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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测试在当下的语言能力测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许

多官方考试中，都将应试者分组进行口语测试，例如剑桥考试
Cambridge Advances English Tests。毫无疑问这种考试有其可取之
处，但不可避免，也存在诸多弊端。本文将对这种口语考试方式
的优缺点进行分析。 

Hughes (2002)认为，在口语考试中，考生与其他考生进行交
流往往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在交流过程中，他们可以互相交流意
见，从而引出更多的话题。通过交流他们能够产生更多的语料 
(Saville&Hargreaves, 1999)。同时，题目的选择以及考生对题目的
熟悉程度也会影响他们的水平。如果考生对考试题目较为陌生，
可能就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表达。因此，他们的正常水平就无法发
挥出来。然而，当考生以小组的形式应试时，就可以彼此交换观
点，即使某个考生一开始没有明确的想法，也能够根据同伴所说
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在传统的口语考试中，考生如果不熟悉
考试的话题，就可能出现冷场或者考生需耗费较多时间来思考，
这都将影响他们的口语表现。相反，分组进行口语测试，两个考
生之间就可以轮流做答。因此双方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发挥出自己
的正常水平。 

另外，当考生两人一组进行口语测试时，他们会更加放松 
(Saville&Hargreaves, 1999)。小组口语测试中考生的表现会更加自
然 (Hughes, 2002)。在考试过程中，考生很难将考官看做他们的
朋友，有些考试是考生与考官交流，这样一来，他们会变得更紧
张，表现也就更加不自然。但两个考生进行交流效果就会好很多，
他们会更加自信(Hughes, 2002)。当考生与考官交流时，他们会下
意识的认为考官的水平远远高于自己，因而会缺乏自信，不敢去
主导整个谈话。两个考生一起交流，这种压力会削减，因为二者
之间没有明显的地位差异。 

Luoma (2004) 指出，学生的语言特长是不一样的。例如，有
些学生擅长讲故事，但不擅长辩论。让考生之间相互交流可以测
试他们多方面的语言能力。考官可以设计不同的考试问题，如辩
论，解释观点，交流意见等等。考生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从而得到更好的成绩。根据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EF)，语言能力主要包括两个层
面，一是宏观功能方面，语言主要用于描述或解释；二是微观功
能方面，指向的是个体行为，例如怎样发出邀请或致歉 (Luoma, 
2004)。传统的语言测试主要倾向于测试个体的语言组织能力，
也就是语言的宏观功能，而忽略了语言的交流技巧。大部分传统
语言测试都是考官提问，考生做答，考生只是回答问题，缺少交
流过程。但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其交流功能应居于首位，因
此，将考生分组进行测试，可以让双方进行交流，测试他们的交
流能力以及语言应变能力。这样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加真实的语
言情境。另外，考生的交流方式，接话方式也是他们语言能力的
一部分，从中可以体现出他们对语言的理解。所以这种分小组进
行口语测试的方式可以从不同方面测试考生的语言水平。 

从考官的角度来看，当两个考生交流时，他们可以作为纯粹
的观察者老观察考生的表现(Hughes, 2002)。这样也可以提高他们
评判的准确度。 

此种测试方式的弊端在于，考生之间会相互影响 (Hughes, 
2002)。一方面，当一个水平较低的考生与一个水平较高的考生
一同测试时，他可能会表现的更好。在交流过程中，低水平的考
生可以借鉴高水平考生的词汇等表达，应用于自己的口语中。在
Norton (2004) 的研究中提到，一个日本考生刚开始并没有使用
“otherwise”这个单词，但当和他同组的考生使用了这个词后，
他立即也将这个词用在了自己接下来的表达中。因为和他同组的
考生来自瑞典，口语水平较高，受到同伴的影响，最终他也超长
发挥。另一方面，如果同组的两个考生水平过于悬殊，也可能导
致交流障碍，最终两人的成绩都受到影响。 

另外，过于优秀的考生可能会主导整个测试，他们会说的更
多，占用的时间更久，导致另一个相对较弱的考生没有充分的机

会进行表达(Hughes, 2002)。这样语言能力相对弱的考生就得不到
同等的表达机会，同时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导致成绩不理想。
Luoma (2004) 指出，当两个考生中有一个主导了整个测试时，那
另一个便得不到平等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口语水平。因此，同伴
的语言水平会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测试的效度和可信
度。由于考官试前也无法得知考生的水平，很难将水平类似的考
生分在同一组，所以这一问题仍待解决。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影响考生的表现。Luoma 
(2004)的研究表示，同组的两个应试者在性格，交流方式，语言
水平等方面均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因素最终都可能对他们的语言
表现造成影响。Norton (2004)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考生在小组口
语测试中也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他发现，当日本女性考生和
男性考生同组时，她们总是倾向于让男性考生先开口，并且在考
试中，男性考生的输出会更多。但两个日本女性考生同组进行考
试，情况就会好很多。相对于西方女性而言，东方女性更加传统，
在陌生异性面前会更加保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考生分小组进行口语测试的方法在
目前来说是较为科学的方法，不仅可以从多方面考察考生的语言
能力同时又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真实的语言情境。当然其不足之处
还需要广大教育者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口语测试的效度和可靠
性，在此基础上为考生创造最合适的考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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