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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重點：齊滬揚教授、周健教授講座提綱(見第2-13頁)

　　2012年1月，中心舉辦“第8屆普通話教育文

學碩士學位課程優秀論文獎頒獎禮暨漢語教學講

座及課程簡介會”。

　　為推動普通話教育的研究，褒獎在研究方面

有優異成果的學員，我們為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

學位課程設立優秀論文獎。該屆的優秀論文經導

師推薦，校外專家學者評審，有兩位學員獲獎(排

名不分先後)：一位獲獎者是盧淑興女士，論文題

目是《粵方言背景初中學生普通話聲調的實驗研

究及教學對策》。另一位獲獎者是張明先生，論

文題目是《香港粵語程度副詞“超”、“勁”、

“爆”的語義演變及其語法功能》。出席頒獎禮

的獲獎者張明先生發表獲獎感言，高度評價本中

心開辦的課程，學習過程獲益匪淺，感謝論文導

師悉心指導，感謝授課導師們用心教學，深受啟

發。

　　頒獎禮後，舉辦精彩的漢語教學講座。請到兩

位講者，一位是上海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齊滬揚

教授，講題是《漢語聽說教學的技能訓練和課堂策

略》；另一位是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周健教授，講題

是《漢語課堂教學技巧的設計與應用》。本期詳細

刊載了兩位學者的講座提綱（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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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聽說教學的技能訓練和課堂策略

一、二語聽說教學是不是二語的聽說
教學法？

　　聽 說 教 學 法 (audiolingual method ； 

audiolingualism)是一種外語或第二語言教學

法。聽說教學法在心理學上的根據以行為主義為

主，而行為主義的中心主張之一即是刺激－反應及

增強理論。

　　這種語言教學法與較早的直接教學法有部分相

近之處。兩種教學法都主張教師應該避免使用學生

的第一語言、避免講解生詞文法，而應該直接用所

要學的目標語言來教學生。但直接教學法重視詞彙

的教學，聽說教學法較重視教師藉由充分的操練，

使學生學會如何自動自發地使用特定的文法結構。

　　在結構學派的理論中，“語言”被視為一組在

聲韻、構詞、句法上彼此關連，又能用來傳情達

意的結構體。在這個結構體中，每個組成份子之間

都有直線性的關連，並受到上一層級語言結構的規

範。因此，根據結構學派的觀點，學習語言就是去

學習目的語的組成結構及其規則。根據行為心理學

的研究，人類學習的模式（包括學習語言在內）是

由下列三個元素所形成：刺激（stimulus; L2，

即目的語）；反應 (response; 學生對L2的反應

和表現)；強化 (reinforcement；老師或同學的

稱讚，或使用L2的自信心)。換言之，要學好一種

語言，就是要去學習一整套正確合宜的刺激—反應

語言模式。應用在實際的語言課堂中，使用聽說教

學法的教師會呈現正確的範例，讓學生模仿、重

說。直到他們有能力不經思考就能使用該結構為

止。

　　聽說教學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任職美國密西

根大學英語學院院長的查爾斯．弗萊斯（Charles 

Fries）。他認為學生學習語言的起點就在於學習

結構或文法。也就是說，學生有責任學會背誦基本

句型及語法結構。弗萊斯後來將史金納的行為主義

心理學理論融合到聽說教學法當中。

　　我們說的聽說教學與二語教學史上著名的聽說

教學法有一定的聯繫，我們接受聽說教學法中許多

合理的因素；但是，我們更應該給今天的聽說教學

貫以新的理論解釋：特別要看到漢語的結構特點和

表達方式的特殊性，根據教學的具體情況對聽說教

學做出新的解釋和新的理解。

二、什麼是第二語言教學？

　　第二語言指一個人除了第一語言之外，另外學

習掌握的第二種語言，經常作為輔助性語言以及通

用語。此外，第二語言亦可與第一語言並列為個人

母語（mother tongue）。

　　第二語言教學與母語教學的 大不同，在於第

二語言教學的目的主要是讓學習者獲得使用這種語

言的交際能力，而學習者的學習原因可以有很多。

學習第二語言時，學習者會受到母語的干擾，因而

教學者應該考慮到這個因素，有意識的與他們的母

語進行對比，對照，使教學效果達到 優。

　　語言使用者，無論是操母語的，還是操非母語

的，他們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他們對語言的熟悉

程度上，具體表現在對語言表達的可接受範圍所作

的判斷，以及他們語感的敏銳程度，也就是他們對

語言知識運用的程度。

　　另外，語言發展的信息對於指第二語言的學習

者來說是有作用的，而對於母語的學習者來說，作

齊滬揚 ─ 上海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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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不會那麼明顯。語言水平應該是有層次的，學

習者所選的學習內容也應該有層次。

　　培養學習者的語言交流能力，包括語言知識和

語言技能兩個方面。也就是說，綜合語言運用能

力的培養非常重要。而語言知識與語言技能是其基

礎，文化意識是得體運用語言的保證。此外，情感

態度是影響學生學習和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有效的

學習策略則是提高學習效率，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的

關鍵。

　　語言知識是指語音、文字、詞彙、語法等。語

言知識對母語學習者來說重要不重要呢？也重要。

但是母語是天天使用的生活語言，也是操母語者的

思維語言，所以即便不專門學習這些知識，他們也

會在日常的使用中習得，在使用中鞏固，從而內化

在他們的知識系統中，這就是即便文盲的老太太，

也會說大家聽得懂的語言，而且語法沒有毛病的原

因所在。但是二語學習者不一樣，語言知識必須要

學習，特別是語法這種體現抽像規律的知識，不通

過專門的教授或者專門的學習是很難習得的，這要

比語音和詞彙的習得難，這就和聽說教學法的代表

性人物弗萊斯所說的一樣，即認為學生學習語言的

起點就在於學習結構或文法。語言知識對二語學習

者的作用，要大大超過母語學習者。

　　語言知識的信息對語言技能的信息會有影響，

因為在技能中包含了知識的因素。教學經驗和教學

實驗都證明，語言技能掌握得好不好，掌握得快不

快，跟他所擁有的語言知識有很大關係，說明技能

訓練對語言知識的依賴是有很大的依賴性，聽說技

能的訓練也要將語言知識的學習作為先決條件。

三、什麼是語言技能？

　　什麼是語言能力？或者說什麼是漢語能力，

什麼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能力？我們知道，

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基礎的階段，任務在

於培養學生實際運用語言的能力。這種能力其

實就是語言交際能力。“語言交際能力”是美

國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Ｈymes)於1967年正式

提出的概念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而“語言交際能力”的內涵是什麼？從海姆斯、

巴切蒙（Bac h m a n）到凱耐爾、斯維恩等語言

學家都對其理論模型做過闡釋和完善，語言交

際能力模型，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即組織能力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和語用能力

（pragmatic competence），前者包括語法能力

（g r a m m a t i c a l  c o m p e t e n c e）和語篇能力

（textual competence），後者包括言語能力

（illocutionary competence）和社會語言學能力

（sociolingustic competence）。呂必松等還

對“漢語交際能力”的定義與構成做過明確界定。

即認為漢語交際能力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因素構成：

語言要素、語用規則、有關的文化知識、言語機能

和言語交際技能。

　　語言的習得是按照一定的順序進行的。首先必

須進行語言要素的學習，其次需要進行語言技能的

操練。人們習得語言的目的是進行交際，交際能力

是語言能力的核心。交際能力分為大技能和微技

能，大技能由微技能組成。

　　聽、說、讀、寫是語言能力的四個分項技能，

也叫大技能（Macroskills）。

　　英國語言學家 John  Munby 在 《Communicative

Syllabus Design》 一書中，提出了微技能

（Microskills）的概念，即把聽、說、讀、寫每

一分項的語言技能再分為更小的語言技能。

　　在微技能理論的指導下，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

可以按照微技能組織教學，進而幫助學生合成分項

技能， 終形成交際能力；在檢查學生的學習效果

時，也可以從考查微技能入手，從而確定學生是否

具有了交際能力。教師在對外漢語教學過程中，不

僅要讓學生掌握漢語的運用準則和規律，更應該培

養學生使其能在實際生活中自如流利地使用語言，

這樣才能達到具有交際能力的 終目的。

聽力微技能

 在語流中辨別語音的能力

 理解重音、語調、語氣的能力

 推導暗示意義和信息的能力

 根據語境推測詞義的能力

　　根據語境推測生詞義的能力

　　根據語境確定詞的義項的能力

　　根據語境推測詞的文化義的能力

2012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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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和說的關係在於兩者是互動的，聽到的就

是有可能說的。

（2） 讀和寫也有很大的相關性，讀到的內容有可

能就是需要寫的，讀到的材料裡面的詞彙語

法的規範就是寫的時候所要遵循的規範。

（3） 聽和讀的關係在於兩者都是接收信息，只不

過一個是語音的信息，一個是文字的信息，

但是對接收到的信息如何進行“解碼”，達

到理解，所需要的處理步驟是大相徑庭的。

但二者都需要調用頭腦中已有的語言知識、

語言技能、文化背景知識，在已有知識和接

收到的信息之間建立一種聯繫，才能達到理

解的目的。

（4） 說和寫的相通之處在於二者都是傳遞信息，

不過一個是以語音為載體傳遞，一個是以文

字為載體傳遞，但是它們的編碼方式是一致

的。

　　事實證明，口語與聽力相結合、寫作與閱讀相

結合的教學模式是提高學生語言運用整體素質的重

要途徑。這一點，上海師範大學的留學生教學中已

經進行了有益的實踐，即閱讀課不再簡單地分為精

讀和泛讀，還在高年級增加了讀寫課，使學生的閱

讀和寫作能力互相促進，共同提高。

　　因此，聽、說、讀、寫這四種語言能力可謂縱

橫交錯，互相作用。在語言教學和語言測試中，都

是既要注意各單項技能的培養，又要注意彼此之間

的交互關係。這樣才能全面掌握語言的各項技能，

也才能夠準確地測試出考生的綜合語言能力。

四、聽說教學之間有什麼聯繫？

　　傳統聽說教學法理論目前雖然已經不再流行，

但其訓練學生聽說的視聽語言教室設備仍在世界各

地的學校和語言機構繼續使用（甚至在擴充升級

中），因為能讓學生接受視、聽的刺激來接觸第一

手目的語的機會畢竟是非常珍貴的。而錄音回放設

備也確實可使學生適時地修正自己的語調、發音、

用字及節奏。但是，若是期望在視聽設備前花上幾

百小時，苦苦對著機器練習教科書中所列的各式各

樣的練習題後，就能練就一口流利目的語，達成各

項語言任務，事實上這種做法已經被大多數教師所

拋棄，大多數學生也不會只用這種方法來提高自己

的聽說能力了。

 理解結構較為複雜語句的能力

 理解句與句之間關係的能力

 概括基本內容及要點的能力

 概括中心思想的能力

 分辨觀點和事實的能力

分辨陳述和舉例的能力

 捕捉重要細節的能力

 理解語句交際功能的能力

 理解說話人意圖、態度的能力

口語微技能

朗讀技能分為以下5項微技能：

 對常用字聲、韻、調正確處理的能力

 對多音字的辨識能力

 對各種重音的正確處理能力

 正確處理語調的能力

 用正常語速朗讀材料的能力

將口語表達技能分為以下8項微技能：

 用正確、自然的語音、語調、語氣、口氣進行

表述的能力

 正確使用詞語、句子的能力

 使用較為複雜的句式進行表述的能力

 以適當的語速進行表達的能力

 連貫表達的能力

 清楚、得體表達的能力

 對事物進行恰當的成段描述的能力

 對事件進行恰當的成段敘述的能力

　　外語教育家亞歷山大曾談到“聽、說、讀、寫

四種技巧哪一種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經常相互

影響。”因此，聽、說、讀、寫的微技能分類、微

技能訓練和微技能考查有相通之處。 

　　各項大技能的微技能有交叉之處。這是不可避

免的，因為聽說讀寫本身就是綜合語言能力幾方面

的不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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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讀寫”四種技能是我們學習二語所要

達到的目標。雖然可以因學習目的不同而有所側

重，但語言是個整體，不能完全割裂。其中“聽

說”是一對矛盾。大家都懂得十聾九啞的道理，所

以“聽說”不可分家，訓練聽力即訓練口語。反之

亦然。“讀寫”是另一對矛盾。大家也一定聽過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的詩句，同

樣“讀寫”不可分家。這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要

注意的是，“聽”和“說”這兩種技能雖然是交織

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但是，“聽”是

先於“說”的過程。聽說技能得以有效發展，聽必

須成為目的明確、積極主動的活動。“聽”要為

“說”在語音、語調、文化背景及交際的得體性方

面做準備。

　　因此，二語教學中要特別注意聽力的訓練，讓

學生接受充分的正確的信息刺激，從而提高學生二

語口頭表達的準確性、得體性。聽力理解過程是一

個認知過程，而不僅僅是一個被動、機械的操練過

程。二語聽力能力的提高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關聯

理論把語用和認知結構結合起來，將語用學研究的

重點從話語的產生轉移到了話語的理解上來，賦予

聽力教學新的啟示。因此，在聽力教學中，我們應

運用關聯理論，引導學生思維，激發學生尋求 佳

關聯以提高聽力教學效果。

　　然而，以“聽”促“說”，提高學生的二語口

語交際能力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大致上先教“聽”，

再教“說”：

　　第一階段，應把重點放在訓練學生的聽力上，

這是因為聽是說的準備。聽的準備比較充分，說的

學習才會比較順利。在聽的階段，學生雖然不開口

說，但卻為說進行積極地醞釀準備。當學生的耳朵

受到足夠多的刺激時，他們的發音器官就會越來越

活躍，直到產生主動開口說的動機和願望。因此，

剛開始教師不應該強迫學生開口，而是應該多鼓勵

學生，增強他們的信心。

　　第二階段，教師應該把重點放在“說”上。學

生開口大致需要過三關：第一關，發音、品讀和簡

單的問答或對話；第二關，朗讀、背誦和複述或連

續性的問和答；第三關，有表情的朗讀和發揮性的

議論。這一階段教師應鼓勵學生多開口講二語，重

點放在訓練問答和對話上。口語表達能力的教學和

測試可以按照從易到難的順序進行：

　　口語表達能力的教學和測試包括兩方面的內

容：

 1. 朗讀（讀）

 2. 表述（說）（1）會話；（2）獨白

　　表述分為兩個方面：獨白是一個人對著眾多人

說話，很少進行相互的交流。會話則是兩人或多人

相互交流的活動。

　　獨白（包括發言、講故事、演講等），包括敘

述性的、演講性的。

　　會話既然是兩人或多人的交談活動，就有與交

談雙方進行各種協調的問題。包括一個話輪的會話

和多個話輪的會話。

會話包括：

（1） 承接性話語。這是說話人依據對方的話題做

出原則性反應的話語，意在初步表態，把對

方的話題接過來，然後述說自己的想法。

（2） 功能性話語。這是說話人傳遞自己話語行為

的期望和意圖的話語。同樣一句話，不同的

期望和意圖，表達的方式就不一樣。

（3） 敘述性話語。這是說話人述說事件、見聞、

體會等內容的話語。可以列舉，介紹，解

釋，說明，溯原因，談效果，下結論等。這

是說話和交談的重要部分。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讀”是二語教學上 重要

的環節，這是基於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學習目不同

得出的結論。這種觀點認為“讀”在四種技能中佔

居著主導地位，它制約著“聽說寫”三種能力的進

步與提高。認為一定的詞彙量、一定的句法知識、

一定的背景知識，是迅速提高聽說能力的首要條

件。而詞彙量、句法知識、背景知識的提高則主要

依賴於閱讀。學生在如何正確處理好“聽說讀寫”

四種技能的關係的問題上，應該遵循如下的規則：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Writing

　　初、中級水平的學生學習二語時的具體做法應

是：“Reading”60%的時間，“Listening”20%

的 時 間 ， “ S p e a k i n g ” 1 5 % 的 時

間，“Writing”5%的時間。換句話說，學生應首

先在“讀”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氣。由此解決好語

音、語法、詞彙、表達方式和背景知識等基本知

2012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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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是作者、語言信息和讀者三方面共同作用

的結果，屬於一種高級的認知技能。閱讀能力是交

際能力的一種。是以瞭解文字所表達的內容、思想

和用意為目的的。除了需要一定的語言知識和背景

知識以外，還需要一定的閱讀能力和閱讀策略。

　　閱讀的四個基本策略是：（1）瀏覽；（2）查

索；（3）透徹理解；（4）評讀。

　　閱讀的三個層次是：（1）字面理解層（利用

瀏覽和查索的策略完成）；（2）推理性理解層

（利用透徹理解的策略完成）；（3）評論性理解

層（利用評讀的策略完成）。

　　策略和技能的性質是不同的。策略是補償性

的，是技能不足時的一種補救措施。

　　將策略與技能的關係研究應用到教學當中，要

明白的是，教學應更注重技能培養，而不是策略訓

練。實際上策略不是能力，而只是一些類似於答題

技巧之類的東西。

　　所謂具體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技巧實際上是策略

的下位層次討論的問題。具體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技

巧很多，根據不同的教學對象，不同的教學內容，

不同的教學目的，而採取不同的方法和技巧。

　　從聽力教學來說，具體的方法和技巧有以下幾

種。每個技巧都是聽與其他活動的結合，因此會表

現出不同的訓練側重。

（1） 聽說結合：可以訓練學生的口頭表達，可以

考查學生語音、語調，判斷說話是否流利、

表達是否正確；在時間緊張的情況下，採用

聽說的方式 能節省時間，還能避免課堂沉

悶。

（2） 聽寫結合：可以訓練學生的漢字書寫，有助

於學生將語言的音、形、義統一起來，適合

時間充裕時使用。

（3） 聽做結合：聽後根據指令做各種形式的練

習，也就是用語言做事。

（4） 聽辨結合：可以訓練學生識別差異的能力，

有效區分不同的聲音和意義。

（5） 聽想(聯想、猜測)結合：可以訓練學生邏

輯推理能力，鍛煉他們猜測詞義、句義的能

力。

識與技能問題；然後再多聽，解決辨音、語速等問

題；其次再訓練說寫。 

五、聽說教學有哪些教學策略和教學

方法？

　　教學策略是實施教學過程的教學思想、方法模

式、技術手段這三方面動因的簡單集成，是教學

思維對其三方面動因的進行思維策略加工而形成的

方法模式。教學策略是為實現某一教學目標而制定

的、付諸於教學過程實施的整體方案，它包括合理

組織教學過程，選擇具體的教學方法和材料，制定

教師與學生所遵守的教學行為程序。

　　在我國，微技能這一概念似乎在英語教學界談

論得更多，在英語CET四、六級考試中明確提出了

閱讀微技能和聽力微技能在命題中的指導作用。

在CET四、六級命題時，應該結合語言微技能來考

慮，整體全面又有所側重地反映並考察考生的綜合

語言能力。說與寫微技能並未出現在四、六級考試

中，這並不是說它們不重要，這主要是因為寫作和

說話部分兩項分測驗的考查形式不同於聽和讀微

技能部分的考試。在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能

中，聽和讀是接受性技能(receptive skills)。

說和寫是產出性技能（productive skills)，對

產出性技能的測試是一種直接測試，不像接受性技

能的測試，常常只能是間接測試。

　　二語教學上的策略主要運用在聽力教學和閱讀

教學上。

　　聽力理解是一個過程，是根據標題、問題或選

擇項預測將要聽到的內容，仔細傾聽實際傳達的信

息，理解所聽到內容的過程。

　　聽力理解有一些基本策略，在英語教學中，

主要有以下幾種：如：predict(預測)、guess(猜

測)、focus(聚焦)、ask(詢問)、respond(回答)、

review(回顧)。這六點聽力策略能夠指導學生更

有效地去聽，有利於提高他們的聽力水平；在漢

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中，聽力理解的基本策略

有：(1)忽略聽不懂的單詞完成任務；(2)根據聽

懂的內容猜不清楚的詞；(3)利用圖片文字幫助理

解；(4)利用常識經驗判斷所聽內容；(5)通過說

話人表情手勢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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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聽記結合：可以鍛煉學生的記憶能力，有助

於學生將短時記憶轉化為長時記憶，儲存語

言知識，提高學習的效率。

（7） 聽讀結合：可以訓練學生快速閱讀的能力，

學生邊聽邊看課文，能夠加深理解，提高理

解的速度；邊聽邊讀題，有助於學生快速尋

找答案。

    從口語課的教學來說，主要由話題導入、生詞

講練、語言點講練和課文講練四個環節構成。具體

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技巧也是很多的，例如：

（1） 語音練習的方法和技巧：有示範模仿法、拼

音跟讀法、朗讀練習法、跟說練習法等；

（2） 詞語練習的方法和技巧:語素組詞法、擴展

法、改句法、辨別法、詞語遊戲法等；

（3） 句子練習的方法和技巧：畫線部分提問法、

變換句子練習法、短句改為長句法、遊戲法

等；

（4） 會話練習的方法和技巧：問答練習法，模仿

課文複述法、討論辯論法、口頭報告法等。

　　教學方法和教學技巧是難以列舉的，因為有經

驗的教師隨時可以創造新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技巧，

上面所列舉的只是常用方法和技巧。

六、聽力測試（練習）設計中要注意

什麼問題？

　　我們認為，聽力階段不是單純的“聆聽”與

“記憶”階段，而是聽者的背景知識與聽到的語言

材料相互作用、相聯繫從而捕捉到相關信息並迅速

做出反應的階段，強調的是聽後的理解、判斷。歸

根結底還是理解的問題。

　　聽到的句子、對話也好，一段話也好，都是稍

縱即逝的，靠學習者的“短時記憶”把一句話的

每個字，一段話的每一句子都記下來，這樣記憶負

擔太重，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在界定聽

力微技能時，和相對直觀的閱讀不同，我們強調

“理解”在其中的比重。通過聽到一句話或一段對

話來理解、判斷說話者的大概意思、意圖，至於落

實到個別字、詞、句的意思以及與全段話的關係等

這些在有文字材料的基礎上應該掌握的技能，在聽

力微技能裡都不可能出現，在聽力任務裡也不可能

完成。像下面這樣的試題：

女： 我們要去海邊散步。

男:  是嗎？那快去吧，那兒日落時 漂亮。從這

兒打車過去只要10分鐘。

問： 這段對話發生在什麼時候？

　　因為考查的是考生推導暗示信息（“日落”、

“快”）的能力。這一能力相對較難掌握。這類題

我們認為有一定難度，在命題時只能適當地採用。

　　下列試題從聽力技能訓練的角度考察是不適宜

的：

（1）純粹考聽力記憶而非聽力理解 

　　你沿著復興路一直往前走，第一個路口就有中

國銀行。過了銀行向右拐，往前走200米，就是人

民東路。人民東路上有個神龍大酒店，酒店旁邊有

個馬可波羅餐廳，你在那兒可以吃到地道的意大利

粉。

問：神龍大酒店在哪裡？

A  銀行旁邊          B  復興路上

C  人民西路上        D  馬可波羅餐廳旁邊

　　在聽力題中，盡量避免讓被試過多地記憶。考

生在明瞭要回答的問題之前，已經聽到一系列的

名稱如“復興路、中國銀行、人民東路、神龍大酒

店、馬可波羅餐廳”，干擾項很多，且全部是純記

憶性的，所以，這類題目的區分度會比較低，信度

和效度也不會好。

（2） 純粹測數學能力而非聽力理解能力

女： 請問總共多少錢？ 

男： 7.6美元。噢！對不起，我弄錯了。應該是

8.4美元。

問： 一開始男的少收了女的多少錢？

A  0.6美元      B  0.7 美元

C  0.8美元      D  0.9美元

2012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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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力部分的題目主要考查的應該是考生是否理

解了錄音材料的內容，而不應該主要是考生是否能

理解選項，這也是“選項應該比錄音材料容易”這

個原則的基礎。這道題主要想考查的是考生是否能

理解“要不是”和“差點兒……不/沒……”的用

法，但其選項卻繞來繞去，難度已經超過了題目本

身。因此，即使考生聽懂了聽力文本材料，但有可

能被其選項搞暈，而不能選出正確答案。

（6）考查的能力單一，且存在不公平性

女： 聽說陝西有一個叫做平遙的古城？

男： 平遙古城在山西，不是陝西。陝西 有名的

古城是西安。 

問： 男的是什麼意思？

A  平遙古城在陝西   B  平遙古城在山西

C  陝西沒有古城     D  山西沒有古城

　　此題主要考查的是考生對“陝西”和“山西”

的辨音能力，考查的能力比較單一，且其選項也比

較難，另外對生活在陝西、山西的考生有諸多便

利，因此這也不是一個好題目。

總結

1、 第二語言教學或者華文教學，語言是“體”，

 教學是“用”。對於教師來說，要擺正

 “體”和“用”的關係：“體”是基礎，是

根本，抓住了“體”，教學才能有所依靠，

得以發展。

2、 語言教學的目標是聽說讀寫能力的提高，對

聽說讀寫能力的理解需要語言知識的支撐，

技能訓練對語言知識是有很大的依賴性的。

3、 注重考試的反撥作用。語言測試和語言教學

的一個核心議題是語言能力。前者要解決的

問題是怎樣測出考生的真實的語言能力？後

者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教，教什麼以培養學

生的語言能力?在實踐中是先有教學後有測

試，測試要為教學服務，同時也反作用於教

學。要注意發揮語言測試正向的反撥作用。

　　一般說來，聽力測試提問題所用的語言以及選

項所用的語言，一定要比原材料的語言更簡單。

此題主要考查的是考生的數學計算能力，而且提問

的語言比錄音材料更難理解，所以這不是一個好題

目。

（3）聽力文本的信息量太小或信息不明確

這是什麼地方，怎麼能算旅遊景點呢？

問：說話人是什麼意思？

A   不清楚這是什麼地方

B   不知道這個旅遊景點

C   想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D   對旅遊景點很不滿意

這個題目的信息量太小，答案也不惟一，選項A、D

都正確。

（4）書面語色彩太濃

　　聽力測驗中的錄音材料一定是具有口語性質

的，是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或者用到的話語。

　　倘若我們能再次相見，我極願繼續為你們服

務，陪同你們遊覽北京新的景點。再次感謝你們的

合作與理解。

問：說話人可能在何時會說這樣的話？ 

A  初次見面　　　B 第二次見面

C  旅遊結束　　　D 旅遊途中

　　這個題目中的“倘若”如果改為口語化的“如

果”，“極願”改為“願”、“非常願意”或者

“非常高興”，口語化色彩就更濃了。另外，問題

中的詞語“何時”也是書面語，應該改成“什麼時

候”比較好。

（5）選項過於複雜

要不是老張提醒我，我差點兒趕不上這班車了。

問：從這句話可以知道什麼？

A  老張沒提醒我，我沒趕上車

B  老張提醒了我，我趕上了車

C  老張沒提醒我，但我趕上了車

D  老張提醒了我，但我沒趕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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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國際漢語教育專業的迷人之處：

接觸世界不同文化，文化的碰撞產生靈感；

行萬里路，體驗異國風情；

加深對漢語的認識； 

加深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和領悟；

培養全球的眼光，世界的襟懷；

真正的桃李滿天下；

文化傳播的使者，民族的事業；

個人的充分發展。

二、正確認識詞彙教學

　　為什麼漢語教學要以詞彙教學為中心？

　　詞彙是語言的建築材料、是句子的基本結構單

位。沒有詞彙就無法傳遞信息，也就無從交際。兒

童習得第一語言也是從單詞開始母語的詞彙學習，

並貫串一生；而語音、語法在成年以後的進展則很

小。

1.漢語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難以形式化概

括。比如，詞性和語法成分無對應關係。 

2.詞彙是漢語語法的載體，常見的主謂、聯合、偏

正、動賓、動補等語法結構在詞彙結構中都有所

體現，例如“民主、製造、高峰、失望、說服”

就分別體現了上述結構。

3.詞彙是文化和語用的載體

4.詞彙負載信息，是交際的核心內容

　　從學習者來說，詞彙貧乏是制約漢語水平和交

際能力的瓶頸。

　　孤立的詞彙的學習效率不高，要按照詞彙本身

的網絡系統來學習。漢語詞彙有多種聚合與組合

的方式，例如：語音的聚合——同音詞；語義的聚

合——同義詞、反義詞、上下位詞、語義場詞；同

素聚合——同素在前；同素在後。詞和詞的組合搭

配（詞組、短語、句子），固定組合搭配與自由組

合搭配，其中常見的搭配可以作為語塊來整體使

用。例如：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政府部門；科

學發展觀……都是常用語塊。

三、漢語詞彙教學內容

　　漢語詞彙教學內容十分豐富：

漢語詞彙下連語素，上接詞組、短語、句子，處於

核心地位。

　　漢語詞彙教學除一般詞彙教學所涉及的讀音、

釋義、色彩、用法之外，還涉及到語法、語義、語

用、語音（音變）及文化諸要素。而這些要素在詞

彙教學中又相互關聯、交叉滲透，集語音、語義、

語法、語用和文化背景知識為一體。每一個詞語不

但處於詞彙系統的網絡之中，也處於語音、語義語

法的大網絡之中。我們要特別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詞語的形音義，詞語的用法；

2.構成詞語的語素意義以及語素構詞的方法；

3.詞語的常用搭配和固定結構；

4.詞語的語境知識和文化意義；

5.漢外詞彙對應情況。（日、印……）

漢語詞彙和語法教學方法

周 健 ─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2012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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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近義詞語的辨析是教學中的一個核心內

容，對外漢語教師和志願者選拔考試的一個重要內

容就是詞語辨析，例如“辨析下列各組詞用法的異

同”：

小時 鐘頭；　　關於 對於；

一次 一趟；　　適合 合適；

漂亮 美觀；　　參觀 訪問；

延續 延長；　　打聽 問；  

輕輕 悄悄；　　打掃 收拾；

悄悄 偷偷；　　認為 以為；

忽然 突然；　　由於 因為；

四、詞彙教學法示例

1）分享

a) 創設具體語境：

 分享好吃的東西。更多的用於抽象：“聽說

兒子考上北大，媽媽非常高興，她馬上給親

戚朋友打電話，希望親友～她的快樂。”

b) 分＋享（享受好東西 → 分擔）(享－亨)

c) 搭配具體的：蛋糕、榴蓮、美食……

 抽象的：喜悅、幸福、經驗……              

d) 句式：跟（和，與，同）+誰+（一起）分享

2）反映

　　詞典義：6個義項２動詞，表現，反照，比喻

把客觀事物的實質顯示出來。

可從形象反照的圖片入手。多給例句：

 這部小說反映了現實的生活和鬥爭。

 這部電影～了農村青年的戀愛生活。

 火箭隊 後一場的失敗～了球隊的很多問

題。

 全世界學漢語的人越來越多，這～了中國的

影響越來越大。

句式概括：A（直觀可見的事物）反映了 B（非直

觀的，事物的本質）

　　學生造句。

3）認識—瞭解

漢語詞彙教學

動詞

r n shi

認   識 to know

li o ji

了   解 to know

zh  dao

知   道 to know

你認識他嗎？

你知道他喜歡什麼嗎？

我們認識王力宏，但是不瞭解他。

我們認識王力宏，而且很瞭解他。

你瞭解中國嗎？

認識     知道得比較少

 知道

瞭解     知道得比較多

很瞭解 �    很認識  �

練習

請選擇 恰當的詞填空：

             認識       瞭解

1、 小明是我的好朋友，我很 他。

2、 張明 很多人，但他真正 的人很

少。

3、 我 瑪麗，她是我們班的同學；但是我和

她不熟悉，所以我不 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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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確認識語法教學

　　語法是語言組詞造句的規則，世界上任何一種

語言都有語法。有人認為漢語是意合式的，沒有

語法，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我們平時說某句話“不

通”，就是說這句話不合語法。但漢語的語法又的

確不同於像印歐語言那種以形式標記為特點的語

法，而是更偏重於語義語法。由於語法是揭示組詞

構句的內在規律，而掌握了第一語言的人在學習第

二語言的漢語時都希望能夠做到多快好省，希望掌

握規律生成正確的句子，因此語法教學的地位相當

重要，受到了普遍的重視。

　　一個漢語教師首先要瞭解和把握漢語的語法特

點，然後才可能有針對性地開展語法教學。漢語

的語法有哪些基本特點呢？根據呂叔湘、朱德熙等

語法學家的研究，漢語語法具有不同於印歐語言和

其他語言的一些特點：漢語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

變化，語序和虛詞具有關鍵作用；漢語的詞類與

句法成分並不一一對應；常常省略虛詞。量詞豐

富；句子構造規則與詞組構造規則基本是一套；注

重意合；等等。對於外國學習者來說，漢語有一

些特殊的表達方式，如量詞的用法，各種補語的

用法，的、地、得、著、了、過等虛詞的用法，

“是……的”句、“比”字句、“把”字句等等特

殊句式，都是他們學習漢語語法的難點。

　　從50年代《漢語教科書》開始，我們確立了以

語法教學為中心的教學路子，延續至今，教學效率

並不高，漢語難學成了定論。我們根據漢語的特點

提出漢語教學應以詞彙教學為中心。第二語言教學

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語法教學只是

手段，不是目的。但學習者必須掌握一定的漢語語

法能力，才能提高語言交際能力，因此適度地教授

語法知識是很有必要的。

　　對外漢語語法教師會接觸到許多本國人永遠也

不會提出並且在語法著作中也很難得到答案的語法

問題。呂叔湘說:“漢人教漢語，往往有些彼此都

知道，不成問題，就是不知道也不去深究。可教外

國學生就是個問題了，就得逼著我們去研究。”對

外漢語語法規則闡述的重點，不僅僅在於對語言結

構特點的講述、對語法系統和規律的說明，更主要

的，在於對語義、語用的說明，目的是使學生明白

什麼條件下可以使用這樣的表達方式，什麼情況下

的使用是不合理的。外國學生語法學習的目的很明

確，是為了使用，而不是研究。這是對外漢語教學

的原則，也是本土學生和國外學生學習語法的 大

區別。 

六、語法教學的主要內容與方法

初級階段： 只須教 基本的語法形式，是習得者

具備區分正誤的能力；

中級階段： 側重語義語法的教學，使習得者具備

區別語言形式異同的能力；

高級階段： 側重語用功能語法的教學，使習得者

具備區別語言形式之高下的能力。

　　在語法規律的總結方面，我們要強調概括性和

實用性。也就是說，我們總結的語法規律要能管住所

有的或絕大多數的語言事實，同時對規律的描述要

簡明易懂、便於應用。語法教學可以分為顯性教學

和隱性教學，我們要盡量少用語法術語，如“動態

助詞”這一術語就可用“動詞+了”、“動+著”、

“動詞+過”的格式來代替。要多提供例句，引導

學生自己體會感悟。語法教學還要注意針對性、靈

活性、啟發性和階段性。

（1） 直觀法：利用實物、圖畫、表格、示意圖、

符號、公式等輔助手段，化抽象的定義為具

體形象的圖示，學生比較容易理解和掌握。

 例如講解趨向補語時，可以畫簡筆畫的房

屋、樓梯、人物來表示“進來、出去、進

去、出來、上來、上去、下來、下去”等。

（2） 演繹法：先展示語法規則，然後用實例說明

語法規則。便於學生自行替換、生成和擴

展。通常做法是把語法規則歸結為若干句

型，把句型具體化為一些范句，先讓學生接

觸范句，然後通過模仿、類比、替換、操

練，讓學生掌握。

 比如講“比”字句，教師可以先給格式1：

 A比B＋形容詞；如他比我高；今天比昨天

熱；這件衣服比那件貴；等等，並引導學生

自己生成句子。

2012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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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格式2：A比B＋形容詞＋補語；如，他

比我高一點兒；他比我高得多；他比我高

12厘米；等等，並引導學生造句。然後再

給出“比”字句的其他形式以及否定的格式

等。

（3） 歸納法：先展示一定數量的例證（不能太

少），進行大量的練習，然後引導學生從中

概括出語法規則，有必要時還可以推導出具

有代表性的語法結構公式。

　　歸納法是我們倡導的語法教學的主要方式，因

為這種方法是先大量輸入相關的句子，讓學生有了

一定的積累和感知，再來引導學生自己概括特點、

分析規律，學生容易得到驗證，對規律的理解就會

比較深刻。

（4） 對比法：包括漢外對比和漢語內部的對比。

 例如英漢對比：

 I met her near the bookstore yesterday 

afternoon.

 我昨天下午在書店附近遇見了她。

 引導學生觀察漢英語句子中狀語位置的差

異。

　　通過以上漢語句式的對比，引導學生理解“有

點兒”常用於不如意的事情方面；而“比較”後面

的形容詞好壞都能說。

（5） 情境導入法：教師通過一個具體情境的設

置，通過問答、展示圖畫、講故事等方式，

引導出要講的語法點。

 例如本堂課要學表示完成的“了”。教師進

了教室就問一個學生：

 教師：XX 昨天來了沒有？

 學生：他昨天不來。

 教師：哦，他昨天沒來。XX，你昨天去哪兒

了？

 ……

 這種閒聊其實是有意為之，在為該語法點教

學做鋪墊。

 語法點的導入、展開、講解、歸納、操練的

方法還有很多，但以上幾種是主要的、常見

的，教師應當熟練掌握。  

七、語法教學示例:四組關聯詞的對比

既然…就…

雖然…但…

如果…就…

即使…也…

既然下雨，那我就在家好了。 今天

雖然下雨，但我還是要去學校。 今天

如果明天下雨，我就在家。 明天

即使明天下雨，我也要去學校。 明天

既然…就…

1.既然她不高興，就不要繼續聊下去了。

2.既然時間很少，我們就不能耽誤你了。

3.既然你不想聽，我就不告訴你了。

4.既然這件事情完成不了，就不要勉強。

5.既然已經過去了，就忘了他吧。

既然…就…

　　  事實

　　  不轉折

雖然…但…

1.雖然他失敗了，但他依舊樂觀。

2.雖然題目難，但我還是做出來。

3.雖然我的年齡很小，但我卻很懂事。

4.雖然我知道他在騙我，但我還是原諒了他。

5.雖然他今天生病，但還是堅持來學校上課了。

6.雖然小明學習不好，但他運動很棒。

 有點兒 　比較

貴 這兒的東西 這兒的東西
 有點兒貴。 比較貴。

便宜  這兒的東西
   比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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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但…

　　  事實

　　  轉折

如果…就…

1.如果明天下雨了，運動會就會推遲！

2.如果世界上沒了空氣，人類就滅亡了。

3.如果沒有你的幫助，就沒有我的成功。

4.如果上課不認真聽講，成績就不會有提高。

5.如果想要得到友誼，就要付出真心。

6.如果今晚沒有作業，我就要出去玩了。

即使…也…

1.即使明天下雨，運動會也會舉行！

2.即使你不告訴我，我也有辦法知道。

3.即使她心裡喜歡天明，她也不會說出來的。

4.即使我有足夠的錢，我也沒時間去北京啊！

5.即使你有心幫助他，他也不會接受的。

即使…也…

　　  假設

　　  轉折

 

分析：

eg: 既然你沒有工夫，就不必參加茶會了。

  因果複句一般由兩個分句組成。

一個分句說明原因，另一個分句說明由這個原因產

生的結果。

情景對話

大明： 既然你那麼喜歡這件衣服，就買下吧！

小紅： 哎，雖然我很喜歡，但價錢太貴了！

 如果我有錢的話，我立馬就買下！

大明： 哈哈，得了吧！

小紅： 如果你明晚有空的話，就陪我去另外一家

商場看看吧。

大明： 明天加班。即使我想陪你逛街，也沒有時

間啊。

　　語言學習有時不必知其所以然，只要知其然就

可以了。因為明白道理和會使用語言完全是兩碼

事。把過多的時間用於講解語言，就減少了接觸語

言本身的時間。正如加拿大語言學家史蒂夫‧考夫

曼所說，“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語言家，只是傳統的

以語法為基礎的語言教育方式不是激發人們學外語

的熱情，而是消滅他們的熱情。”“大量聽和讀，

讓大腦逐漸形成習慣，發現一種模式，這個力量比

邏輯強得多。”

事實 假設 是否轉折

既然…就… 如果…就… 不轉折

雖然…但是… 即使…也… 轉折

2012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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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全國會議和國際研討會

　　2011年8月中旬，中心專業顧問方姣婷老師代

表中心參加在青島舉行的“全國普通話培訓測試中

心主任會議”，瞭解全國各地測試情況及交流經

驗。

　　2011年9月初，林建平主任參加南洋理工大學

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主辦第二屆“華文作為第二語

言之教與學”國際研討會，並在會上宣讀論文《國

際漢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

　　2011年12月17日，林建平主任參加“百般滋

味話珍饈：中華飲食與文學國際研討會”，並提交

論文《客家糕點客家情》。

擔任評委和顧問

　　2011年12月17日，林建平主任應語常會和賽

馬會毅智書院的邀請，擔任“第八屆全港小學普通

話話劇比賽”總決賽評委。

　　2012年1月19日，中心專業顧問宋欣橋教授應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邀請擔任“全港小學普通話

才藝比賽”籌委顧問。

專題講座

　　2011年11月24日，林建平主任應邀參加香港

教育學院語言科學資訊研究中心主辦專題講座，

講題為《普通話水平測試給普通話教學的啟示與應

用》。

　　2011年11月25日，中心專業顧問張勵妍老師

應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邀請，到校為中文科老師舉

辦普教中專題講座，講題為《中文科的普通話元素

和教學策略》。

　　2012年2月1日，中心專業顧問張勵妍老師與

余京輝老師應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邀請，到校舉辦

普教中專題講座，講題分別為《中文科教師面對的

挑戰》、《教師語言能力的培養與提升》，演講後

老師們對校內如何推行“普教中”的種種問題進行

了座談交流。

教 研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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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辦系列講座及論壇

中心在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間舉辦的普教中系列講座及教育論壇如下：

講座/論壇 日期 講者 講題

普教中系列

講座十九

2011年11月12日 陳永林主任

(中國教育學會引探教學法

研究部)

引探創新教育在語文科中

的實踐

黃虹堅老師

(中心普教中文憑課程導師)

引探式教學法研討

普教中系列

講座二十

2012年2月11日 湯志祥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

研究及發展中心)

粵語（香港）與普通話之

間的詞語對應關係及其教

學應用

徐屹老師 

(上海市浦東新區建平

實驗小學)

培養小學生閱讀素養的實

踐與體會

第二屆普通

話教育論壇

“普教中”

的課程發展

與教學設計

2011年12月10日 鄧永成老師

(MPTE課程第三屆畢業學員、

博士研究生)

探索“普教中”課程發展

中的幾個面

譚凱妮老師

(MPTE課程應屆畢業生)

我校普教中課程發展

文淑賢老師

(PMI課程第二屆畢業學員、

路德會沙崙學校中文科主任)

推行普教中的第一年

開辦研修課程

　　為適應“普教中”和普通話教學的發展，

中心於去年秋季開始，開設了以普通話老師為

對象的研修課程。2011年10月舉辦了“教師漢

語拼音知識研修課程”，深入講解漢語拼音的

知識及研討拼音教學法，由宋欣橋教授講授。

今年2月，繼續舉辦“普通話教師粵音知識研

修課程”，介紹粵音的基本知識、粵普語音的

特點及研討正音教學法，由張勵妍老師講授。

2012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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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李慧珍樓G06室　電話:3943 6749　傳真:2603 7542

電郵:pth@fed.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pth

版權所有，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轉載

　　在香港，普通話教中文逐漸成為小學語文教學的趨勢，“普教中”小學生的普通

話能力備受關注。為此，本中心在2008年著手研究“普教中”小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經過2009年深入本港多所小學進行實地測試實驗後，已建構出較為完整的、具香港特

色的測試形式，並在2010年12月正式推出試行。得到多所實驗學校的大力支持，參

加測試的考生大多取得良好甚至優異的成績。

　　“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簡稱XPSC）面向小學高年級學生，主要以小六學

生為測試對象。測試形式以檢測學生的普通話口語水平為主，含有五個部分，包括

“自我介紹”、“讀詞語”、“讀拼音短句”、“朗讀短文”和“按題說話”。測

試全過程是通過電腦完成的，即熒幕顯示試卷，根據電腦錄音指引完成全部內容的測

試，全程約需15分鐘。根據考生的成績頒發不同級別的證書，分為A B C D E五個等

級，相應分別稱為金章級、銀章級、銅章級、希望級和曙光級。第一屆測試將在本年

度5月19日進行，截止報名日期為4月13日，歡迎全港小學高年級學生，特別是六年

級學生應考。詳情如下：

（一） 測試日期：2012年5月19日（星期六），上午10:00至下午5:00。

 (本年度第二次測試將於12月舉行，詳情請留意中心網頁公布。)

（二） 導試講座：2012年5月5日（星期六）下午2:00-4:00。

（三） 截止報名日期：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

（四） 考場通報：將有書面通知每名考生確實的報到地點和應考時間。

（五） 測試費用：HK$500（每人）；導試講座免收費。

（六） 查詢電話：3943 6749

（七） 網上報名：http://www.fed.cuhk.edu.hk/~pth/xpsc.php

第一屆“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
（XPSC）接受報名

（一） 測試日期：2012年5月19日（星期六），上午10:00至下午5:00。（一）測試日期：2012年5月19日（星期六），上午10:00至下午5:00。

 (本年度第二次測試將於12月舉行，詳情請留意中心網頁公布。)(本年度第二次測試將於12月舉行，詳情請留意中心網頁公布。)

（二） 導試講座：2012年5月5日（星期六）下午2:00-4:00。（二） 導試講座：2012年5月5日（星期六）下午2:00-4:00。

（三） 截止報名日期：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三） 截止報名日期：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

（四） 考場通報：將有書面通知每名考生確實的報到地點和應考時間。（四） 考場通報：將有書面通知每名考生確實的報到地點和應考時間。

（五） 測試費用：HK$500（每人）；導試講座免收費。（五）測試費用：HK$500（每人）；導試講座免收費。

（六） 查詢電話：3943 6749（六） 查詢電話：3943 6749

（七） 網上報名：http://www.fed.cuhk.edu.hk/~pth/xpsc.php（七） 網上報名：http://www.fed.cuhk.edu.hk/~pth/xpsc.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