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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理论基础

语块又称为词块、组块、预制语块等，是指一个具

有一定结构、表达一定意义的预制的多词单位。识记语

块时通常不需要使用语法规则来加工分析，而是以整体

形式储存和提取，因此在语言学习中使用语块可以帮助

学习者提高语言的流利性、准确性和地道性。

二、调查对象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文化桥梁

三语学校（以下简称为文桥三语学校）的小学二年级

学生。文桥三语学校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批准成立的第

一所以华语教学为特色的学校。该校提供三种语言教

学：汉语、英语、印尼语。汉语课（Mandarin）按听、

说、读、写四项技能目标进行教学。小学部每个年级

分配两名汉语老师一起负责汉语课。当地老师负责读

和 写， 每 周 3 个 课 时， 使 用 印 尼 语 和 汉 语 进 行 教 学；

中国老师负责听和说，每周 4 个课时，以带领学生进

行操练为主。

为了解学生对语块背诵的接受度，我们在实验结束

后对实验班的 67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发放调查

问卷 67 份，回收有效问卷 63 份。以下是调查结果。

图1　你喜欢上汉语课吗？

在“你喜欢上汉语课吗？”一题中，分别有 48% 和

33% 的学生分别选择了“非常喜欢”和“喜欢”，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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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81%。表明从总体来看，大多数学生都对汉语课

有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

图2　你喜欢跟着老师大声朗读吗？

图3　你觉得反复多次朗读枯燥吗？

在“你喜欢跟着老师大声朗读吗？”一题中，分别

有 38% 和 27% 的学生对“跟着老师大声朗读”持“非常

喜欢”或“喜欢”态度，有 16% 的学生对此问题持“不

喜欢”态度。“你觉得反复多次朗读枯燥吗？”一题中，

分别有 19% 和 33% 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枯燥”和“有点

枯燥”，超过半数的学生不喜欢重复朗读。因此，仅仅通

过让学生反复朗读这一种方法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是有

难度的。教师应该设计多种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背诵，并

且要参与学生的背诵过程。

图4　《汉语》书上每一课的“读句子”部分的句子

读几遍可以背诵？

对于背诵课本上的句子，学生普遍比较自信。有

46% 的学生选择了“少于 5 遍”，29% 的学生选择了“5—

10 遍”。《汉语》第二册课本上每一课的“读句子”部分

都有三组句子，每一组句子是三句。句子虽然不少，但

都是该课的重要句型框架结构，且囊括了重点语块和词

汇，背诵并不难。以背诵这些句子为载体，可以帮助学

生掌握语块、词汇。

图5　跟着老师背诵难吗？

有 59% 的学生认为跟着老师背诵“很简单”，只有

两个学生分别选择了“很难”和“根本背不下来”。大部

分学生认为在老师引导和带领下背诵并不是特别难。

图6　老师提问背诵时你紧张吗？

对于老师提问背诵的教学环节，分别有 25% 和 27%

的学生选择了“一点也不紧张”和“不紧张”，选择“很

紧张”或“有点紧张”的学生占 48%。这可能和大部分

印尼当地学生的内向性格有关，他们害怕回答在回答问

题或是背诵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所以在被老师提问时会

有些紧张。

图7　你现在喜欢背诵吗？

对于“你现在喜欢背诵吗？”一题当中，分别有

49% 和 35% 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喜欢”和“喜欢”。经过

一个学期的教学，学生比较喜欢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活

动和教学形式来朗读，通过流利背诵来展现自己。

图8　你愿不愿意以后的汉语课还有朗读和背诵？

关于“你愿不愿意在以后的汉语课还有朗读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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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这一问题，有 30% 的学生选择了“愿意”，有 62%

的学生选择了“随意，都可以”，只有 8% 的学生对朗读

和背诵持消极排斥态度，选择了“不喜欢”。由此可以看

出，在汉语课堂上，小学二年级学生基本不排斥有朗读

和背诵的教学环节。

图9　你认为背诵词语和句子对增强自信心的作用

有 71% 的学生认为背诵词语和句子对增强自信心的

作用很大，10% 的学生认为“有所促进”，只有 19% 的学

生不太认可背诵对增强自信心的作用。

图10　你认为背诵词语和句子提高汉语成绩的效果如何？

对于“背诵词语和句子提高汉语成绩的效果如何”，

有 70% 的学生认为效果“很大”，有 11% 的学生认为背

诵对提高汉语成绩有点促进“有所促进”。在尝试了一个

学期的语块背诵教学之后，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认为背诵

能够帮助自己提高汉语成绩。

图11　你认为背诵词语和句子带动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的

提高效果如何？

关于“背诵词语和句子带动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的提

高效果如何？”，68% 的学生选择了“很大”，14% 的学生

选择了“有所促进”。大多数学生认为背诵词语和句子对

于提高汉语的读写听说能力有积极意义。

三、调查结果与建议

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大部分学生喜欢汉

语课，并且不排斥、不讨厌汉语课上有策略性的朗读和

背诵，喜欢在老师的引导、带领下进行背诵。学生基本

认可语块背诵能够提高汉语成绩，有助于带动汉语听说

读写技能的提高，并且对自信心的提高有所裨益。但同

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学生们不喜欢枯燥乏味的反复

朗读。另外，不少学生在被提问背诵时会紧张。因此，

教师需要在课堂上引入多种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在活动

和游戏中进行反复记忆，达到背诵的目的。并且，要

尽可能营造出轻松活跃的课堂，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和

紧张感。根据教学对象的特征和喜好来灵活安排朗读

和背诵，实施语块背诵教学并不会让学生失去学习汉

语的乐趣。相反，在通过背诵掌握了更多的语块、句

子后，学生的汉语语感得到了加强，并且能够更流畅、

更有自信地使用汉语达到基本的交际目的，从而更进

一 步 激 发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和 积 极 性， 实 现 学 习 — 交

际—学习的良性循环，高效高质地实现听说读写各方

面技能综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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