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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泰语听力课程的兴趣化教学 

——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二泰语专业学生为例 
孙桃竹  刁  婵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南三亚  572022） 

【摘  要】听力能力是学习语言知识必不可少的一种技能，而听力课是大学泰语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程。本文依据现有的教材传

统教学与兴趣化选择的教学方式来做对比，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辅，让学生选择兴趣化学习，以提高学习效率，并通

过活跃课堂学习氛围，改革传统硬式灌输，运用现有的教材及收集的资料进行学习，来提高学生听力的反应速度与学习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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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est Teaching of College Thai Listening Course 

—— Take a Thai language student majoring in Hainan Tropical Ocean College as 

an example 
【Abstract】Listening ability is an essential skill to learning language knowledge, and listening course is an indispensable course of university 

Thai teaching.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interest choice of teaching 

methods to contrast, with the student as the center, the teacher, let the students choose interest in learning,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through the active classroom learning atmosphere, reform the traditional hard indoctrination, using the exist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collected data to learn,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listening reflect speed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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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泰语听力课程兴趣化教学的前提背景 

笔者作为一名大学泰语教师，从事泰语教学工作两年，主要教

授基础泰语、泰语听力、泰语阅读与商务泰语课程。其中泰语听力

连续授课两年，发现学生兴趣化不高，以传统的授课方式进行知识

传播，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缺乏主动性，导致积极性较低。同时，

也发现听力教材有不合理的地方，与本校泰语专业人才培养方向有

所偏离等问题，基于这样的前提背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1  知识结构单一，题型老旧 

在现有的泰语听力教材中，不论是泰语听力 1 还是泰语听力 2

都涉及日常生活、文化、泰国概况的话题部分，当然这是泰语学习

者必修的内容，但是笔者发现，这些话题也出现在基础泰语、泰语

口语、泰语会话等课程当中，这些内容重复，形式老套且乏味，导

致学生对泰语听力的学习兴趣下降。另外，现有的泰语听力教材的

题型集中在选择题、对错题，学生对这种创新性不高的题型兴趣不

大，无法做到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知识结构的单一，不能够充

分地对学生的思想情境进行开发，把听、说、读、写、译有效地结

合在一起，这时就需要我们去挖掘与丰富材料，优化题型，提高实

用性，引导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1.2  注重理论方法，忽视听力内容 

中国的教育普遍注重理论教学，实践性较少，而西方与泰国的

教育注重主观感受、表达与实践，从而产生了实践教育、视觉教育、

活动教育、思维教育等一些新词。在我国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

生只专注于答案的对错、解题的方法，导致即使在听力中听不懂也

能做对题，这种思维定式可能会忽视听力课最初的培养目的。听力

课程不仅要求学生要听懂得内容，还要对听力内容流利地表达出个

人观点。另外，中国教育的主流派是儒家与道家，这两家教育流派

注重伦理本位，学生要听从老师，不可逾越，这会使得学生过于拘

谨而得不到思想的解放。而西方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引导学生

发挥主观能动性，表达自己的看法，鼓励独立思考。 
1.3  刻板教学，学生积极性不高 

传统的教学方式似乎根深蒂固，教师就围绕着教材为中心进行

授课，教学方法老套，从而忽视教学教育的适用性、实用性。以教

师为主导、学生被动式灌输来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效果看起来不

是很理想。通常，在泰语听力课堂中，教师在讲台循环播放音频，

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寻找答案，当老师提问题时，大部分学生不会

积极主动起来回答问题，而是等待老师点名，这种“常态化”学习

方式看似训练学生的听力能力，实际上却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者的

主体地位，他们的独立认知能力没能够激发出来。我们可以分小组

的形式探讨案例、辩论与情景表演等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探索

者，回归主体地位，来提高学生对学习的欲望。 
1.4  教材缺乏，选择局限 

目前我校的泰语听力教材仅有两套，市面上也别无选择，教师

只能被动地选择，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对于教材匮乏的现状，教

师除了使用教材之外，如果还想添加其他教学内容，就只能亲自动

手加工改编成“临时教材”。随着人才培养方向的驱动，着力于培

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的大学生的目的更加突出，极少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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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能够满足现有的大学泰语专业使用的规模。同时，随着社会的

发展，教材需要及时更新，而笔者使用的教材还停留在 2009 年版，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锻炼学生的听力能力，但是实用性不强，涉

及到的内容也较枯燥。为此，在泰语听力方面需要一些与时俱进，

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实用性的教材，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丰

富教师手头资料。 
1.5  教师队伍年轻，经验不足 

我国泰语专业与其他语种相比，起步比较晚。全国开设泰语专

业的高校也就几十个，资深的泰语教授、副教授很是稀缺，大多集

中在年轻教师队伍里，而我校泰语教师的平均年龄在 31 岁，算是

高校教师里的年轻队伍。虽然年轻教师对教学工作充满的热情，但

是从资历上看经验还远远不够，在有限的能力上无法指导学生的深

层次地学习，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学生的学习面。由于教龄短的问题，

教学改革还处在学习阶段。 

2  大学泰语听力传统式教学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主要是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二泰语专业

学生为例，共对 40 人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选取了 5 个学生

最感兴趣的话题与 5 个教材出现的话题。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

以传统教学的方式对学生测试教材中出现的话题；第二步，以兴趣

化教学方式对学生测试所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把这两次的测试情

况进行对比研究。为了得到较准确的数据，每个话题设置两个题型

即为：选择题 3 道与主观题 2 道，话题的难易程度相当。 

本次传统教学测试的话题有：祝福、喜好与厌恶、神奇的石头、

泰国地理与不公平。 

 

图 1  传统教学测试话题 

传统教学测试选择题共有 15 道，平均正确率为 71.2%；主观题

10 道，平均正确率为 60.7%。高分项集中在“祝福”“喜好与厌恶”

的话题中，其中“祝福”话题在平时会话中常常涉及，而“喜好与

厌恶”主要讲述的是看病问题，在其他课堂也会涉及到医生与患者

相关的知识点；另外两个话题“神奇大石头”与“不公平”属于寓

言故事类型，对大二泰语生来说比较生疏，内容的难易程度符合这

个阶段的学习；“泰国地理”话题学生在此之前也有学到相关的知

识点，但又补充了一些新知识点。 

3  大学泰语听力兴趣化教学 

通过询问学生的兴趣爱好，选择最受欢迎的 5 个话题为：泰国

教育、办理签证、泰国礼仪、拜师节、办理银行业务。以学生为主，

老师为辅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上课积极性，开发学生的思维方式，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泰语。 

兴趣化教学测试选择题共有 15 道，平均正确率为 81%；主观

题共 10 道，平均正确率为 80.6%。选择题高分集中在“泰国教育”

与“办理银行业务中”，这两个话题是学生最感兴趣的话题，接下

来是“办理签证”“泰国礼仪”与“拜师节，这些话题与生活息息

相关，也是学生最关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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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听力兴趣化教学测试话题 

4  大学泰语听力兴趣化教学效果 

第一次测试所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法。首先，教师播放 2 遍听力，

学生认真回答测试题；其次，通过提问方式让学生回答问题；最后，

教师再进行讲解课文内容。不难发现，主观题型的正确率并不是很

高，平均正确率为 60.7%，选择题的平均正确率为 71.2%，算是听

力课程正确率较低的比率。并且传统教学方式没能够把课堂氛围活

跃起来，整个过程比较被动。 

第二次测试采用的是兴趣化选择的教学法。首先，教师播放 2

遍听；其次，选择题部分通过提问方式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以鼓

励的方式让学生回答问题；再次，主观题部分把学生分成小组讨论

的形式与辩论赛的形式让所有学生参与到话题当中，把主动权交给

学生，引导学生用发散性思维思考问题，鼓励学生以学习者、探索

者、创造者的身份去探寻知识的奥秘，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最后，

用准备好的参考答案以 PPT 的形式呈现出来并讲解内容。从图 2 得

知，选择题平均正确率为 81%；通过小组探讨，主观题平均正确率

为 80.6%，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有明显提升。最重要的是学生在课

堂的表现积极活跃，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潜在表达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兴趣化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学习氛

围，还能够让学生开发自己的大脑，学会独立思考。不少学者已提

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可见，这样的方式比较受教育界

认可的。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注重个人教学能力的提升，努力打造

自身创新型、有效型的“教学王国”，更要尊重与培养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辩证看待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教学过程中构建和谐、融

洽、平等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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