，

课堂重心由教师个人转向学生自身更有利于学生投入到课

堂中。积极引导学生表达自我观点，包容学生的多种多样的

个性。在许多国内外教学案例中，相较于老师为主导的课堂

模式的学生，课堂参与度高的学生有着较强的学习记忆力与

对知识的理解力。并且课堂参与度高的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更

倾向于展示自身所学的外语知识，以此来获得外界的表演与

夸赞。此过程中形成了正向激励的积极体系，即学生在学习

超出自身认知知识后获得的满足感向外界传递，外界接收后

给予正反馈，得到正反馈信号后学生进而再进行学习。由此

可见，适当运用积极心理暗示对儿童学习有着正向的促进作

用。

2、兴趣激励导向阅读

语境学习在二外习得学习中占主导地位，兴趣激励导向

阅读为习得提供良好语境。Nation & Waring( 1997)的调查结

果显示: 像第一语言学习者一样,在阅读过程中利用语境学

习词汇,而并非课堂教学,是外语学习者词汇量增加的主要途

径。[5] 学习外语的过程中词汇是语言的基石，而语法知识则

是累叠基石不可或缺的粘合剂。而第一语言学习者在语境中

获得的词汇与语法通常会在转化为无意识的隐形知识，这种

知识虽学习者难以用具体的语言逻辑解释，但能够在具体的

语境中频繁为学习者运用。以潮州方言为例，“潮州九县，

县县有语。”指潮州各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独有的方言，而交

错复杂的语法、丰富多言的词汇以及独具一格的音韵构成了

不同地区之间的方言差别，而对于不同地区的方言差异，地

方人具有在一定的用语习惯中推测相近方言意义的能力。

在选择外语阅读材料时，需根据个体差异选择不同阅读

难度的书籍。选择适合学习者自身阅读等级的书籍，有利于

培养在语境中习得第二语言的能力与兴趣。因益智探险类的

有声书籍逻辑性强、情节引人入胜、语言简单易懂，倾向以

该类阅读材料作为入门激励阅读书籍。在此阅读过程中，外

语用语习惯、发音标准转化为阅读者隐形知识，使其语言使

用方式无限接近母语者。

3、自我疏导体系

建立自我疏导体系的前提是明确消极情绪的来源。一部

分压力与消极情绪来源于外界对自身的压力，即外来因素。

外在因素通常表现为不确定性、不可控性、不可逆性。另一

部分则来自自身要求引发的消极情绪，即内在因素。内在因

素通常表现为稳定性、可控性、可逆性。两种因素的差异较

大，且消极情绪往往不是单一由一种因素构成，在自我疏导

过程中可适当使用辅助方式缓解消极清晰。

帮助儿童建立自我情绪疏导体系有益于儿童的心理健

康。因大班教学的教育现状，儿童的情绪波动、心理问题易

于被忽视或误解，从而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人所具有的各

种心理力量和能力是一个人心理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

础性资源，对个体来说，所有人都有各种心理力量和能力来

获得佳的心理健康。[6] 建立自我疏导体系能使儿童正确调节

消极情绪以及疏导自身压力，从而获得心理健康。

五、结束语

在儿童习得外语的过程中，将积极心理学植入于儿童学

习中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并为教学理念创新提供一种新思

路。但无论是哪一种教学方式都有其不足之处，在不同情境

之中应灵活处理，为儿童学习制定合适、有效、积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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