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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预科生国语听说学习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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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院校预科生国语听说课程的开展，旨在不断提升

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对国语的运用能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如何提

升预科生国语听说能力已成为当前针对高职院校预科生所开展的

国语教学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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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后，第一年往往会进行预

科国语学习，国语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预科阶段的国

语学习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对他们今后的专业课程学习还是人

际交往能力的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鉴于此，笔者结合多年高

职预科国语教学实践经验，浅谈自身对于预科生国语听说教学的

一些感悟。

一、高职院校预科生国语听说教学现状

（一）少数民族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足够重视

当前针对高职院校预科生国语听说课程教学仍停留在传统的

“大水漫灌”“听录音”“看视频”这种固化的教学模式中，而

少数民族学生在国语听说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则得不到充分体现。

在课堂听说练习中，听与说的练习往往都是单独进行的，且学生

的参与机会较少，更谈不上师生间的高效互动，这些因素都会对

预科国语听说课程的整体教学效果。

（二）忽视了对中华文化的学习

在高职院校预科国语听说课程教学中，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的

国语基础相对薄弱，导致本应纳入预科国语教学目标的中华文化

学习常常被忽略，从而出现少数民族学生预科国语教学中一味强

调提升学生语言能力对于文化素质的培养则所有忽略的问题，少

数民族学生对于国语学习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例如，

在国语听说教学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对于很多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习俗如过春节要放鞭炮贴对联、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中秋节

赏月吃月饼有着强烈的了解欲望，但是对于这些习俗的起源却知

之甚少。

（三）国语教材内容针对性不强

当前能够为高职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生国语听说课程所用的教

材实在是少之又少，大部分教材都是直接由本科听说教材的简单

压缩而来，不仅教材内容枯燥、陈旧，且并不符合高职少数民族

学生的国语学习认知能力与实际需求，难以与少数民族学生习俗

文化相契合，从而导致学生对于国语学习不喜欢、不会说、听不懂，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师的教学创新激情，使得国语听说教

学陷入恶性循环。

二、高职院校预科生国语听说课程教学对策

当前高职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生国语听说课程教学中所存在的

一系列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少数民族预科国语课程教学的整体

效果，对其教学方法的创新与改革势在必行。

（一）采取积极教学法，充分体现少数民族学生的主体地位

所谓积极教学法，笔者认为是一种充分调动学生在语言学习

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引导协助学生参与各种语言教学活动，其

在高职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生国语听说教学中的应用，能够促使学

生正确认识国语学习的重要性，从而提升其国语听说学习的自觉

性。因此，高职院校预科国语听说课程教学应根据少数民族学生

的具体特点，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国语听说教学。而教师在此过

程中的作用主要是借助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技术与手段，为少数

民族学生的国语听说练习创设良好的语言学习氛围，以点燃少数

民族学生对于国语听说学习的激情。

（二）细化国语听说教学目标，提升国语教学的针对性

将少数民族预科生国语教学中“听”的练习，分为泛听与精

听分别进行。

“泛听”指的是广泛的听，通过泛听，促使学生掌握国语学

习文本的主旨意思，只要求学生理解文章的整体意思，即便听不

懂文本中的某个词语甚至一个句子也无关紧要。“泛听”没有特

定听的范围，只要能够听得懂全文大概意思即可。在课堂练习过

程中，“泛听”更适用于篇幅较短且内容相对浅显的文章，目的

在于让学生在泛听一遍后，便能够理解文章的大体意思。

而精听则是指更加精确的听力练习，精听要求学生抓住并消

化所听到的每一个词语、短语以及句子。在国语教学课堂练习中，

对于需要精听的国语学习文本内容，通常可通过以下环节开展：

首先，教师对精听文本的语境进行简要介绍，然后提出问题，让

学生有针对性的去精听；随即播放录音，听完第一遍后，鼓励学

生用国语回答问题，教师则要对学生的回答进行总结，找出学生

在精听过程中的易错点与疑惑点；并第二遍播放录音，并让学生

进行跟读或复述。精听是一个相对繁复的过程，精听练习绝不能

盲目追求听的速度，重点在于对细节的掌握。

说的练习，是在听的练习的基础上，所开展的相应的口语练习。

为了将听与说进行有效结合，实现这两种技能的相互促进。在国

语课堂教学中，可采取以下几种说的练习方式：说出所听到词语

或句子的同义词、反义词等；或者对所听到的句子或简单的对话

进行模仿或复述，并注意其中的重音以及语气、语调等；又或者

在结合文本内容发表自身感想与观点等。

三、结语

听说练习作为高职院校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国语学习的重要环

节，是提升其国语运用能力的关键所在，只有将“听”与“说”

的练习进行有机结合，二者形成合力，才能真正体现国语教学的

优势。教师应积极探索更加适用于少数民族学生听说练习方式方

法，积极引入积极教学法，注重对少数民族学生国语运用能力的

培养，为学生日后的工作学习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杨惠元 . 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 [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

学出版社，2017.

[2] 武云霞 . 少数民族预科生汉语口语课堂组织教学策略研究

[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