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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入门级口语课堂互动语言分析 
李丹宁 

（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入门阶段的汉语口语课堂往往是教师一个人的课堂，教师引领学生一步一步向前走，这种线性的教学方式使外语学校者
往往以模仿为主。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如何使学生在课堂上能和教师形成一种互动，在互动
过程中，让教师清楚地了解学生是否真的明白了教师所讲授的内容，这对于入门阶段的口语课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本文就是通过
口语课堂的录音分析来尝试解决“如何让你们明白我？”“如何知道你已经明白了我？”这个入门阶段口语课堂中教师们一直纠结的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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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较早地阐述互动的概念，以解释物体或

系统之间的作用和影响，说明能量守衡定律。在第六版现代汉语词

典中对“互动”的解释是这样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我们可

以这样理解，广义的互动，是指一切物质存在物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狭义的互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与具体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发生

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而在这里我

们借用这个互动的概念是以对外汉语教学的口语课堂中“言语互

动”这个角度来切入的，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口语课堂这个特殊的

环境里的师生的互动，也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学生

之间的互动。口语课堂的互动包括言语互动，和非言语互动。听和

说，尤其是说，是口语课堂的主要任务，可是入门阶段的学生，他

们知道的生词太少，以专门学习语言的学生为例，前一周之内每周

25 节课，包括精读听力口语视听说可是学习的生词，粗略地计算一

下儿,第一个月他们只学习了 50 多个生词，第二个月 60 左右的生词

一个学期下来也只学习了近 500 个生词。学生要利用这些生词去听

懂教师所讲解的内容还要用这些生词进行组织语言说话，实在是很

难的。那么这个阶段要想让学生理解教师的语言，首先教师们的非

言语的肢体语言包括面部表情就显得很重要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的方面就是教师组织课堂时所选择的让学生能和教师进行互动的

指令语，训练学生组句的练习内容，以及教师们为了提高学生开口

率而选择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课堂语言。作为教师要时刻提醒自

己，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和学生之间的交际意图是什么？——如何他

们们明白我所讲解的内容？如何运用语境和课堂情境的设计让学

生理解所讲授的内容并能够应用在相应的环境中。下面就通过一些

课堂的录音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儿入门阶段的口语课堂教师们应

该采取的会话策略。也就是说选择怎样的言语和怎样的练习方式才

能使学生能和教师进行互动，因为只有在互动中教师们才能知道学

生们是否真的明白和掌握了课堂的讲授的内容。 

会话策略一  慢读重读指令语 

在入门阶段，教师发出指令语的意图就是让学生做某事。指令

语是学生跟教师互动的主要会话方式，如何让学生理解教师的指令

语？ 

1.1 慢读且重复 

慢读的目的是让学生听清楚这个指令语中的每一个字的音节。

即使他们当时听不懂全部的指令语，但是对指令语中的每一个音是

熟悉的。 

下课了，听到铃声后，教师发出指令：“休——息——一下儿”

然后慢慢地清楚地又说“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儿”，因

为“现在我们”学生听得懂，教师用手势又做了一个出去的动作，

再慢慢地重复“休息——一下儿”。 

铃声，本身就是一个休息的符号，这是共享经验意义。在此基

础上教师及时加上语言符号“休息一下儿”，跟学生之间形成一种

互动学习，学生自然而然就能把这两个相同意义的符号统一起来， 

休息过后，上课铃响起，教师再重复“我们——休息——了—

—一下儿，现在我们——上课”同时用手势做出去，回来的动作，

其实，在下课后的时间里，很多学生已经大概了解了“休息一下儿”

的意思，但需要确认，有心的同学就会让教师把“休息、一下儿”

写在黑板上，然后，或是查字典或是问同学，完全理解了“休息一

下儿”的意思。至此，互动言语学习中指令语发出的意图被学生完

全理解，并学会了。 

1.2 重读且重复 

初级阶段的一般情况下，教师的指令语学生听不懂或者只听懂

一个词，然后根据行为提示符号来理解教师让学生做什么的。 

L：好，把书打开看 107 页，把书打开，到 107 页，我们先来

复习一下上节课讲的生词，跟我来读一下，第一个，“想”（连读两

遍）……好， 

在这段指令语中，需要重读的词语是：打开   107 页   跟我   

读一下儿  

下课时，我们做了测试，问了三个学生都听不懂，“一百零七”

这个词，又问了 5 个同学“把书打开”也听不懂，下面的“我们先

来复习一下上节课讲的生词，”就更听不懂了。但是他们听得懂“跟

我读”。因此，在上面的指令语中，大部分的句子是没听懂的。看

来，在这段互动的言语中，只有一个句子是有用的。那么，这样的

指令语是不是就不必要说了呢？不是的，每堂课都要说，而且对重

点词语，一定要重读。同时教师的行为提示符号也要不断重复——

“打开书”，“翻到 107 页”（指着 107 说 107），并“指着生词读”。

学生再重复和强调中就理解了这个语言符号。也就达到了学生能与

教师共享语言符号意义的意图。有很多的教师觉得学生听不懂，把

指令语说得太快且轻轻带过，所以，上课两个月后，学生仍然听不

懂一些简单的指令语，很遗憾。教师没有掌握好速度和语调，让学

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L：那么下面我们请同学来读一下，请热尼亚来读一下，大家

仔细听，金 xx，不要说话，请 xxxx 来读一下，请 xx 来读一下，请

xxx 来读一下，（纠正发音，穿，毛衣，天）请 xxx 来读一下，请 xx

来读一下，请 xx 来读一下（学生摇头，）没有听课，玩手机呢，请

xx 来读一下，好读到这儿，请 xx 来读一下，好，我们今天先读到

这儿。 

这个指令语虽然重复了八遍，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但由于音调

平缓，语速很快。因此，这种重复并没有让学生学会“请”“一下

儿”这样重要的生词，学生听懂的指令只是自己的名字而已。 

会话策略二  快问快答增进理解 
如果会话策略一说的是“如何让你明白我？”会话策略二就是

“如何知道你已经明白了我？”这个问题是指教师用什么方式检验

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讲解的内容，主要方式就是设计一些教师和学生

可以形成互动的问题，我们知道，“理解”是互动语言学中的关键

环节。学生理解教师所讲解的内容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最重要的交际

意图。 

2.1 快问快答锻炼汉语思维 

L：下面我们来进行“快问快答“练习（之前教师已经把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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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答写着黑板上，并写上，A：……？B：……。然后给学生示范一

个实例。学生理解这个练习形式后） 

L：你们去哪儿？ 

X：我们去商店。 

L：非常好！你们去哪儿？我们去商店， 

学生指着黑板上的样子（A：……？B：……。）问：什么意思？ 

L：我说，A 这儿里，你说，B 这儿里，明白了吗？ 

X：明白了。 
L：库马尔，下课你去哪儿？下课你去哪儿？ 
X：下课？ 
L：下课明白吗？上课，下课，我们 8:10 上课，11:30 下课，铃

铃铃，下课，对，下课，下课你去哪儿？ 
X：休息 
在这里，教师把学生忘记的“下课”这个词又复习了一遍，通

过教师的再次解释，我们听到了学生的回答，在这个一问一答的互
动中，学生确实明白了“下课“这个词的意思了，在他以为下课当
然要休息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明白“去哪儿“这个意思，因此，他
回答了“休息”，教师继续解释。 

L：休息？9:40——9:50 休息，我们说，下课你去哪儿？ 
X：去休息，去宿舍， 
L：对了，去宿舍休息，哈哈，太好了！非常好！ 
L：下课你去超市吗？ 
X：我不去。 
以上一组话轮是教师再次巩固一遍，“去哪儿”的含义。 
L：对，我不去超市。库马尔下课去宿舍，你们呢？ 
X：我们也去宿舍。 
以上这个对子是教师通过不断地追问，把上一组对话和这一组

对话连在了一起，让学生更加明确，下课你去哪儿的含义。我们分
析一下儿上面这组对话，可以看出，教师通过跟学生这种互动的言
语交流，学生终于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问句，也知道如何回答了，那
么我们如何了解学生什么时候理解教师呢？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不
断提问回答，快问快答，是使学生只能用第二语言来思考问题，不
让他们有翻译的空隙，当我们通过一组组的话轮感受到学生回答的
速度不断加快时，就表明，学生理解了会话内容并用汉语来思维了。 

2.2 快问快答复习学过生词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组对话。 
学生在学习完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以后，教师开始快问快

答练习， 
L：你们，你们上午，你们上午学习，对不对？ 
X：对（很快回答） 
L：下午呢？下午呢？你们下午呢？休息吗？学习？休息？学

习？  
X：休息。 
L：不学习？休息。（教师做出来询问的表情，生气的样子） 
X：我们很累。（表情是耍赖的样子） 
L：你们很累？为什么很累？（用英语说这个为什么），你们年

轻（用英语说这个词）18 岁，19 岁， 
X：哦……，（兴奋的声音），老师，老师，我们很累。 
L：你们很累，好，你们忙吗？ 
X：我们不忙。 
L：你们不忙？你们很累？ 
X：哈哈哈……不忙，很累。哈哈哈…… 
以上这组对话，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学完很，累，忙，学习，休

息，这样的词汇，学生们马上用上了这样的词，教师也利用这个机
会，给学生复习，一下，休息，学习，累，忙。在学生跟教师言语
的互动中，我们知道了，学生真的掌握了这些词语。 

会话策略三 抓住问题渗透常识 
互动论的一个原理就是对新发生的情境进行阐释，赋予它某种

意义，并决定怎样行动（郑立华 2012 年）。对外汉语教学过程是非
常特别的，因为你面对的学习者们都是跟你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

的人，我们清楚地知道，理解的基础是共有的社会文化知识，可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对象跟教师之间是缺乏这个交流的基础的。由于缺
乏交流的基础就会不断出现误会的现象，所以才会有上面的两个问
题出现“如何让你理解我？”“如何知道你已经理解了我？于是，
建立这个交流的基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的一步。也是教师时刻
谨记的教学内容，但是这个内容却是教材中缺失的或者说没有明确
提出来的学习项目，只有教师通过自己的经验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渗
透了。例如：传统文化常识，语法常识的解释。让留学生不仅仅是
学机械的词汇，句式，还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了解这个语法为
什么这样说？通过了解中国文化来反观语言现象，通过“为什么”
来记牢语法的形式和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语言符号的
意义。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学生常常都会提出一些新问题，
这些问题是中国学生无论如何也不会提出来的，比如说：牙签书签
为什么都叫“签”？学习和学意思一样，那为什么我们说“学得好”
不说“学习得好”？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给教师提供了
绝佳的渗透文化和讲解某个语法中“为什么”的机会，要利用这些
问题来跟学生形成互动交流，渗透常识性内容。请看下面的话轮。 

3.1 抓不住问题无法渗透语法文化常识 
L：你们喜欢什么礼物？你们过生日的时候，你们喜欢什么礼

物？ 
X：我喜欢多钱， 
L：哦，哈哈哈，喜欢很多钱。大家都喜欢啊。xxx 呢？ 
X：都喜欢. 
L：哦，朋友送的礼物都喜欢。xx 呢？ 
X：一个孩子。（一个平时就喜欢开玩笑的学生） 
L：一个孩子？一个孩子作为生日礼物？ 
（教师没有接茬说下去，因为这有点跑题了。） 
L：如果你的朋友过生日，或者你的妈妈爸爸，你们选中国的

礼物，你们买什么？ 
X：坎肩（kanjian） 
L：坎肩,衣服，是吗？（学生给教师看他查到的生词）哈哈哈，

（看到词典后教师笑着说：）——蚕茧 
X：教师，这个很贵？ 
L：嗯，你是吃吗？吃的是黑色的，挺贵的，嗯，挺贵的，那

个在汉语里，吃的叫蚕蛹。 
X：嗯嗯（学生不置可否，摇摇头，笑笑，表情中似乎不是教

师说的东西） 
L：爸爸妈妈过生日，你买什么礼物？ 
X：白酒，茅台，茅台酒 
L：茅台酒，茅台酒很贵，特别贵， 
X：这是中国特色的酒 
L：特色的，有特色的。以前有个学生说，回国以后给爸爸妈

妈带，芝麻（写板书）。一种吃的东西。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儿这组对话，这组对话中学生其实给教

师提供了三个绝佳的机会，但是这位教师都没有抓住。第一，喜欢
多钱。教师要抓住这个语法的表达错误，解释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
能说“多+名词”这样的结构？第二，第五组第六组相邻对子中学
生提到了蚕茧。教师错误地把蚕茧理解成蚕蛹后，学生的表情显然
说明了教师的错误。但是教师没有在这种互动的言语中理解学生的
真正用意，学生用制作丝绸所必须的蚕茧作为礼物其实是非常有意
义的，教师却没有接着把这个文化含义讲透。这组对话就这样停止
了，真的很可惜，学生也感到很遗憾。第三，第七组第八组相邻对
子中，学生提到了中国特色的东西是茅台酒，教师马上说，茅台酒
特别贵，使学生望而生畏，这时，学生接着说了“特色”这个词，
我们看出来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想说，贵没关系，这是中国的特色啊！
教师只强调了“特色”，就又停住了，没有继续往下说，没有介绍
一下儿中国这个特色的茅台酒的历史，其实简单只需简单介绍一下
儿，茅台酒产在贵州省，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被称为中国的“国
酒”，时间越长越好喝这个特点，等等，有贵的也有便宜一点儿的，
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买点儿回去留作纪念，鼓励学生一下，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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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道听途说，到真正的对茅台酒有些认知，这样才是传播传统文
化的最好方式。 

在以上的互动言语中，使我们感到这是一组失败的互动，好像
刚刚要形成互动的言语时，教师就不说了，学生对买礼物刚提起的
兴趣，就被教师抹平了。 

3.2 抓住问题及时渗透语法文化常识 
L：旗袍是有中国特色的礼物，那就是说，这个衣服的样子，

中国有，别的国家有吗？别的国家有旗袍吗？别的国家，有旗袍
吗？ 

X：别的国家？有。 
L：有？嗯？有？ 
X：啊！旗袍，没有，只有中国有。 
L：对，只有中国有，所以说是有中国特色。所以，我建议你

们，就是…… 
X：教师！这个旗袍是女的？啊，男的有吗？ 
L：啊，男的有唐装。 
X：多少钱？ 
（由于教师的思维原因，所以学生也主要关注起价钱来了。） 
X：很贵！（另一个学生学着教师的样子） 
L：如果好的很贵，不好的很便宜（教师笑着说，这是教师意

识到自己说话给学生造成的影响了。） 
X：一般多少钱？ 
L：一般 700,800 元，1000 元左右（但是由于惯性，教师还是

不能改变自己的思维惯式） 
X：便宜的有吗？ 
L：也有，400,500 的也有。更便宜的也有。 
X：我想买，哪儿卖？ 
（这时，下课了，听课的另一位教师走到讲课教师跟前，把自

己准备的图片给了讲课的教师，教师和学生课下开始了又一次交
流） 

L：网上有啊？你看教师手里的图片（教师手里拿出准备好的
淘宝网上的查找截图页面，还有一些穿着唐装的模特图片，同学们
特别感兴趣。尤其有个新的兴趣点就是网购，在中国进行网购要学
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教师耐心的给学生讲解，网购需要注意的
基本事项，同学们决定学习网购，买喜欢的旗袍和唐装，给家人买，
给朋友买。） 

在这里，我们发现教师及时抓住了问题，渗透常识性问题，第
一，对“特色”这个词语的详细介绍，第二，根据学生对男女服装
的要求，提出，旗袍，唐装的概念。第三，根据学生对购买的兴趣，

及时讲解网购知识。让学生适应中国的生活。 
看了上面的一组对话，我们发现，课堂上随时都有新的情况发

生，教师不仅要有充分的准备，还要时刻谨记抓住一切机会讲解语
法词语文化等常识，让学生逐渐了解中国语言文化常识，建立共有
文化的基础知识。最终达到互相理解的目的。 

结 语 
上文我们从课堂指令语，组织课堂练习以及渗透语言文化常识

这三个角度，对录音中的会话进行了分析，其中有成功的互动，也
有失败的互动，分析这一组组的话轮，目的就是介绍用什么方式可
以从互动的一个个话轮转换中让学生了解教师的真正意图？运用
什么方法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所学的知识？这才是本文要旨。通过
这些分析和解读，我们确立了几项交流理解的基本技巧和方式，也
可以说会话的策略。首先，指令语要简洁，语法要正确，要在情境
中再现，重点是重复，慢读和重读。其次，练习的设计要以锻炼学
生的第二语言思维为主，基本的形式是快问快答，整合课文中的替
换和扩展练习，把这两种形式的练习完全变成快问快答的形式，通
过提问回答来锻炼学生的思维，不要让学生机械的模拟替换，模拟
扩展，这样的练习意义不大。第三，要根据课堂发生新情况，时时
补充语法、词语以及文化常识，增强互相理解的基础。这样的课堂
言语互动才是入门阶段学生和教师进行交流的重点。希望这些对实
例的分析和解读能为入门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点参考，为教
师今后的教学技巧和语言组织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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