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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级汉语综合课中融入 HSKK 辅导的探析
——以宁夏医科大学为例

田培园

（宁夏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随着 HSK 与 HSKK 考试合并，学生在报名 HSK 考试的同时需要报名 HSKK 考试。本文探讨了如何将 HSKK 辅导融入到综合课中，

培养学生的语篇意识和成段表达能力，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及 HSK 考试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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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 2018 年颁布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

（试行）》（教外〔2018〕50 号）的规定，对以外语为专业教学

语言的来华留学生的语言能力要求为：毕业时，本科生的中文能

力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水平。我校留学生以

临床医学专业为主，授课语言为英语，根据学校培养方案的要求，

留学生下临床实习前应通过 HSK 四级考试。在 HSK 考试与 HSKK

考试合并后，留学生还需要参加 HSKK（中级）考试。 

HSKK（中级）考查考生的中文口头表达能力，它对应于《国

际汉语能力标准》三、四级。考试分为三个部分：听后重复，看

图说话和回答问题。听后重复仅要求学生说出听到的单句，而看

图说话和回答问题两个部分需要考生能够用有逻辑性的语言说出

一段话，即考察学生口语成段表达的能力。本文尝试通过采用语

篇教学的方式，研究如何行之有效地对汉语学习者进行口语成段

表达的能力培养，进而为教学实践改进提供相关依据和参考。

一、研究现状

随着语言研究和教学的深入与发展，语言教学的关注点逐

渐 由 词、 句 逐 渐 转 移 到 语 篇 层 面。 田 晓 萌（2020） 对 近 30 年

（1990-2020）语篇教学法文献进行综述，在课型方面的语篇教学

法综述中，李小丽（2001）提出初级阶段口语教学应该重视成段

表达能力的训练，张文贤、李榕（2015）则探究了初级汉语教学

叙述体复述方法。王宜阁（2021）综述了近 20 年关于对外汉语语

篇教学研究的文章，对近二十年对外汉语语篇教学研究内容出现

的新方向、新趋势予以描述与评价，提出应该提高语篇研究结果

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程度，以及加强语篇教学的系统性探索。总

体而言，关于语篇以及成段表达的教学研究，以及如何将 HSKK

考试辅导融入到教学的成果仍然不够丰富，尤其是如何在综合课

上进行语篇教学，因此该话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通过检索知网数据库，发现系统性进行初级阶段口语语篇研

究的论文有以下几篇：王子怡（2020）以韩国世翰大学初级学习

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教学实验，探究了初级学习者口语语篇能力

的培养研究，实验发现，学习者的语篇意识和成段表达能力有所

提高。熊小涵（2021），采用行动研究法对初级汉语学习者口语

成段表达能力进行研究，通过实验，发现学习者的成段表达的连

贯性和逻辑性增强，并且发现采用框架式、扩展式、复述式和交

际式成段表达是提升留学生口语水平的有效方式。王妙茹（2021）

教学重点放在指导学生进行连贯语段表达上，通过教学实验，使

学习者能够使用指定句型和词语进行段落表达，培养了学生的篇

章意识，进而提升成段表达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

二、概念界定

汉语的成段表达与输出是教学中一个较难达到的目标，主要

体现在留学生的口语表达中。口语的成段表达要求留学生围绕一

个主题进行表述和阐释时，以语篇的形式呈现。

熊小涵（2021）从结构、语义和中心意义三个要素定义了成

段表达：成段表达通常有两个及以上的句子连接组成，并且句子

间有衔接和连贯；在意义上紧密联系，且符合逻辑；有明确的中

心意思，并且句子的语义都指向中心意思。

对于“语篇”这一概念的界定，英语中的“语篇”对应的解

释是篇章（Text）和话语（Discourse）两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

能构成一定长度，语义完整的口语或书面语段落。张锐（2022）

认为语篇是由语段组成的，可以在具体语境中表达中心意义的，

句子之间有复杂衔接方式，而语段这是由句子组成。

通过教学，笔者发现部分留学生的表达仅停留在简单的单句

输出，且句子之间没有逻辑性和连贯性。教学中除了要教会学生

使用正确的词语和句子，更重要的还要让学生掌握如何说出一段

连贯且得体的语篇。结合以上研究，本文将语篇定义为：由一组

句子组成，且句子间有衔接和连贯，能够完整表达中心意义的口

语或者书面语段落。

三、中级汉语综合课中融入 HSKK 辅导的设计思路

口语成段表达能力是对语言交际运用更全面的要求，也是检

验学习者汉语口语水平的标准之一。目前在我校医学留学生的汉

语教学中，由于课型和课时量的限制，未开设专门的口语课，对

于口语的训练只能在综合课上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留学生在平时

的考试中，无论是听力、阅读、写作或者是口语都涉及到了语篇

的理解与应用。我校留学生听力和阅读能力较好，口语和写作能

力较弱，学生更习惯做一些机械性练习，对于口语和写作练习存

在畏难心理。当需要用汉语描述一幅图片时，大部分留学生由于

语篇意识较为薄弱，存在着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描述，或者是描述

不清楚的状况。以于笔者任教的 2021 级留学生为例，这种情况尤

为普遍。本文以第五学期学习者使用的教材为《成功之路（顺利

篇 2）》为例进行教学设计。通过四个学期的汉语学习，留学生

具备一定的词汇量和语言结构的积累，因此可以在教学中为学生

搭建脚手架，让学习者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语篇的练习。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的任教年级在新学期开始有意识的将

HSKK 考试题型融入到教学的每个环节，并且着力培养留学生的

语篇意识，鼓励留学生进行成段表达的练习。设计的基本思路：

一、将 HSKK 中的听后重复作为课堂复习 / 课文学习的环节之一，

听力练习材料为课文中提取的含有该课语言点的关键句。通过两

轮的听后重复，加深学生对于语言点及句子的印象和学习重点的

理解。二、将 HSKK 中的看图说话作为学习课文的导入和复述环节。

在学完生词和语法点后，通过提问方式引导学生用学过的内容对

图片进行描述，在课文学习结束后提供复述的语言框架，要求学

生看图再次进行描述。三、将 HSKK 中的回答问题作为课后作业，

将学习的提问提炼出一个问题，给出一个框架和关键词，要求学

生写一小段话，并在下一节课中进行口语展示。在进行六课的练

习后，从第 7 课开始，教师提供的框架变简单或不提供模板，由

学生自己进行口语和书写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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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级汉语综合课中融入 HSKK 辅导的设计

以《成功之路（顺利篇 2）》第 16 课《我穿着白色 T 恤》课文（二）

《手里拿着红色的手机》为例，笔者做了如下针对 HSKK 辅导的

教学设计。

教学背景：本册书首先学习的话题为“社会交往”，一共有

4 课，8 篇课文，都围绕着这一话题进行学习和练习，话题具备很

高的交际性，且与生活紧密联系。按照教学计划，每课 6 学时，

每篇课文使用 3 学时完成。学生此前已经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成段

表达训练，能够了解教师上课的思路，充分了解课堂练习的要求

和目标，在学习中能够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

教学语言点：本课语言点主要学习动态助词“着”，“着”

是教学中的一个重难点语法。

在课文（一），学生学习了“着 1”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

本次课学习“着 2”表示存在。

教学原则：HSKK 融入到综合课的教学要紧密配合综合课的

生词和语言点，在训练每一个阶段都尽量将本节课所学与之前的

学习内容进行串联。着重注意学生对于句子衔接的掌握以及中心

句的表达，进行结构模式的训练和运用汉语思维进行表达的训练。

（一）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本节课从语言结构开始训练，通过口头问答、看图说话和搭建

语言结构的方法，重点复习“着 1”的用法，并进行“着 2”的学习。

成段表达训练前：

环节一：复习课文（一）《我只能坐着》的生词和语言点，

然后通过回答问题（用指定词语 / 结构）的方式让学生快速进入

学习状态。例如：

1. 提问：

（1）安妮好点儿了吗？（一……就……）

（2）安妮可以走路吗？（只能 V 着，或者 V 着）

（3）安妮请大卫帮什么忙？（替）

（4）照片上，瑞贝卡什么样？（V 着 ...V 着 ...）

2. 听后重复：

（1）她的腿不能动，一动就疼。

（2）我现在只能这样坐着，或者躺着。

（3）那个穿着裙子、戴着眼镜的，就是我朋友。

3. 复述：安妮的腿…，一…就…。只能…，或者在床上…。

安妮请大卫…。安妮给大卫看了…。照片上，瑞贝卡长…，大…，…

着裙子，…着眼镜，挺漂亮的。

环节二：处理课文（二）《手里拿着红色的手机》生词及语言点

（二）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成段表达训练中：

1. 学习课文

2. 看图说话：大卫怎么接的瑞贝卡？瑞贝卡推着什么？瑞贝

卡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什么？箱子里装着什么？

3. 复述课文：大卫给……的时候，瑞贝卡推着……，正……呢。

她头上……，穿着……，蓝色……，手里……。这时，瑞贝卡也

看见大卫了。因为大卫手里举着……，上面写着……。瑞贝卡的

行李箱非常重，里面装着……，差点儿……了。

成段表达训练后：

1. 巩固练习：（1）小组活动：猜一猜，描述一位同学的样子、

衣着和桌上的物品，其他同学来猜是谁。（2）双人活动：在机场

打车时找不到租车，给司机描述自己的穿着。

2. 反馈与修改：通过同学互评和教师点评，发现本节课成段

表达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进行改进。鼓励学生用学过的连接

词对自己的表述进行改正，教师进行检查。

（三）第三课时教学设计

 本课时主要采用连词成句和短句排序顺序的教学方式，训练

学生对于句子结构和的掌握，通过练习对学生的汉语思维能力进

行培养。

成段表达训练前：1. 连词成句：以本课两篇课文的语言点为

主进行练习，重点让学生理解语言点的应用以及在句子的位置和

结构。题目改变自课文以及练习册中的句子。2. 排列顺序：对课

文中由三个及三个以上小句组成的长难句进行改编，对照 HSK 四

级考试排列顺序题型，重点选择有连接词、有逻辑顺序的句子。

成段表达训练中：

1. 改编课文，按照事件发展顺序进行排列。例如：A. 大卫在

机场出口等瑞贝卡；B. 里面装着一些工艺品；C. 瑞贝卡看到大卫

了瑞贝卡推着行李车，正往出走；D. 她穿着白色 T 恤和蓝色牛仔裤；

E. 因为大卫手里举着“接瑞贝卡”；F. 瑞贝卡说她的行李箱非常重。

2. 看图说话，按照空间顺序来描述：在这个练习中，学习者

以前已经学过用“在”“有”等语法点描述房间里的物品，在这

个练习中，引导学生用“V+ 着”进行多样化的表达，丰富自己的

语言表达能力。

成段表达训练后：

1. 反馈与修改图片描述的任务，提示学生增加一些评论作为

表达的结尾，可以保证结构的完整性，显得表达更为自然。

2. 作业布置：写一段话，用尽可能多的语言点和连接词完成，

熟读自己的小作文，并在下节课进行口语展示。

作业主题：一次在机场的经历。第一次到中国的机场时，谁

来接你的，他 / 她穿着怎么样的衣服，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提

着什么样的行李箱，你是怎么找到宾馆 / 学校的。

五、结论与思考

将 HSKK 题型融入到综合课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习者

培养了语篇意识，提高了成段表达的能力，并且提高了学习者语

言学习的积极性，学习者在课堂上的开口率也有所提高。这种练

习方式可以在汉语学习初级阶段进行尝试。但是这种方式存在一

些不能忽略的问题：（一）对于语言水平差异较大的班级，这种

教学方式无疑增加了学困生的学习难度，因此成段表达能力的培

养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贯穿教学的整个学期、整个阶段。（二）

时间分配问题。作为一门综合课，需要兼顾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将 HSKK 训练融入到课堂中后，口语练习时间有所延长，“写”

的时间可能需要课下进行，因此，课堂中“写”什么，“写”多

少需要进行讨论。（三）教学效果的衡量标准。在成段表达中，

学习者普遍存在着句式结构单一、连接词使用不当、中心句缺失、

主语的重复及混淆。在为期一个学期的教学中，怎样更有效的解

决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思考，以及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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