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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早读状况与改进措施

◎屠玲丽
摘要：在语言学习中，朗读是提升语感，增加词汇量的重要手段，而早读历来是一种传统的方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早读能对课堂教学课时减少提供有效的弥补，但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种种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以

期提高早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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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朗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意义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阅

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英语作为一门语

言，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尤其是以声音形

式表达出来的朗读。张颂教授认为朗读有

以下五方面的作用：一、朗读有助于深入

体味文字作品；二、朗读有利于提高语言

表达能力；三、朗读有利于发挥语言感染

力；四、朗读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感受；五、

朗读是达到语言规范化的途径。而目前，

大学英语课程普遍面临着课时缩减的困

境，因此，充分利用早自习阶段是发挥朗

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作用的重要途径。

一直以来，早读是各地中小学都普遍

会采用的一种教学策略。每天早晨，书声

琅琅是每个学校最靓丽的一条风景线。可

见，早读历来被重视，是实行素质教育的

重要环节。经过一个晚上的充分休息，早

晨应该是一个人最清醒，思路最清晰，记

忆力最强的时候，如果能充分利用这段时

间多读多背，必定事半功倍。大声朗读是

宣发情绪的一种手段，能够排泄胸中的郁

闷之气，使人神清气爽，调整心态，给一

天的学习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状态。而朗

读也是倾听自己声音的一个过程，能给自

己带来自信，获得满足感。朗读同时也可

以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学生在学习语

言时，声音对大脑皮层建立听觉表象，帮

助理解和记忆。有感情地朗读，可以使声

音进入大脑后产生形象的画面感，激发学

生的想象力。

然而，在大学英语早读的实际操作中，

往往会发现存在的问题比比皆是。本文主

要以作者所在学校及其一年级非英语专业

学生为主要观察对象，研究分析了大学英

语早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或无法面面俱

到，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大学英语早读中的问题

（一）从学生层面而言

首先，心理排斥，重视不够。早读通

常在大一年级开展，而经过了高中的艰苦

学习，学生在心理上普遍存在一种认识误

区，认为大学的学习应该是轻松的，甚至

不应以学业为重，认为只有中学时期才会

有早自习这种事情，大学是不应该存在早

自习的，从而在思想上排斥早自习，更不

愿早读。其次，晚睡晚起精神差。所谓“一

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早

晨本该是一天中精力最为充沛、记忆力最

强的阶段。然而现在的大学生多养成了晚

睡晚起的习惯，早晨起不来，容易造成早

自习缺席，即使勉强到教室，也常常萎靡

不振，影响早读效果。另外，学生普遍自

觉性差，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很难做到

自觉朗读。再者，语音语调参差不齐，容

易产生即使读了也无法取得良好成效的情

况。最后，部分学生性格内向，羞于大声

朗读，从而使得早读收效甚微。

（二）从教师层面而言

教师通常课业繁重，很少有时间进入

早读课堂监督、指导学生早读，一方面使

得学生形成一种“老师不重视，我也不重

视”的印象；另一方面缺乏老师的指导，

学生难以把握正确的早读方向，容易误入

歧途。

（三）从内容形式层面而言

目前早读的材料多以教材为主，学生

在课堂上已然花了大量时间学习教材，早

读时如再一味阅读教材内容，一来不足以

满足部分学生获取新知识、词汇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会使学生心理上产生疲劳，味

同嚼蜡，失去了阅读的兴趣。另外，受中

学时期早读习惯的影响，大学英语的早读

也通常采用齐读的形式开展，无法满足不

同学生的不同需求。“小和尚念经，有口

无心”，这样的阅读只停留在口头，而没

有内化成知识。而且，连续的有声阅读也

会使学生产生疲劳感，影响最终效果。总

体而言，早读的内容和形式都存在较为单

一的问题，阻碍了早读的有效开展。

（四）从制度层面而言

高校普遍将教学的重点放在课堂上，

有些学校甚至没有安排早自习，早读工作

自然不受重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早自习阶段不安排相关人员检查出

勤情况，或者即使有安排，也很难做到每

天检查，或者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敷衍

了事，不能对学生的早读起到很好的监督

作用。第二、辅导员、班主任作为与学生

日常接触最多的人，也很少能做到每天进

教室查看早读情况。或者即使自己无法亲

自前往，也没有委托班委进行这项工作。

同样使得早读的开展缺少了必要的监管。

第三、任课老师即使进班监督，也无法得

到一定的报酬，大大削弱了老师的积极性。

第四、在学业考核中，早读通常不被纳入

其中，这也是学生对早读不够重视的原因

之一。

（五）从外部环境层面而言

如今，网络世界精彩纷呈，作为网民

主力军的大学生自然是深受其影响。课堂

之上尚且有人或偷偷摸摸，或正大光明拿

出手机聊天、玩网络游戏等，更何况在无

人监督的早读时段，更是无法抵御住手机

的诱惑，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中。而

且这一现象带来的最大危害是容易相互影

响，使得原本愿意早读但自制力不是太强

学生也被同化。另外，大学期间课程众多，

每门课都会布置一定量的作业，而且学生

课外活动丰富，使得部分学生不能按时完

成作业，只能占用早读时间，使得早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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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作业课。

三、如何提高大学英语早读效率

（一）学生应该首先纠正错误观念

认识到大学并不是一个可以得过且过

的地方，避免好逸恶劳，从心理上重视起

早读。其次，大学生已然成年，应能在各

方面克制自己，也应对自己有更为严格的

要求。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

充分利用好早晨的宝贵时间，加强词句记

忆，培养英语语感。这一点上，学校层面

也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如规定晚上熄灯

时间，虽然不能杜绝晚睡情况，但在一定

程度上也能起到提醒作用。同时逐步提高

自觉性，体现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品质。

另外，大学是一个锻炼各方面能力的地方，

学生应趁着大学阶段塑造个性，为将来踏

上社会做好准备，而敢于表现自我即为其

中一项。至于语音语调的提高，学生完全

可以课外利用各种手机软件进行纠正。

（二）教师可以采取轮流进班的方式

这样一来不至于太过加重老师负担，

二来对学生的早读起到一定的带头和监督

作用。教师也可将早读和课堂教学有机结

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将早读纳入其中，

对早读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统筹安排，为学

生早读指引方向。在语音语调方面，除

学生课后通过科技手段进行自我纠正外，

老师也可在课堂上抽出少量时间进行纠

音训练。

（三）朗读的内容应该多样化

涉及不同主题，拓宽学生知识面，增

加阅读兴趣。除传统的质纸材料外，也可

以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如从较为成

熟的手机应用中选择优秀文章等。形式上

要勇于突破，不仅限于齐声朗读，可以采

取小组协作等方式，如小组轮流提供早读

材料供全班使用，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自

主意识；小组成员互助，帮助部分基础较

差的学生提高能力；小组表演，活跃气氛，

提高兴趣。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多种多样的

比赛，如朗读大赛、配音大赛、演讲赛、

辩论赛等等，以赛促学。将“听说写”与

“读”有机结合，如听录音朗读，角色扮

演等。以上方法均可避免单一的早读形式

造成学生兴趣的缺失。

（四）除英语教师和学生的努力之

外，学校和各教学单位也应该采取措施

积 极配合

安排人员检查早自习出勤和早读情

况，并严格要求。安排辅导员、班主任轮

流进班督促，并给予一定的报酬。将英语

教师早读督班计入工作量，以调动其积极

性。将早读纳入学业考核，以平时成绩的

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查，从而产生一定的压

力和鼓励。

（五）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早读期

间禁止使用手机及做其他课程作业。

四、结语

虽然在大学英语早读中存在着各个层

面的问题，影响着早读的开展，或难达到

期望的效果，但通过学生、教师和学校的

共同努力，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最终

实现早读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效弥补，提

高学生在英语方面的综合应用能力，以满

足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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