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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化学试剂的性质以及预防环境污染的措施，以减少化学

试剂对环境的污染。如浓硝酸要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防止

其见光分解后的气体污染空气；贮存浓盐酸时要密封，防止

氯化氢气体挥发污染大气。二是推广微型化学实验，多采用

少剂量化学实验。微型化学实验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

方的一种试验方法，微型实验可以用最少药品，获最佳效果，

减少废弃物，提高学生环保意识。三是回收利用实验产物，

规范有害物质处理，使学生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的习惯。在化

学实验中，不仅要少用药品减少废弃物，同时对其废弃物也

要妥善处理，决不能随意倾倒，造成环境污染。能回收利用

的则回收再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则放在指定地方或者经过

一定的处理后排弃。四是培养学生的实验改进意识。在化

学实验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培养学生通过改进实验以减少污

染的意识。对实验进行改进以减少污染的方法很多，如为了

减少有毒气体对环境的污染，可把涉及到有毒气体的实验从

敞开体系改为于密闭体系中进行：在保证不影响实验效果的

情况下。可通过降低药品浓度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用无污

染或低污染试剂取代高污染试剂；还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模

拟化学实验。

3、在化学课外实践活动中实施环保教育。化学课外活动

也是化学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

把环保教育与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能适应中学生的

求知欲望强烈、思想活跃、兴趣爱好广泛的特点。例如组织学

生对校内自来水水质进行检测，测定水的PH值、硬度、化学

需氧量等项目；组织学生对雨水、江水和工厂废水、民用废水

的pH测定后进行比较；带学生到附近的工厂如造纸厂、水泥

厂、铅蓄电池厂、石板材厂、炼油厂等参观，了解工业生产过程

中的环境污染和防治情况，等等。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给学生创设了亲身体验与深入学习的机会，让学生在学习

和应用化学知识探索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增强环保概念，提高

环境监测技能。养成自觉的环境保护习惯。此外，为唤醒人们

的环保意识，增强人们环保的自觉性，世界有关组织及我国政

府规定了许多相关的环保活动纪念日，如3月12日植树节，

3月l 7日世界保护臭氧层日，3月2 2日的世界水日，4月7

日“世界无烟日”，6月5日“世界环境日”等，学校可通过这些

活动日举行宣传活动，开主题班会，办专题宣传栏，放映环保

专题录像，请专家来校作讲座等等，让学生了解这方面的规定

和常识。以提高学生在环境管理环境文化方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l】杨冬华．化学与环境污染．中学生数理化，2009(9)．

【2l郭廷忠，张超，张丽君冲国农业污染问题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9“)

【31刘瑾．我国环境保护教育的现状及分析．2009(4)．

万方数据



劈目泌日，七 教育广角■

学习环境中，汉语的学习直接关系到他们在中国的学习、生活

和工作。伴随着这种汉语习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们面临

着人类语种进化历史最长的汉语给他们带来的高难度挑战。

汉语不能在短期内快速掌握，因而日常生活用语的习得就显

得至关重要。而语伴模式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过

渡方式，为从本组语言环境到目的语言环境的转化提供了一

个缓冲期。语伴模式的双向对接特点，有效满足了中国大学

生与外国留学生的双方需求。

(二)语伴模式中的情感因素

不可忽视的是语伴模式中特有的情感因素在外语习得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美国当代语言学家克拉申(Kr豁hen)提出了

情感过滤假设(the A腩ctive Filter Hypothcsis)，指出学习者的

心理情感因素对外语学习有很大影响。Kmshcn(1985：3)认为，

学习者对语言材料的输人并不是全部吸收，学习者的学习动

机、对语言的态度、自信心、焦虑、性格等心理因素对输入的语

言材料进行筛选。具有工具型动机的大学生学习外语是为了

实用型目的(utilitari锄purpose)，如为为了通过考试，获得工作

机会等。而具有综合型学习动机的人对所学的语言和它反映

的文化都感兴趣。语伴模式通过架接语伴学习者双方的桥

梁，以一种频繁接触外族人的方法构建一种目的语境的环境，

诱发语言学习者了解其他民族文化的愿望，并激发他们与之

交往的意愿。此类情景下，大学生的语言学习动机从工具型

的学习动机转换成了综合性的学习动机。显然，这种动机要

更强烈，也更能够持久。而研究表明，动机是激发行为、指明方

向的因素，在第二语言习得中至关重要。心理情感因素的障

碍愈小，语言的输入越顺利，学习效果也就越好。语伴模式将

有效抑制大学生在书本学习等静态语境下产生的焦虑与挫折

感，降低外语学习中的心理情感因素障碍，从而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语言学习的效率。

=、语伴模式现状分析

(一)语伴供需现状

以实地走访、分层抽样调查法、比较研究法等为数据获取

及分析方法，选取北京高校区为调查区块的研究得出，语伴模

式在中国高校大学生中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意义。87％的

中国学生和9l％留学生希望通过找语伴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

外语学习水平。这从正面反映出了现阶段大学生希望通过建

立一个合适稳定的语言环境来提高自己的外语口语水平，提

高外语学习能力以及交流能力。75．5％的中国大学生更倾向

于发展长期的语伴关系，他们认为长期固定的语伴关系更为

稳定，更利于克服语伴问的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建立长期

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更利于口语水平的提升。只有8％的中

国学生会选择一星期左右的短期语伴。而与中国学生不同的

是，68％的留学生倾向选择一月内的中短期语伴，他们认为在

半年或一年的短学制留学背景下，短期语伴更利于他们快速

适应中文语境，在中文学习上有所突破。

同时，64．8％的中国大学生倾向选择一个固定的语伴，他

们认为一对一的学习更利于相互间的了解与情感的维系，有

助子克服文化差异，更利于语言学习。只有小部分倾向于多

语伴的交流。与中国学生不同的是，63．7％的外国留学生倾向

于建立3个以上的语伴关系，他们认为小组制的语伴小组学

习更为有效，并且中国学生的都比较繁忙，建立多个语伴关系

更利于在中文学习上的时间安排．“．8％的中外学生都愿意

提供各自的语言帮助。从数据上看，北京高校区的语伴供求

状况是较为均衡的，语伴的匹配度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二)现存语伴模式形成途径的缺陷

对现存的语伴形成途径的的调查发现，虽然找寻语伴的

途径多种多样，但是由于种种文化差异以及客观局限性，在实

际上寻找语伴的有效途径还是比较局限的。以现存应用最为

广泛的5种语伴形成途径为例进行分析。通过熟人介绍的语

伴形成模式，即通过朋友、同学相互介绍中外学生组成语伴，

其优势在于安全性较高且较为便捷，但它的劣势也较为明显，

即信息量有限，花费时间较长，语言水平匹配性较差。这些缺

点使得这种模式的受众群体较为狭窄，不具有推广性。随意

搭讪，提出请求的语伴形成模式为多数外国留学生采用，他们

倾向于在咖啡馆、镁厅等地点随意搭讪，提出语伴请求，因为

这种方式能使他们方便快捷的找到语言水平匹配性好的语

伴。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具有人员范围限制的缺点和人员断

层信息遗失的风险。而网络论坛途径虽然信息获取范围大，

但安全性较差，使用率低，且大部份网络论坛上都显示出中国

大学生“一头热”的现象。总而言之，语伴模式虽然呈现出一

种蓬勃发展的趋势，但目前仍缺乏一种成熟的形成途径。

(三)语伴模式的应用展望

外语学习是一种以交流为目的的学习，而中国的的语言

教育使大学生语言学习过程越来越与目的相脱离。我国大学

生英语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将学习的语言有效的运

用到交流中。众所周知，一直以来，中国的外语教育体制都十

分强调语法的学习。结果语法学得很精，但确说不上几句流

利的英语。但是，基于语言学习的目的，提高语言的听说水平

成为提高语言能力的重中之重。大部分中国外语学习者会感

到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突破听说都特别不容易，仅仅停留在方

法的讨论上过于肤浅了。其实中国外语学习者听说能力提高

慢在于环境，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外语交流环境是提高外语

学习的最有效的办法。在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中，中文水

平参差不齐。大部分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都是来中国学习

汉语，而且学习时间不是很长，2—6个月的居多。加上外国

留学生对于练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有着迫切的需要，他们

都有着寻找中文语伴练习中文的诉求，这决定了他们迫切的

需要寻找一个能够和他们交流的语伴，能够帮助他们在短时

期内提高自身中文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将目的与手段合

一的语伴模式，其应用前景无疑是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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