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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英语听力测试内容效度分析 
——以 2016-2020 年全国Ⅱ卷为例 

程  丽 

（赣南师范大学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内容效度是衡量测试和评价质量的重要指标。文章依托 Bachman&Palmer 提出的任务框架并结合英语课程标准和考试大
纲，从语篇输入特征、预期回答特征、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的关系三个层面对 2016-2020 年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题的内容效
度进行分析并从高考英语听力试题命制和听力教学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以期为两方面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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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和效度是衡量测试质量的两大根本要求，而效度是设计、

解释和使用语言测试最重要的目标[1]，内容效度是指测试目标对测

试内容覆盖面的高低水平。目前，对高考试卷内容效度的分析大多

集中在阅读理解，而对听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听力理解是一种用外

部输入信息与听者大脑中蕴藏的认知经验（语音、词汇、语法等全

部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知识）相结合最终完成交际活动的能力[2]，也

是英语语言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关键构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本研究将分析近五年高考英语听力试题的内容效度并展开讨

论，以期为听力试题命制和听力教学提供建议。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2016-2020 年 5 套高考英语全国Ⅱ卷的听力测试题为

研究对象，共 50 篇文本和 100 道试题。这五年间听力命题形式相

同，考试时间约为 20 分钟，材料涉及对话和独白两种类型。第一

节为 5 段对话，5 道试题，共 7.5 分；第二节为 5 段对话或独白，

15 道试题，每段对话或独白后有 2-4 个小题，共 22.5 分。 

二 分析框架及依据 
本研究主要使用文本分析法，基于 Bachman 和 Palmer 提出的考

试任务特征框架[3]，依据《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和每年的《考试大

纲》对英语听力的考查标准与目标，结合可操作性决定从输入特征、

预期回答特征、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的关系三个维度对 2016—2020

年全国高考英语（全国卷Ⅱ）听力试题的内容效度展开分析（详见

表 1）。 

表 1：2016-2020 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内容效度分析框架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文本有关变量 主题语境；语篇话题；长度；易读度  

输入特征 说话者有关变量 语速 

回答类型 选择性反应；限制产出性反应；拓展产出性反应  

 

预期回答特征 
 

听力技能覆盖面 

理解主旨和要义； 

获取具体的事实性信息； 

对所听内容进行推断； 

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观点、态度 

关联度 宽广型关联度；狭窄型关联度 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的关

系 依赖度 直接依赖；间接依赖 

首先，输入特征维度包括与文本和说话者有关的两大变量，涉

及主题语境、语篇话题、长度、易读度和语速。其中，主题语境根

据《课程标准》分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4]，听力语篇

话题包含《教学大纲》所规定的 24 个功能话题。其次，预期回答

特征维度包括回答类型和听力技能覆盖面两部分。其中，听力技能

覆盖面集中在《考试大纲》所列出的四项听力技能，即理解主旨和

要义，获取事实性的具体信息，对所听内容做出简单推断，理解说

话者的意图、观点和态度[5]。最后，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的关系维

度按照 Bachman 和 Palmer 划分的关联度和依赖度两部分展开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输入特征 

1.主题语境 

表 2：2016-2020 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主题语境统计 

年份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自我 

2016 年 2 2 6 

2017 年 1 3 6 

2018 年 1 2 7 

2019 年  5 5 

2020 年  3 7 

由表 2 可知，近五年高考全国Ⅱ卷听力测试文本均基本围绕着

《课程标准》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大主题语

境展开，考查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突出学科核心素养，彰显人文本

质。三大主题的分布数量存在一定差异，“人与自我”的语境所占

比例最大，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的新课程理念，而可能由于语篇难

度和对学生背景知识要求高等原因，“人与自然”的语境涉及较少。 

2.话题 

表 3：2016-2020 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话题统计 

话题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总计 

个人情况 1 1 1 2 1 6 

家庭朋友周围的人   1   1 

周围环境     1 1 

日常活动 2 3 1 4 1 11 

学校生活 2 2 2 1 1 9 

兴趣与爱好 1  1 1 1 4 

个人感情    1  1 

人际关系 3 1 1  2 7 

计划与愿望 2 3   1 6 

节假日活动  1 2 1  4 

购物 1 1  3 2 7 

饮食   1   1 

健康  1    1 

天气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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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与体育   1   1 

旅游和交通 4  1   5 

语言学习       

自然       

世界与环境       

科普知识与现代技术   1  1 2 

热点话题       

历史与地理       

社会       

文学与艺术 1   1 1 3 

总计（话题重复只记

一次） 

10 8 11 9 10  

由表 3 可知，近五年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话题覆盖面较

广、信息情境真实丰富。话题主要集中在“日常活动”“学校生活”

“人际关系”等方面，贴近日常生活，基本符合《课程标准》中的

24 个功能话题，体现了《考试大纲》“能听懂所熟悉话题的简短独

白和对话”的要求。但可能由于语篇难度较大、句式复杂、对学生

词汇量要求较高，很少出现“自然”“世界与环境”“历史与地理”

等相关内容，话题分布略显不平衡。 

3.长度 

表 4：2016-2020 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长度、易读度、语速

统计 

年份 长度 易读度 难度 累计时间 语速（wpm） 

2016 810 85.6 容易 5 分 16 秒 154 

2017 854 88.9 容易 5 分 43 秒 149 

2018 773 86.3 容易 5 分 46 秒 130 

2019 826 85.1 容易 6 分 46 秒 122 

2020 869 80.2 容易 5 分 57 秒 146 

平均值 826 85.2 容易 5 分 54 秒 140 

由表 4 可知，五套试题听力语篇长度相对稳定，约为 800 词以

上。其中，2020 年听力语篇最长，为 870 词，与 2018 年最短 773

词相差不大，整体语篇长度大体呈下降趋势。学生对听力语篇的信

息处理强度由语篇长度和语速共同决定，因此，听力语篇长度略微

调整对于考生听力信息处理强度的影响不大。 

4.易读度 

易读度指容易阅读的程度，其影响因素主要是语言形式，如句

长、生词量、语法复杂程度等[6]。语篇的易读度用 MicrosoftWord 2003

计算得出，等级划分如下：0～30 为非常难；30～50 为难；50～60

为较难；60～70 为标准；70～80 为较容易；80～90 为容易；90～

100 为非常容易。因此，近五年高考全国Ⅱ卷听力语篇难度保持稳

定，均为容易，且易读度大致呈下降趋势，说明五套试卷效度较高

且对学生基础知识和理解能力的要求有所提高。 

5.语速 

听力累计时间指从听力正文开始播放到正文播放结束一遍所

需时间，不包括试音和两段听力材料的间隔时间[7]。由表 4 可知，

从累计时间来看，测试时间为 5 分钟以上。其中，听力时间最长是

2019 年，时长为 6 分 46 秒，最短是 2016 年，时长为 5 分 16 秒，

两者极差值为 1 分钟 30 秒。从语速方面来看，2016 年语速最快，

为 154 词/分，2019 年最慢，为 122 词/分。由此可见，近五年来高

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时长和语速整体保持稳定，对学生影响不

大。 

（二）预期回答特征 

1.回答类型 

由于近年来高考改革后全国卷适用省份较多，且考虑到和自主

命题省份师资力量与生源基础存在一定差距，全国卷的听力测试均

采用单项选择题的形式，回答类型均为选择性反应，稍显单一。 

2.听力技能覆盖面 

表 5：2016-2020 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技能覆盖面统计 

年份 理解主旨 

和要义 

获取事实性 

的具体信息 

对所听内容 

作出简单推断 

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观点

和态度 

总计 

2016 1 14 4 1 20 

2017 1 12 6 1 20 

2018 1 13 3 3 20 

2019 1 14 4 1 20 

2020 1 9 9 1 20 

总计 4 60 26 10 100 

《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从语篇中提取主要信息和观点，理

解语篇要义”、“借助话语中语气和语调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这都

是《考试大纲》听力技能要求的再呈现。由表 5 可知，近五年高考

全国卷的听力测试题较全面地考查了听力技能，符合《考试大纲》

和《课程标准》的要求。其中，2020 年大幅增加了“对所听内容作

出简单推断”技能的考查，符合真实的听力情景，即在听懂细节的

同时也能对所听信息进行简单加工并作出合理推断，这也提高了听

力试题的区分度，利于选拔人才。 

（三）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的关系 

1.关联度 

表 6：2016-2020 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输入与预期回答关联

度统计 

宽广型的关联度 狭窄型的关联度 年份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2016 5 25% 15 75% 

2017 3 15% 17 85% 

2018 4 20% 16 80% 

2019 5 25% 15 75% 

2020 6 30% 14 70%  

总计 23 23% 77 77% 

宽广型关联度指基于整个语篇或多个部分进行理解和回答的

问题；狭窄型关联度指基于部分语篇或一位说话者的内容进行回答

的问题。整体来看，近五年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狭窄型关联

度试题所占比例较大。根据全文回答的问题比根据文章部分信息回

答的问题要求更高，因此这种比例搭配是合理的。同时，这两种类

型题目数量较稳定，波动不大。 

2.依赖度 

表 7：2016-2020 高考英语全国Ⅱ卷听力测试输入与预期回答依赖

度统计 

直接依赖 间接依赖 年份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2016 14 70% 6 30% 

2017 11 55% 9 45% 

2018 14 70% 6 30% 

2019 16 80% 4 20% 

2020 11 55% 9 45% 

总计 66 66% 34 34% 

（下转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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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1 页） 
直接依赖指考生答题时主要根据文本信息，间接依赖指考生答

题时还要依据其他背景知识或上下文理解。由表 7 可知，这 5 套听

力测试中直接依赖试题比间接依赖试题要多，数量比接近 2：1。所

有试题都考查了考生根据所听语篇直接获取具体信息的能力和根

据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分析归纳的能力，对考生的听力水平的考查较

全面，也体现了命题兼顾不同水平考生的原则。 

四 对命题与教学的反拨 
本研究发现 2016—2020 年高考听力试题全国Ⅱ卷内容效度较

高，体现了《考试大纲》与《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具体表现为

主题语境和话题覆盖面广，试题难度保持稳定，听力技能考查全面，

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的关联度和依赖度比例合理，但也存在些许不

足，如回答类型局限于单选题，主题语境和话题分布稍显不平衡等。

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到高考听力试题命制和高中英语听力教学两方

面的启示。 

（一）对命题的反拨 

第一，语篇类型和主题语境要多样化。选取符合学生认知水平

的有关世界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文章，满足不同学生的

发展需求，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第二，听力技能

的考查要全面。增加对理解主旨要义和说话者意图等的考查，适当

考查学生的深层次听力技能，减少各项听力微技能间的比例差距。

第三，题型的设置要多元化。客观选择题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出

考生的实际听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试卷的效度，可以增

加难度适中的填空题和简答题以考查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保

证测试的区分度。 

（二）对教学的反拨 

第一，注重对学生人文素质和核心素养的培养。英语听力材料

可以渗透人文关怀与精神引领[8]，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关注日常生活

的热点话题，积累相关背景知识。第二，以语篇为载体，围绕主题

语境进行单元整体教学。学生对主题语境和语篇理解的深度直接影

响着其思维发展水平和语言学习成效。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单元主

题积累相关词汇并建立语料库，把语言学习与意义探究融为一体。

第三，将听力微技能的专项训练和英语运用能力的综合训练相结

合。《课程标准》指出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各种语言技能不是单独使

用的，理解性技能和表达性机能可同时使用[9]。教师不仅要增强对

学生听力策略的训练，也要将听说读写等活动相结合，在课堂教学

和课外训练中为学生创造大量综合性语言实践活动，培养综合语言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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