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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ELTS�is�widely�used�as�a�language�standard�to�judge�whether�non-English�background�students�are�quali�ed�to�study�abroad.�In�re�
cent�years,�a�growing�number�of�Chinese�students�are�taking�IELTS,�and�many�are�taking�the�corresponding�preparation�courses�before�
the�test.�In�the�current�environment,�the�purpose�of�this�study�was�to�explore�the�experience�and�changes�of�students�receiving�training�
before�and�after� the�courses.�The�informants�were�six�college�students,�with�a�total�of�100�training�hours�each.�In�order�to�ensure�the�
validity�and�timeliness,�the�interviews�were�conducted�within�one�month�after�the�courses�were��nished.�This�paper�adopted�a�qualita�
tive�approach�using�Interpretative�Phenomenological�Analysis�(IPA),�which�aimed�to�explore�each�student’s�feelings�on�the�training�in�
depth.�In�conclusion,��ve�themes�of�the�students’�experience�were�summarized:�understanding�the�test�structure,�learning�how�to�answer�
questions,�presenting�logically,�not�nervous�but�con�dent,�and�interested�in�English.�These�topics�shows�the�real�impact�of�IELTS�learn�
ing�on�students�and�we�expect�to�help�with�IELTS�training�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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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解释现象学分析的雅思培训课程体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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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英语为非母语的学生来说，雅思被广泛的作为衡量留学资格的语言标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参加雅思考试，
其中很多人在考试前也有参与相应的备考课程。在当前环境下，本研究旨在挖掘接受培训的学生在课程前后的体验和改变。
受访者为六名大学生，每名学生的雅思培训总时长均为 ���小时，采访时间均为课程结束一个月之内，以确保时效性。在分
析时，论文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法，有助于深度研究每个学生对课程培训的感受。在结论中总结出学生体验的五个主题：“了
解流程结构”，“学会做题技巧”，“表述有逻辑”，“不紧张，有信心”，“对英语感兴趣”。主题展现了学生受到雅思
学习的真实影响，希望可以为雅思培训定位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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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雅 思（IELTS：,QWHUQDWL�QDO�English�/DQJ�DJH��HVWLQJ�

6\VWH�）测试的是那些“想要在英语交流环境中学习或工作

的人的语言能力 [�]”。同时，许多非英语背景的学生在准备

研修英语国家本科课程时，会根据其学术成绩和雅思成绩被

录取 [��]。因此，雅思考试位于全球百万英镑英语测试行业的

首位，而该行业则牢固地扎根于日益全球化，并受金融驱动

的高等教育行业中 [��]。雅思的学术考试部分要求受试者参加

包括听说读写在内的四门考试。近年来，参加雅思考试的学

生人数增多，但绝大多数为大学在校生。一些研究表明：雅

思考试充分预测了受试者在学术环境下的应对能力 [��]。鉴于

以上的测试要求，对于大学在校生来说，备考课程会对受试

者提供学术上的帮助。

在前人的研究中，有些针对雅思考试本身 [�，�]，也有些

以课程为讨论主题，谈论其对学生的影响 [��，�]，其中 �DQJ和

Badger的研究考察了雅思课程如何帮助中国学生学习经济学

初级课程，从而达到与本地学生相似的学术社会化水平。但

是针对学生对雅思课程前后的体验研究却很少。

论文的实验对象为接受雅思课程培训的大学生，对

其在课程前后的不同体验进行采访，通过解释现象学分析

（,QWHUSUHWDWLYH�Phenomenological��QDO\VLV，IPA）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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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出关键主题，并做合理分析，旨在填补以上研究空缺，

并展现学生雅思课程学习的真实体验，希望可以对雅思培训

课程有一个总体的定位。

2�方法

本研究运用到解释现象学分析，目的是深度研究一特定

的体验 [��]。研究人员用它来研究与某些重要经历相关的个人

意义构建 [��]。采用此分析方式较为合适，主要是因为它的质

性分析的特征，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定程度的洞察力，用

以了解特定受试者在特定环境下如何理解特定的现象。在采

访过程中，提问者不做导向性的提问，所有问题均采用开放

形式发问，仅在必要时进行确认性提问，用以明确受访者的

最终答案。

本采访的样本为参与过雅思培训的大学在读生，为确保

样本尽量的同质性，该批学生的雅思培训总时长均为 ���小时，

采访时间均为课程结束一个月之内。根据解释现象学分析要

求，参与受访者总人数需要达到 �~�人 [��]。在此实验中，受

访者人数为 �人，他们的采访采用录音形式进行记录。为了

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性，本文将会对受访者按照采访时间顺序

进行编号。所有人均会被问及两个主要问题：

①你参加的雅思课程培训对考试的帮助如何？

②培训前后有何变化？

分析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采访音频数据转化成文字副

本，并对其多次研读；此后，记录并编码重要主题词汇；最后，

突出显示独特的主题，并进行分析。

3�结果

从采访音频中总结出五个主题：“了解流程结构”，“学

会做题技巧”，“表述有逻辑”，“不紧张，有信心”，“对

英语感兴趣”。

3.1�主题一：了解流程结构

对于任何考试而言，了解流程的作用即相当于掌握大局

观念，从一定高度入手，有的放矢。在谈及培训总体感觉时，

所有受访者均提到对考试流程更为清晰的认知。其中，一号

受访者称：“上完雅思培训课程之后，能让我对雅思考试有

一个更为系统的了解。不管是从考试的流程，还是从试卷的

整体结构来看，都是能有一个更为系统和深入的了解。”

三号受访者聊到“刚开始学的时候不知道雅思是什么”，

到后来才有明确的认识。五号也提及“让我对雅思考试有个

了解”，最后，二号受访者承认：“首先，对你备考期间有

个大致规划，比如说，在我没有进行雅思培训之前，……我

仅仅限于知道是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但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

都不是很了解。所以在参加完雅思课程之后，……告诉我是

怎么样的流程，怎么样的一个题型，就让我做到心中有数，

不至于到迷茫到什么都不知道，一片空白。”

3.2�主题二：学会做题技巧

在雅思考试中，做题技巧是最终取得优秀考试成绩的战

略一步。所有受访者均提到在培训中获得技巧指导，六号受

访者说“写作是技巧性很强的一门课”，但是“听力技巧比

较少”。同时，受访者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

学习心得和做题技巧。其中，五号受访者在谈及听力技巧时：

“雅思考试和我们的听力考试还是不一样的……可以掌握技

巧方法，比如在地图上，可以知道关键词后，哪个是答案句。”

一号受访者有谈及阅读的技巧：“阅读讲的也主要是

一些小技巧，因为阅读在一个小时之内看完三篇……是很难

的，……抓不住重点的可能性，……讲一些技巧，在短暂的

时间内抓住重点，可以把题目也比较好的做对。”

3.3�主题三：表述有逻辑

逻辑性的思考不仅是应试时需要的技能，在日常生活的

沟通和处事时也十分必要。在本次采访中，大多数人都谈及

逻辑性问题，他们表明自己在经过训练之后，在此方面有了

进一步认识。一号受访者说“逻辑思维进行训练，考试时的

文章才是有逻辑的文章。”四号也认同了一号在写作上的逻

辑训练：“在考场上要有思维和逻辑存在，必须要在限定的

时间里，要用英语表达出你的所思所想，我觉得这个还是比

较困难的。”

最后五号受访者谈到写作时，引出了一些自己的写作心

得，他说：“写作我感觉就是技巧性特别大的那一科，……

开头段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中间按逻辑梳理，最后再一总

结就行。”

3.4�主题四：不紧张，有信心

在教育中，自信这个概念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所

有受访者都同意雅思培训在影响他们的自信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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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号和六号受访者在谈到口语时，都有聊到培训之前

说英文时的紧张和担心，再到后来慢慢获得自信，勇于“张

口说”。二号受访者说：“自己有了信心，而且更重要的是

口语，有了一定的信心。每次上外教课的时候，甚至老师有

时不会叫我回答问题，我都会……回答问题。”

3.5�主题五：对英语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在学习的瓶颈期转化成强劲

的动力。三号受访者说：“会主动学习英语，看一些教学视频”；

四号受访者也提到对英语学习兴趣的增加：“我喜欢上了听

东西”；六号受访者：“之前对英语特别排斥……现在我就……

好奇。”

4�讨论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本研究将对以上五个主题进行分类

和剖析。

4.1�类别一：参与培训的可预知原因

大多数学生选择培训课程的原因都是对考试的流程了解

（主题一）和技巧习得（主题二）。同时，由于写作与逻辑

的密不可分，直接促使逻辑性（主题三）成为雅思培训的又

一可预知主题词。

首先，在雅思考试中，听说读写的考试流程完全不同。

在这里受访者所谈及的流程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①考试时

间先后顺序；②每项考试的内容和布局。通过以上的采访内

容展示，不难看出考试流程成为每位受试者都关心的问题，

同时也是通过培训可以直观感受到的第一项裨益。其中五、

六号受试者提到考试时间这一因素，从一无所知到大小事尽

知，他们相信，如果没有培训课程背后支持，会浪费很多时

间和精力。而二号受访者谈及每个老师都会详细讲解流程，

由此对雅思有了明确的认知。

其次，每项考试针对的技巧训练会有很大不同。一些研

究表明，学术英语（English�I�U��FD�H�LF�Purpose,�EAP）课程

使得学生的学习技能得到了改善，其中包括“①使用引文和

书目；②考试准备技巧；③参与协作解决问题”[�]。雅思培训

课程的目标明确，即雅思考试，在课程设置上会紧跟考试大

纲。其中包括英语生活技能的提升，但是更多的是针对学术

英语的进阶。�虽然在本次采访中，受访者并未提及问题协作

解决能力，但是却有谈到论文阅读的能力提升和雅思针对性

的考试技巧训练，并表示非常有帮助。在上面的采访结果中

不难发现，每位学习者对于技巧方面均有自己的心得。在对

论文的帮助上，四号和五号受访者分别就论文写作和文献阅

读方面表示受益匪浅。而在针对考试的技巧上，每位学生都

有所涉及。但是，在对四项考试的技巧性含量上，各位受访

者的评论也不尽相同。比如：六号受访者认为听力技巧性最小，

而写作技巧性颇高。但是五号受访者却认为听力也有一定技

巧性，并谈论了许多技巧体会。而一号和四号受访者分别在

阅读和口语中着重谈及了技巧。

最后，就逻辑方面而言，听说读写四项考试的训练实则

各不相同，但往往逻辑性与写作尤为相关。有些逻辑训练是

作为大学写作的辅助课程 [�，��]，而有些则只是在给学生提供

议论文建议时才有所涉及 [7]。由此可知，逻辑在大学课程中

受重视程度并没有完全突显出来。不过在采访时，大多数受

访者均有谈及逻辑问题，而且往往涉及的也都是写作方面。

鉴于雅思学术写作考试的命题要求（其中包括数据描述和议

论文两篇文章）和考察方向，雅思写作与逻辑的密切相关性

自然不足为奇。二、三、四号受访者将雅思写作考试与四六

级考试进行对比，表示前者思路构架需要更清晰，对逻辑性

要求更高。但是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四

号受访者在谈及写作时说“（英语）写作方面来自中文思想，

若中文不能描述清楚，英文也描述不出来。”她并没有明确

谈及写作的逻辑性问题，而是将中英文写作思路做了对比，

但是不难看出，在其强调中文描述清晰度的同时，也是在对

写作逻辑性的强调。因此可见，对于雅思培训课程来讲，逻

辑性主要存在于写作上，而且较之大学课程和考试，逻辑性

要求更胜一筹。

4.2�类别二：参与培训的意外收获

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始料未及的主题词浮出水面。首

先是关于信心（主题四）的谈论。研究表明，学习者的信心

往往与他们在学校的整体成绩有关 [�，��]。:HVV�Q和 'HUUHU-

Rendall[17] 认为，在困难的任务中，乐观程度较高的学生比乐

观度较低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分数。以上的研究均表明信

心与成绩间存在相互作用。采访中，有些受访者暗示了自信

对成绩的积极影响。比如：一号受访者谈到培训的作用之一

就是帮助缓解紧张情绪和增强自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

专心做题，勇敢说出口。同时，虽然学生们并没有透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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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雅思分数，但是从他们对于课程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

似乎对自己的成绩比较认可，在这一点上又反之论证了成绩

可以使学习主体的自信倍增。总而言之，成绩上的认可与自

信心的培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鉴于雅思培训的内

容本身而言，并不包含情绪舒缓、自信增强的专门训练，可

见信心的上升是课程所带来的副产品。我们可以推测这一现

象的出现是上文所提到的可预知原因的催生物。因为对考试

流程和技巧的熟知，也因为逻辑上的训练，使得学生心中有数、

成竹在胸。

其次，关于兴趣的培养。兴趣历来被误解为固定且稳定

的人格倾向 [�]。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某事物的兴趣是“有”

或者“没有”的二元对立关系。但是 +L�L和 Renninger 的研

究表明：兴趣其实是动机变量，这种动机变量根据主体是否

参与或愿意重新参与特定活动的心理状态而变化。在采访中，

受访者的心理变化尤为明显。多数人提到在培训之前对于英

语学习的漠视与被动，直到后来渐渐养成了兴趣与习惯，这

不仅是心理上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行为上的变化。六号受

访者透露现在自己的手机中安装了许多英语学习和翻译的软

件，也尝试不看视频字幕去弄懂英文对话。另外，兴趣受制

于内容，并随时间而发展变化 [��]。受访者在谈到兴趣时，方

面不尽相同。如上文所说，六号受试者的兴趣在于学习软件

下载和盲听游戏发布会或新闻视频。但是其他几位受访者，

如一号和五号均在阅读方面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五号谈

到了英文学术文献的阅读，她表示在培训后看论文时感觉很

流畅，不依赖翻译软件，并指出雅思培训对将来的专业研究

会有很大帮助。与上文所述的信心类似，兴趣也属于雅思课

程的副产品，在课程内容设置上无所涉及。而且，雅思培训

多以应试为目的，兴趣这一关键词显得无足轻重。在这一点

背后的原因推论上，本文猜测可能与教师授课方式和学生个

人规划等因素有关。由于在访谈中，学生并未提及缘由，所

以此点有待深究。

5�结语

雅思课程培训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取得理想成绩的必经

之路。本研究展现了雅思学习者在经历培训课程前后的改变

和体会。受访者表示，通过阶段性的培训课程，他们明晰了

考试概况，增强了应试技巧，在写作上的逻辑有所提升。另外，

两项意外收获包括“自信”和“兴趣”，它们慢慢成为持续

学习英语的强大动力。此项研究从学习者的感知角度切入雅

思培训，让学生更清晰认识到课程收益，同时，也为培训者

在雅思课程的安排上提供了定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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