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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反馈语作为教师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部分，又能促进语言输出，一直受到

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关于教师反馈语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国内外关于教师反

馈语的定义、类型和功能，并分析了其在国内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发现，教师反馈语对促进学生语

言习得、认知发展和情感态度具有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对教师反馈语进行了多样化分类，并从语用学、

社会文化理论等角度探讨了其功能。国内研究则更多通过实证分析，肯定了教师反馈语在英语教学中的

积极作用。未来研究需更加深入地对教师反馈语的有效性和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课型和学习阶段下反馈

方式的偏好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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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feedback,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eacher talk, serving both as a part of students’ 
language input and as a promoter of language output, has been the focus of many scholars world-
wid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n teacher feedback at home and abroad, discussing 
the definitions, types, and functions of teacher feedback, and analyzes its applic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This paper found that teacher feedback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stu-
de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attitudes. Scholars at ho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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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oad have classified teacher feedback language in various ways and explored its function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pragmatics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 Domestic research, through em-
pirical analysis, has affirmed the positive role of teacher feedback in English teaching. Future re-
search needs to delve deeper into the effective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 feedback, as 
well as the preferences for teacher feedback method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urses an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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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版 2020 年修订)》强调了英语教学中师生互动的重要性，以及教师应

对学生表现给予及时、具体的反馈，以促进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提升[1]。在新课程改革持续推进的

背景下，要求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学生反馈的各类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适时且恰当地

调整教学策略，也就是说教师必须对学生的各种表现进行及时且有效的反馈。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

教师反馈语领域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旨在全面了解教师反馈语研究的现状与进展，识别当

前研究中的不足，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方向。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国内外教师反馈语有哪些常见分类，其特点是什么？ 
2) 教师反馈语在教学中有哪些主要功能？ 
3) 教师反馈语在国内英语教学中是如何应用的？ 
4) 教师反馈语未来研究方向是什么？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英文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Scopus 等国际知名学术数据库，收集了 1970 年至 2024 年

间发表的与教师反馈语相关的英文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检索关键词包括“teacher feedback”“feedback 
language”“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lassroom interaction”等。 

中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国内主要学术数据库，

收集了 1998 年至 2020 年间发表的与教师反馈语相关的中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检索关键词包括“教

师反馈语”“英语教学”“课堂互动”“语言习得”等。筛选与教师反馈语的定义、类型、功能以及其在

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的相关文献。排除与主题关联度低或仅涉及教师反馈语的边缘内容的文献，优先选择

高质量的期刊论文、学术著作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对筛选出的文献进行分类整理，按照研究主

题、研究方法进行归类，以便系统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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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法，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教师反馈语的研究成果，旨在全面了解该领

域的研究现状与进展，识别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方向。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文

献中的观点、理论框架和研究结论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归纳和总结，提炼出教师反馈语研究的核心内容

和主要趋势。 

3. 教师反馈语的定义 

3.1. 国外相关研究 

Yngve 将反馈语定义为“在会话中，听者对发话人的简短回应”这个定义强调了在对话中，除了主

要的说话者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沟通通道，即听众通过这个通道提供继续说话的信号或评估，表明他

们的理解或兴趣[2]。Yngve 的这一定义突出了反馈语在对话中的作用，即在不打断主要说话者的情况下，

通过简短的反馈信息来维持交流的流畅性和互动性。 
Seliger 提出，教师的反馈是对学生回答的反应，学生能够通过这种反应来评估自己回答的优劣，并

全面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3]。这种观点强调了课堂反馈在学生自我诊断和评价中的作用，即学生能够依

据教师的反馈信息，全面分析自己回答的优点与不足，客观评价自己的学业表现。 
Ellis 认为教师反馈语是教师对学生的表现所做出的反应，包括教师的纠错、认可、澄清、请求等等。

Ellis 还提出把“纠正反馈”定义为“对学习者错误表达的回应”[4]。 
Wiseman and Hunt 认为教师反馈是教师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而给出的口头、口头或书面的评价信息，

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目前的学习水平。如果评价信息的给出更加具体和规范，反馈的效果将会更加

深刻[5]。因此，教师的反馈对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有很大的影响。 

3.2. 国内相关研究 

尽管中国在教师反馈语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于国际学术界，但近年来已有众多中国学者开始对这一

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国学者杜朝辉、亓华对教师反馈语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定义，教师对学生课堂表现

的评价和回应被定义为教师的课堂反馈语言[6]。这种反馈不仅涵盖了在学生未能响应时，教师所采取的

措施，如指派其他学生回答或重新表述问题，还包括对学生回答的积极表扬或消极批评。综上所述，不

同学者对教师反馈语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诠释。普遍而言，教师反馈语被界定为教师针对学生课堂表现所

作出的回应。这种回应既能够对学生正确的回答给予肯定，亦能够对学生的错误提供激励性的指导。作

为课堂互动的关键要素，教师反馈对于促进学生的语言习得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语言

输入，还能促进学生对自身学习成果的诊断与自我评价，从而全面分析自身回答的优点与不足，并客观

评估学业表现。因此，教师反馈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教学策略，它通过促进学生对自身学习情况的深入理

解和反思，进而优化学习过程和提高学习成效。 

4. 教师反馈语的类型 

4.1. 国外相关研究 

纵观国外学术界对教师反馈语的研究动态时，对于教师反馈语的分类探讨的尤其深入，特别是针对

纠错性反馈语的进行了大量的细化分类。 
不同学者对反馈的分类不尽相同，从反馈形式的视角来看，英国学者 Nunan 将教师反馈划分为积极

反馈与消极反馈两大类别。其中，积极反馈是指教师对学生的正面行为给予的认可和鼓励；而消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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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指教师针对学生在语言输出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进行的指正[7]。 
在 Nunan 的基础上，依据反馈方式是否直接明，Long 将消极反馈语划分为显性反馈和隐形反馈。显

性反馈是指在语言交流过程中，教师直接指出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并给出正确的答案或解释，隐性反馈

是指教师并未直接指出学习者的语言错误，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暗示或引导学习者发现并纠正错误[8]。在

此基础上，Ellis 和 Erlam 对显性反馈和隐形反馈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元语言反馈和重铸是显

性反馈和隐性反馈的典范，对反馈的评估应当置于课堂环境中，其中，教师反馈对学习者的内隐知识比

外显知识有更大的影响[9]。此外，Lyster 和 Ranta 进一步发展了消极反馈即纠错性反馈的分类，他们提

出了六种纠错性反馈的类型：澄清请求、诱导、重铸、重复、明确纠错和元语言反馈[10]。 
基于反馈目的这一视角，Cullen 认为教师反馈可分评价性反馈和话语性反馈。评价性反馈涉及到教

师基于语言形式对学生回答的评估，而话语性反馈则关注于学生回答内容的实质[11]。还有其他学者提出

了其他的观点，Dweck 认为，反馈可以分为个人取向型反馈和过程取向型反馈。个人取向型反馈将结果

归因于稳定的因素，指向个体的能力或人格特质，是一种整体性判断。相反，过程取向型的反馈将结果

归因于不稳定因素，指向行为的过程，是对个体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努力程度或所用策略的反馈[12]。 

4.2. 国内相关研究 

林正军、周沙基于 Lyster 和 Ranta 的纠错性反馈分类体系，将教师的反馈语言细分为 9 种单一类型

和 7 种复合类型[13]。在单一类型的教师反馈语言中，涵盖了积极性反馈、重复、重述、明确纠正、请求

澄清、诱导、元语言反馈、扩展和评价等形式。而对于复合类型的教师反馈语言，则主要包括积极性反

馈结合重复、积极性反馈结合评价、积极性反馈结合重述、积极性反馈结合元语言反馈、重复结合元语

言反馈、重复结合扩展以及重复结合评价等多种形式。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维度对教师反馈语的类型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分类，对教师反馈的分

类呈现出多样化和层层递进的趋势。并且国内外对于教师反馈语的分类主要是聚焦于消极反馈即纠错性

反馈，进行了大量的细化分类和研究。 

5. 教师反馈语的功能 

5.1. 国外相关研究 

基于课堂分析，Allwright 提出了教师反馈的九大功能，这些功能包括：首先，表达赞赏以激励学生；

其次，提出批评以指导学生；第三，指出学生的错误以促进自我纠正；第四，分类错误以明确问题所在；

第五，提供错误发生的领域以缩小问题范围；第六，给出正确示范以供学生模仿；第七，提示修正策略

以引导学生自我改进；第八，建议完善措施以提升学生表现；最后，给予再次尝试的机会以增强学习动

机。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教师反馈功能的多维框架[14]。 
Tsui 基于语用学视角，对教师反馈语的功能进行了深入阐释，并总结出了以下四种主要功能：首先，

教师反馈语用于对学生的回答表示肯定、赞同及表扬；其次，它反映教师对学生信息的接收及自身观点

的表达；再者，降低学生面子受损的风险；最后，它影响话语权的转移与交际过程的持续[15]。 

5.2. 国内相关研究 

基于维果斯基的支架理论框架，国内学者胥国红对教师反馈语的功能展开了深入的剖析与研究，进

而总结提炼出两大核心效能：一是认知功能，它体现在教师通过反馈助力学生跨越当前认知水平，达成

更高层次的认知任务；二是情感功能，该功能强调教师利用反馈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情感慰藉与激励[16]。
还有其他学者认为教师的反馈语不仅能够反映知识的内容本身，还能够彰显传授知识的具体方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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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师生互动的动态特性和连续性，并且展现出教师对学生情感的关注。对其类型与比例的恰当运用，

能够激励学生产生更多的语言输出，从而对语言学习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在认知层面，教师反馈语助力学生超越现有知识水平，实现更高阶的认知发展。在情感

层面，它为学生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这对于学生的全面成长至关重要。教师的反馈能够向学生提供

语言输入，并促进学生的语言输出，增强师生在语言学习中的互动。此外，教师反馈不仅有助于提升学

生的语言学习效果，而且在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热情方面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6. 教师反馈语在国内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的相关研究 

对于教师反馈语在国内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学和大学。国内学者们通过

课堂观察法，访谈法，调查法等方法，对教师反馈语在中学以及大学英语教学的使用情况和功能进行了

大量的实证性研究。以下列举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赵晓红通过访谈、课堂录音和课堂观察的方法分析了 8 位教师的课堂话语情况，其中通过研究和对

学生的访谈显示肯定的反馈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否定的反馈，特别是批评往往会降低

学生的学习兴趣[17]。周星和周韵借助于课堂录音和问卷调查两种研究手段对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中的

教师反馈策略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分析[18]。研究发现，教师普遍倾向于使用正面的反馈方法，例如通过

表扬并附带评论，或者在重复学生回答时给予赞扬。相比之下，直接纠正学生错误的反馈方式较为少见。

这些发现强调了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框架内，教师反馈的重要性及其在促进学生语言习得和交际能力

发展中的作用。与赵晓红相比，该研究结果更加深入的研究了英语课堂中教师反馈语的使用倾向和类型。 
在中学阶段，英语学习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因此，我国学者对中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反馈的应用情况

给予了更广泛的关注。众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 
康英通过采用课堂录音转写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两位英语教师的课堂反馈语言使

用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辅以对部分课堂片段的描述性评估[19]。研究结果揭示，英语教师在教学实践

中日益意识到课堂反馈语言的关键作用，其反馈策略趋向多样化，这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可理解输入，也

有效促进了学生的语言输出。在情感维度上，教师的课堂反馈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

效果，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反馈语言的多样性和情感影响的重要

性，以及其在提升学生语言能力中的作用。王怡武和张存选用课堂观察笔录和录音笔音频获取及转写为

主要途径，通过对 20 节英语课堂话语的转写、标注、统计和分析，探索并分析了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反

馈语的类型、分布及所实现的功能[20]。基于此研究，对反馈形式的改进和一线教师反馈意识和能力的提

高提出了建议。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通过多种方法从不同视角，对教师反馈语在中学和大学英语教学的应用进行了

大量实证性研究，总的来说肯定了教师反馈语在英语教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学生语言习得的作用，

并且就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提高教师反馈语有效性的建议。 

7.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纵观国内外对于教师反馈语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教师反馈语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1) 教师反馈语的分类，尤其就纠错性反馈进行了深入划分和研究；2) 教师反馈语的功能研究，主

要从语用学等方面出发。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去开展相关研究；3) 国内教师反

馈语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情况，主要研究了教师的对反馈语的使用倾向以及使用效果。在未来，基于教

师反馈语在英语课堂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教师反馈语依然可以开展更多的深入研究。如：1) 教
师反馈有效性和反馈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综合考虑教师以及学生的个体差异、认知、情感和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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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元语言知识水平对不同反馈方式的影响；2) 针对不同英语课型，如听说课、阅读课、语法课，开

展对不同反馈方式的有效性研究；3) 调查不同学习阶段和不同教育层次下的学习者对反馈方式、反馈类

型、反馈时机等的偏好；4) 优化实验设计，拓展研究方法。随着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和教育科技的发展，

可以利用现代大数据模型，收集更多的实验样本并进行分析，提高实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8. 结语 

本研究回顾并总结了国内外对于教师反馈语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对于教师反馈语的定义、分类以及

功能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于教师反馈语的有效性以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和研究方法都有待拓展。基于

此，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展望。总的来说，教师反馈语是英语课堂中的关键因素，它对

于促进学生的语言习得和认知、情感发展以及师生在课堂中的有效互动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

对教师反馈语展开更加深入以及更加有英语学科针对性的研究，以提高教师反馈语的有效性，进一步优

化英语教学实践。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英语教学领域，对其他学科和教育阶段涉及较少；研究内容对教

师反馈语的分类讨论较多，而对其功能、有效性和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不足；研究方法以文献综述为主，

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对实际教学的指导性建议不够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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