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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学习语言的四项基本技能中，“听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能力”
[1]。据美国外语教学法专家W.M.Rivers和M.S.Temperly统计表

明：听在交际活动中所占比例高达45%，几乎是其他三项语言技

能的总和。听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语言知识接受、语言

基本技能及交际能力。

听作为一项大的语言技能，由各种微技能构成。要从总

体上提高初级阶段学生的听力能力，就必须训练学生的听力微

技能。

2  汉语听力微技能研究现状

微技能就是人的心理认知能力，它支配人的行动和思

维，包括语言学习。目前听力微技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2.1强调听力微技能训练的重要性

石佩雯、李继禹在《听力训练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1977)中，提出要重视听力训练，这是第一篇关于对外汉语听

力能力训练论文，标志听力训练的研究开始起步。李清华

（1987）强调要提高和培养听力微技能，这对听力水平的提高

有很大的帮助。

2.2关于听力微技能的分类

杜建（1992）提出听音理解能力应包括辨明语句重音、认

识特定细节等十项支属能力。杨惠元在《汉语听力教学说话

法》（1 9 9 6 ）一书中提出“八项听力微技能”，并对这几项

微技能的训练方法做出了例释。李红印（2000）指出听力教学

应至少包括：自助式听力练习、综合听力班教学、测试型强化

训练和附属技能训练。

2.3对外汉语听力微技能训练

结合具体的对外汉语课本，探讨听力微技能的训练方法。

周海英（2007)以《汉语听力教程》为例探讨听力微技能的训

练方法，提出了重点培养学生瞻前顾后、大胆预测等听力微技

能。吴彩芹（2 0 1 2）结合国内外听力教学的研究成果，从杨

惠元“八项听力微技能”理论出发对《发展汉语·初级汉语

听力》教材进行分析并给出训练策略。

2.4对外汉语听力难点

高彦德（1993）认为生词是听力理解的最大难点。杨惠元

（1996）总结了关于听力方面的五个难点，分别是近似的音和

调、生词、长句子、习惯表达与背景知识、语速。梁蕴华

（2011）认为语音的听辨和语流加工是听力的两大难点。

综上，本人结合《发展汉语初级听力Ⅰ》，对对外汉语初

级阶段听力微技能进行有效分析，并结合教材练习对初级阶段学

生需要掌握的听力微技能进行有针对性训练。希望能够丰富汉语

听力微技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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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级阶段听力教学的特点及需要达到的标准

3.1初级阶段听力教学的特点

听力课的性质就是学生对声音信号进行接收、解码、反馈的

一个过程。听力能力是人对信息的接收、解码、运用的能力，将

接收的言语信号进行辨别、分析、归纳，从语音、词汇、语法三

个层面对信号进行新的感知，理解其意义。初级阶段听力课既是

技能传授课，更是语言知识积累课。关键是学会运用自己现阶段

目的语知识和技能去解码信息。

3.2初级阶段学生听力应达到的标准

在对外汉语听力教学中“教师通过各种有意识的教学手段来

帮助学生听懂材料，培养和提高学生学生听话和理解能力，从而

达到沟通交流的教学目的”。[2]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对各阶段

听力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初等阶段学习者能基本听准普通话的

声、韵、调，能听懂教师用较慢的普通话所作的讲解；具有初步

的猜词能力，在具体的语境中能听懂日常生活中所见面、介绍或

购物时的简单谈话，了解他人对某一事情叙述的基本内容，理解

说话人的主要意图。语速为120-140字/分。”[3]

4  听力微技能训练方法

4.1《发展汉语初级听力Ⅰ》教材概述

《发展汉语初级听力Ⅰ》从难到易、由简入繁。教材内

容共30课，涉及问候、时间、地点等日常交流，分为语音、对话、

短文三大板块，包含414道练习题，练习设置适合微技能教学方

法要求。

样本教材具体题型由表格呈现如下：

教材中练习题不是针对某一项微技能进行训练，而是相互交

叉,互相依赖又互相促进。通过对样本教材的分析，选择1-7课的

所有内容，分析其中97道练习题和听力微技能专项训练配对占比

情况，数据由表格呈现如下：

内容 题型

语音 听写拼音、听后写出或选出空缺音节、听后跟读、听读辨音

对话 听后填空、判断正误、听后回答问题

短文 选择正确答案、听后填空

题型 数量 占比 微技能名称

听写/读声、韵、调、
短语

41 43%
辨别分析、听后模仿、语

流切分

辨音辨调 18 18.50% 辨别分析、语流切分

听后选择正确答案 14 14.40% 联想猜测、边听边记

听后填空 11 11.50% 边听边记、联想猜测

快速回答问题 13 13.60% 快速反应、边听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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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前7课的归类统计，可以看出样本教材的练习设置对

听力微技能训练起着补充作用，贯穿其中。如辨音辨调这一项

练习，就可以同时训练辨别分析微技能和语流切分微技能，同时

对边听边记和快速反应的微技能训练也起着作用。可见听力微技

能训练是听力课中的重中之重，“听力教学的重点是提高学生的听

力微技能”[4 ]。

4.2微技能训练方法

4.2.1辨别分析微技能的训练

辨别分析能力，即处理声音信号的能力。从数据分析来

看，样本教材针对辨别分析训练题型设计充分，语音听辨练习

贯穿课本始终，声调的辨别是学生需要攻克的难关。在听力课

中，可采用填空、选择、判断等多种方法。教师可将四个声

调分类整理，采用教师领读，学生跟读的方法训练。《发展汉

语初级听力Ⅰ》每一课都有专门针对声调的练习，如“听录音

给下面的拼音标上声调”，这种题型既可以训练学生对声调的听

辨敏感度，还可以训练学生的快速反应微技能。

汉语中有许多同音词和近音词，它们往往会造成对整个句子

理解错误。选择、跟读、听写这些方法都可以训练学生听辨词

汇的微技能。如：

教师将两个相似的句子打印在纸上，例句必须是学生可以理

解的，学生快速选出听到的选项。这样的练习在训练学生听辨能

力的同时也训练了学生快速反应能力。

4.2.2边听边记微技能的训练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听的信息转瞬即逝，不能作

为经验成分储存在大脑中。因此为了克服遗忘，把听到的言语信

息用笔记录下来，把声音信号变为文字符号，方便复习查阅。

在听录音时，教师提前要求学生快速记下与时间、数字相

关的字词，这样不仅训练了学生对数字的敏感性，而且还有助于

学生边听边记能力的提升。在样本教材“听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的题型中，教师就需要着重训练学生边听边记的微技能。例如第

六课第五小题选择正确答案：A.1.80元；B.0.80元；C.1.80元一

斤的西瓜；D.0.80元一斤的西瓜。在这种题型训练中，教师就需

提前告知学生记下来的信息中包含的数字。学生将“1.80”“一

斤”这样的关键信息记下来。这样既训练了学生边听边记的技能，

又对抓取关键信息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在不断地训练过程中

微技能内化，不用教师提醒，学生也知道在材料中关键信息怎样

记住。

4.2.3听后模仿微技能的训练

听后模仿技能可以将短时记忆的内容转为长时记忆保证输入

的信息被学习者消化。通过重复的听后模仿，可强化语言输入，促

使短期记忆向长期记忆转化。

《发展汉语初级听力Ⅰ》前7课“听读、跟读”的练习题占比

大，“大量的听后模仿是提高听说能力的必由之路”[5]教材中听后

模仿的练习从音节开始，第一课重点音节听读、听读词语等练习

都是需要学生在听后模仿这些音节、词语。

听后模仿句子时，学生能力有限，当学生复述不下来时，教

师加以引导让学生跟着老师的话复述一遍。当学生学会在交流中

不自觉地使用这种能力时，这种技能的训练目的也就达到了。

4.2.4联想猜测和预测微技能的训练

联想猜测能力要在学生学习语音阶段开始练习，因为对第二

语言学习者来说，他们在母语知识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已经在

头脑中有了联想猜测这种思维能力。只要教师在训练过程中稍加

引导，学生就会使用这项技能去猜测题目以及选项的意思。

给学生讲解词汇时，可以让学生尽情发挥想象，猜测词的语

义，也可以根据这个讲解的词联想其相关的词或事物。初级阶段

的听力进行到词汇和句子阶段时，教材每一课课文部分都有生词。

在教师讲解这些生词时，可以训练学生联想能力。

在学生听到一段材料时，教师可以让学习者通过头脑中已经

拥有的知识储备来联想猜测和预测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关系、

主题以及情节等。《发展汉语初级听力Ⅰ》第六课第五题的练习

中，应引导学生发挥联想，在看到“元、西瓜”等关键词的时候

能够联想到介绍西瓜、买卖西瓜、吃西瓜等。当学习者具备联想

猜测能力时，就会积极主动地对听力材料进行解码，这有利于了

解说话人的意图，跟上说话人的思维，从而便于迅速而准确地理

解听力材料。

4.2.5语流切分微技能的训练

语流切分的能力，即理解词句、识别语音停顿、句中停顿的

能力。对语音分析时要进行要素切分，汉语音节可以切分为音素、

音节两个单位，如：“piā o（飘）”是一个音节，若是切分不当，

会变成两个音节“pí ’ǎ o（皮袄）”，所以教师必须要在初级阶

段就开始训练学生划分语流的能力。对语流中词语的组合不到位，

会导致对材料的误解，如“我二零一八年来过北京，现在是第二

次来”，对于这句话，问：“我第一次来北京是什么时候？”如果

学生将“我二”和“8年”划分到了一起，就会回答“我是八年前

来的”，这就和原文相差太大。

教师在播放录音时，注意暂停的位置，注重语句停顿训练。在

初级阶段听力课堂最好的训练方法就是给学生大量的可懂输入，

培养学生语感。

5  结语

综上，对五项微技能的训练要相互结合，因为同一种练习

会包含几种技能的训练。在听力微技能训练中，教师需结合学生

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方法策略，在课堂中关注学生的态度、兴趣、

参与度等。在初级阶段就开始进行微技能训练，有助于学生后续

听力水平的提升，为中高级听力目标的完成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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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的眼睛真大 B：他的眼镜真大

A：她真的很胖 B：她真的很棒

A：一些书本 B：一起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