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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istic teaching method can promote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stu-
dent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can develop emotion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This article will briefly introduce the basic rational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humanistic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humanism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that embody humanistic ideas, so a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tudents’ emotional factors in promoting cogni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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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语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建构主义的出现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互动理论，植

根于埃里克森、罗杰和马斯洛思想的人文主义开始渗透和影响第二语言教学

和学习领域。根据其理论，教育的接受者首先被认为是人，然后才是学习者。

王桂莲(2005) [1]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满足其生理和心理上的基本需求，

他可能无法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语言学习。情感不仅是人的基本需要，而且是

其他身心活动的条件和前提”。  
阿洛尼(2007) [2]认为，与以前忽视不守规矩的学生所受的身体或心理羞

辱的传统威权教育不同，人文主义教育致力于营造一种社会和学术氛围，保

护学生免受智力压迫、体罚和羞辱。根据人文主义思想，人的独特尊严存在

于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思维、道德敏感性、自主意志和独特个性中，因

此人文主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人的尊严价值，而不是其他任何经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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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价值观。 
莫斯科维茨(1978)认为(转引自史蒂维克，1990) [3]，如今一个教育领域

正在受到关注，其传播与个人发展、自我接纳和他人接纳有关，换句话说，

其目的是让学生越来越人性化。因此，人文主义教育感兴趣的是全人教育，

包括智力层面和情感层面的教育。它与所人文主义心理学、人类潜力发展的

关系最为密切。 
梅普斯(1979) [4]认为，人文教育的目标是超越认知和智力教育，让全人

教育成为现实，它关注个人成长和创造力的成长，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自我

导向学习。教育的目标与心理治疗的目标相同：成就一个全功能的人。一个

能够学习和适应变化的人应包含如下特征：对经验的接受度、灵活性、适应

性以及具有将有机体作为行为基础的信念。 
邹心胜(2013)认为[5]，人文主义教育对英语教学的性质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教学目标上，英语教学把对人格世界的培养作为重中之重，优先考虑受教

育对象独立人格和独特个性的形成。在教学方法上，英语教学强调直觉、意

志等非理性因素和心理状态。如同其他教学形式一样，外语教学也是培养人

与人、心与心、精神与灵魂之间互动的教育活动。正如雅斯贝尔斯(1992)所言

[6]，“所谓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尤其是老一代对新一代包括

对知识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的传递功能

将文化遗产传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的生长，并启迪天性。”我国学者徐

超富(2011)也说[7]，“但凡一项活动只要对人的灵魂有触动，人性有向善，

思想有启迪，觉悟有提升，行为有向美，知识有长进，思维有变化，能力有

发展，体能有改进，我们认为这项活动就产生了积极作用，发生了积极影响，

产生了教育效果，具有教育性”。 
黄彩丽(2018)认为[8]，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人文主义会给学生及英语教学

带来如下的积极作用：1) 能够加强学生在自主学习和实践方面的能力，改善

学生在英语学习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2) 能够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

作用，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极大地改变以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3) 能够

构建课堂教学中和谐的师生关系，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

重；4) 能够促进学生各方面的发展，挖掘学生内在潜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综上所述，人文主义教育给语言教育领域带来了重大变化：重新定义了

教师和学习者的角色，优先考虑了学习者的需求，并使语言教学法发生了重

大变化。 

2.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盖奇和伯利纳(1991)认为(转引自阿洛尼，2007) [2]，人文主义包含三个

主要原则：个人自我价值、感觉与事实同等重要以及个人、社会和道德发展

与学术发展同等重要。关于第一条原则，盖奇和伯利纳(1991) [2]指出，对学

生价值的强调在于意识到他们作为独特的人的尊严和权利。其次，如果学生

的感受和愿望获得尊重，其学习的情感因素也会被调动起来，学生就能形成

积极的自我概念，进而发展其自我效能。 
然而，有学者认为人文主义过分强调学生的情感，忘记了认知发展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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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重中之重。阿诺德(1998)在回应这一批评时指出[9]，要优化语言学习，

必须对已经存在的认知集中度施加影响，这不是对学生认知发展标准的降低，

而是教师意识到有时选择关注学习中的情感因素是有益的。 
莫斯科维茨(1978)认为(转引自史蒂维克，1990) [3]，青少年在语言学习

的过程中会探索自身定位并寻求自我接纳，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感受到

封闭和脱离。人文主义教育则关注个人成长、自我接纳以及他人接纳，换句

话说，人文主义教育使学生更加人性化。在莫斯科维茨看来，人文主义教育

与人文主义心理学和人的潜能发展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 

针对人文主义教育，人们可能会问：人文主义教育如何实现教育的人性

化和发现学生的潜力？莫斯科维茨(1978)认为(转引自史蒂维克，1990) [3]这

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培养学生的情感，人文主义教育重视学生学习中的

自我感觉。其次是培养学生的个性，即培养学生去发现表面行为背后的真实

自我。 

除了莫斯科维茨，其他语言学家也谈到了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迈

杰什(1986) [10]认为，在人文主义心理学方法和交际教学法中，学习者不是单

纯的语言教学对象，而是尊严、思想、需求、情感都得到尊重的个体。外语

教师应该助力学习者的自我实现。 

瑞弗斯(1983) [11]谈到了在约翰·杜威领导下的进步主义教育时代脱颖

而出的人文主义教学思想。她认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个性化运动中，人

文主义教育注重学习者的个性。在强调人文主义思想的课堂中，学生不仅能

学到知识，他们还更愿意谈论自己，对他人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思想。受

过这种教育的人能够接受新想法，尝试新事物，但不会被时髦和肤浅的想法

冲昏头脑，因为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综上所述，莫斯科维茨(1978) (转引自凯斯·约翰逊及海伦·约翰逊，

1998) [12]列出了如下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 人文主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学习情境以促进学生潜力的充分

发挥。 

● 人文主义教育应该同等注重认知教育和情感教育。 

● 要使学习变得有意义，应该认识到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到学习

中。 
● 学生应该自己来发现值得学习的知识。 

● 每个人都希望发挥他们的潜力。 

● 与其他同学保持和谐的关系更有利于学习。 

● 了解自己是学习的动力。 

● 提高自尊是学习的激励因素。 

3. 基于人文主义的教学法 

3.1. 暗示法 

20 世纪 80 年代，保加利亚心理学家格雷戈里·洛扎诺夫对于学习焦虑

和学习负面感进行了深入研究。洛扎诺夫(2005) [13]认为人们对于自己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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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信和和对于失败的恐惧感极大阻碍了大脑本身无限学习潜力的开发。为

了让人们摆脱这种不自信和恐惧感，洛扎诺夫提出了“暗示法”理论，他认

为像古典音乐、艺术、放松、冥想、花朵、多彩环境、奇思妙想、富有戏剧

性的声音、幽默、母语、新名字等要素都会给大脑带来积极的暗示作用，但

是这些要素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需要结合其中几个要素一起发挥作用，因为

大脑不会对于其中单独的要素做出回应。 
一些反对者认为暗示法是有害的，因为它涉及催眠作用。因为暗示法作

用于人的潜意识，所以人们常说该方法涉及催眠，而这会对人类产生负面影

响。洛扎诺夫强烈否认这一点，并声称该方法不使用以下技术：催眠、神经

语言规则、呼吸练习、α 脑电波、特定饮食等[14]。 
沈平等(2016)认为[15]，暗示法的最大优点是它可以利用不同的教室装饰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处于放松状态，以便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这些教室装

饰可以是海报、鲜花甚至是水族箱。以使用海报为例，学生即便只是环顾教

室里的海报也能始终保持学习状态，把注意力放在所学的知识上。而暗示法

的缺点之一是其在不发达国家很难实践，因为这些国家的学校一个班级普遍

包含 30~40 个学生，在这样的班级中教师就很难控制所有学生的注意力并开

展个性化教学。缺点之二是这种方法的成本会很高，在贫穷的学校或国家很

难实行。 
暗示法的原理之一是“音乐会场中假消极状态的学习”。洛扎诺夫认为

音乐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信心，用音乐独特的无形力量可以使学生放松，同时

也可以加深对所学材料的掌握。在教学中应该选用何种音乐可根据情况而定，

但一定要用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音乐(洛扎诺夫建议一分钟 60 拍的慢速乐章) 
[13]。崔艳丽(2009)在其对艺术生类学生授课的过程中试验过这种方法。当她

在授课过程中播放精心挑选的音乐时，学生就会逐渐进入一种放松且愉悦的

状态。她也在授课过程中基于一些艺术生的专业特性，让一些性格外向的学

生表演唱歌和舞蹈。比如她在讲授 Welcome the New Year 这一单元时，在课

上选取了可以让全体同学合唱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长天》，并请一些活

跃的同学来伴舞，这样的授课方式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在学生喜闻乐

见的形式中传授了该单元的知识点[16]。 

3.2. 团体语言学习法 

20 世纪 70 年代，教育学家查尔斯·柯伦提出了团体语言学习法。在典

型的团体语言教学课堂中，学习者围坐成一圈。老师站在圈子外面，告诉他

们这节课的学习目的，学生需要自己决定学习内容。学生用母语进行发言，

老师用外语进行翻译。学生和老师说的话都会保存为音频文件和文本文件。

之后学生自己听录音，读文本，反思自己的学习，并与同伴和老师进行自由

讨论。 
团体语言学习法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人文主义教学法的特点，其最大特色

是完全打破了以教师为中心的老传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人的

主观因素和学习心理特点，注意建立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人际关系，最大限度

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自己决定学习的内容、方式，因势利导随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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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弥补教师指导作用发挥不够这一不足[17]。 

3.3. 默示教学法 

默示教学法是由数学教育设计师凯莱布·加特尼奥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期提出的一种教学法，它是一种有趣且新颖的教学法，其关键词是“默示”、

“意识”、“自身标准”和“参与”(黛安·拉森–弗里曼，1986) [18]。在运

用默示教学法的语言课堂中，老师大多数时候始终保持沉默并给出非语言线

索，其教育理念是让学生在语言学习时具有更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责任感，

从而让学生能够使用目标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看法和感受，并且能够解放

自我(黛安·拉森–弗里曼，1986) [18]。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学习时不必担心犯

错，因为错误本身就是学习过程的自然组成部分。 
“默示”是默示教学法的关键词之一，因为该教学法的前提是教师在课

堂上应尽可能保持沉默，以鼓励学习者“尽可能多地输出目标语言”[19]。默

示教学法专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发现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使

用工具的能力。教师的角色只在于给予最少的指令和纠正，而在大部分时间

保持沉默，让学习者努力解决语言问题并“掌握其机制”[20]。帕蒂尔(2014)
认为[21]，教师在默示教学法中使用默示可以达到多种目的：集中学生的注意

力，引起学生的反应，并鼓励他们纠正自己的错误。尽管教师们经常保持沉

默，但仍处于活跃状态：教师会用嘴型和手势等技巧来帮助学生发音，也会

鼓励学生帮助他们的同伴，进行同伴学习。 

3.4. 全身反应教学法 

由亚瑟(1997) [22]创造的“全身反应教学法”的特征从其名称中就可见一

斑：它结合了语言、身体动作和负责学习的右半脑。亚瑟在语言课中注意到

学生过度的焦虑，所以他希望创造一种无压力的学习方法来使学生拜托焦虑，

从而能够爱上语言学习。全身反应教学法基于这样的前提：就像婴儿通过身

体动作回应父母的话来学习母语，学生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学习第二语言

或外语。老师扮演家长的角色，帮助学习者获得学习动力并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 
魏星(2014)认为[23]，TPR 教学法最显著的特点是“听指令——做工作”，

即教师在课堂上用目标语发出指令，这些指令用语往往是祈使句，例如：起

立、坐下、跟我一起说、声音响一点、过来这边、回去、看黑板、听磁带、

站成一列/一行、从桌上拿起三角板给我、快速走到门口、快速坐下并大笑等

等。在给出指令的同时，教师也可做相关动作来让学生明白指令的含义。在

重复指令多次之后，学生即会理解目标语指令的含义，这时再让学生自己用

动作演示指令的含义，学生就可以把动作和指令很好地联系起来，从而达到

教师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然而杜建勇(2011)指出[24]，教师在 TPR 课堂中给

出的指令一般比较简单，其所涉及到的目标语也很简单，这种方式并不适合

较深内容的教授。所以 TPR 课堂只适合学生初级的听说能力的培养而不能对

学生的读写能力产生较好的促进作用。许多教师往往用 TPR 课堂操练听说，

极少把这种授课技术用于读写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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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教学活动 

多种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教学活动可以运用到英语课堂教学中。以下活

动将帮助教师在舒适的氛围中激励害羞的学生。学生可成对或分组来开展这

些活动。为了让学生处于放松的状态，教师也允许学生犯一些小错误。在这

些活动后，学生将学会如何尊重同学和互相帮助。 

4.1. 打招呼 

对于老师来说，记住学生的名字非常重要。当老师叫出学生的名字时，

学生会感觉更亲近并有班级归属感。为了更加容易地记住学生的名字，老师

可以制作带有学生照片的点名册，点名的时候对照着照片可以让老师快速地

记住学生的名字。 
黄绍裘(1998) [25]认为，人们可以用必要的言行来增加积极的行为。那么

教师如何帮助学生创造积极的行为？教师需要说“请”和微笑。教师对学生

的积极态度会让学生摆脱学习的压力和焦虑。黄绍裘(1998) [25]还认为，微笑

就像是别人工作做得好时的拍背鼓励或者给别人的一个拥抱。如果老师始终

以微笑面对学生，学生就可以在舒适的氛围中学习英语，而微笑对老师来说

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4.2. 使用引语 

使用引言是开始一堂课的好方法，也能在课堂上很好地激励学生。教师

可以选择来自电影剧本、小说、杂志、歌曲或名人的各种引语。在教师的引

导下，学生思考这些引语的含义并从中学到有用的表达。学生也可以使用引

语进行句型练习。许多学生喜欢记忆有趣的引语，这可以使他们对英语学习

产生兴趣并帮助他们学习英语。 

4.3. 课堂讨论会 

教师可以就学生正在学习的科目或内容举办课堂讨论会。课堂讨论会的

人数以 20 人以下为宜。教师可根据学生前一段时间学习的内容提出问题，在

讨论会期间也可使用计时器让学生与不同的同学参与讨论。老师可以每三到

五分钟发出交换同学的信号。这样，学生可以尽可能多地与不同的同学分享

他们的想法。 
在课堂讨论会期间，学生与不同的同学分享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想法。教

师可播放合适的背景音乐营造课堂讨论会的氛围。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将学

习如何在舒适轻松的氛围中分享他们的想法。问题示例如下： 
1) 你叫什么名字？你名字的含义是什么？  
2) 你如何用四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3) 你喜欢怎样度过你的空闲时间？  
4) 你能很好地做什么？你的强项是什么？  

4.4. 情绪温度计 

莫斯科维茨(1978) [26]在人文主义课堂中引入了情绪温度计的概念，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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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心情，学生也能学会如何相互尊重。有的同学可能因

为各种原因没有好的心情。然而，通过使用人文主义教学法，教师可以让学

生的心情从坏变好，这就是在课堂上使用情绪温度计的目的。 

4.5. 音乐相伴下的最爱时刻 

音乐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也能让我们思考很多事情。教师可

以在播放舒缓音乐的同时询问学生他们最喜欢的时刻。教师可以先分享他/她
最喜欢的时刻，给学生一些想法。教师也可让学生带上他们最喜欢的音乐在

课堂上播放，这会有效地激励学生，并给学生带来更好的课堂参与感。 

4.6. 牢记“我能做到”原则 

每当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感到失望时，教师可让学生牢记一些增强自

己积极性的句子来鼓励自己，这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中积极的情感因素，对英

语学习非常重要。这些句子来自丽贝卡·奧克斯福德(1990)的著作《语言学习

策略：每个教师都应该知道的》[27]。 
● 老师今天说的几乎所有内容我都能听懂。 
● 我今天犯错时没有气馁，我坚持认真学习。 
● 今天我鼓起勇气使用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我很高兴我做到了。 
● 以前我在英语课上不敢发言，我很高兴我今天做到了。 
● 我今天用英语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对话。 
● 我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者。 
● 我对语言学习充满信心。 
● 我的语言学习进展顺利。 
● 在语言学习上具有冒险精神，我感觉不错。 
● 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 我不必一下子理解所有内容。 
● 我能容忍一点点语言学习中的困惑。 
● 我热情的性格帮助我学习语言。 
● 我能明白大致的意思，没有必要掌握每一个字。 
● 我可以感觉我的流利度在提升。 

5. 结语 

如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给学生带来了学习上的压力和焦虑，如果教师在教

学中贯彻人文主义思想，一方面可以减少学生的学习焦虑，让学生在放松舒

适的环境下进行语言学习，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一种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方法，

不仅可以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还可以实现学生自身的潜力。虽然对于人文

主义教学法仍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它在实现全人教育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在对人文主义教学法的学习中也让我逐渐意识到作为一名教师该对学生

负起的责任。教师在自己的教学中应该做到仔细、敏感、周到、系统，才能

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真正乐趣。我的文章也只是对人文主义教学法有非常初

浅的了解，只是对于人文主义教学法的基本原则、以及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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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教学法及其在课堂中的运用做了粗浅的论述，并未对其理论基础和其他

实际的应用做出深入的探讨。希望以后能和对人文主义教学法同样感兴趣的

同行教师一起研究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更加深入地推进人文主义教学法。未来

研究方向可包括：一、教师提高专业素质，丰富教学方式，更新教学内容，

使课堂语言教学不至于僵化；二、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组织者和学生情绪引导

者角色的平衡者，既要完成教学目标，又要缓解学生学习中的压力，让学生

在轻松无压力的环境中完成语言学习；三、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帮助学生

建立起合理的知识体系，并把课堂教学延伸至课外，让学生获得校外环境中

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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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人文主义教学法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人文主义教学法可以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但更加重要的是它可

以开展对学生的情感教育。本文将简要介绍人文主义教学法的基本原理和基

本原则，基于人文主义的教学法和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教学活动，从而来探

索学生的情感因素对认知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教学法；英语教学；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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