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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对外汉语教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一派改革的新形势。在这场改革中，

按语言技能设课成为一种倾向，听力课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课型，关于听力教学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本文从实践出发，对 2018 年春季复旦大学来华留学生中 39 名中级水平学生的听力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分别

从学生对听力课的态度、对听力课的认知、对教材的使用体验、对教师的满意度以及练习题设置五个方面做了

详细的调查和分析。为了提高中级汉语听力教学的效果，本文基于此次调查和分析的结果，拟从听力课本身、

听力内容、练习题和教师等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教学策略，以期为对外汉语中级听力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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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нотация 

Как отдель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в обуч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аудирование стало преподаваться  
в Китае с конца 1970-х – начала 1980-х гг., когда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уч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за основу был 
взят принцип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по аспектам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анализа анкетирования 39 студентов, проведенного среди изучаю-
щи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на среднем уровн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Фудань (г. Шанхай) весной 2018 г. Вопросы анкеты 
выявляли отношение студентов к занятиям по аудированию, их понимание сущности аспекта, опыт использо-
вания учебников, отношение к разным видам упражнений и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ность методам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В целях повыш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среднем этапе обучения,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этого опроса и анализа, автор рекомендует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и стратегии обу-
ч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студенты в Китае,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об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на среднем уровне, учеб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анализ, стратег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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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after several decades of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 new 
situation of reform was emerging. In this reform, the setting of classes according to language skills has become a ten-
dency, and the listening class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class. The research on listening teaching has gradually in-
creased. 
Based on the practi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istening learning of 39 middle-level students from Fudan University in 
the spring of 2018, from th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listening lesson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listening lessons, and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textbooks.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eacher's satisfaction and the five aspects of 
the practice setting were mad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intermediate Chinese listening teaching,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idea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from the listening course itself, 
listening content, practice questions and teachers,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rmediate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is-
tening teaching provides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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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对外汉语教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一派改革的新形势。

在这场改革中，按语言技能设课成为一种倾向，听力课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课型，关于听力

教学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尽管目前听力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看到成就

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听力教学研究取得的进步与对外汉语教学飞速发展的形势是不

相适应的，现状并不容乐观。”（刘颂浩，2001）我们作为教学实践者，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

主动性，不断探索更好的教学方式，以求在教学中取得更好的效果。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通过对汉语的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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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学习，并灌之以多种技能的训练，最终实现顺利交际。

汉语听力课便是由此产生的四种技能（听、说、读、写）课之一。吕必松（1996）从语言学

习过程的角度和语言交际的角度 分别阐述了听力的重要性。从语言学习过程的角度说，听总

是先于说，听不懂说也无从说起。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只有先听，然后才能跟着模仿。

听的能力越强，学说话就学得越快。从语言交际的角度说，听的能力总要大于说的能力，这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常规教学中的“输入”大于“输出”。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说”

是“输出”，是主动的行为；“听”是输入，是被动的行为。如果听不懂听人说的话，交际就

无法进行。 

可见，听力技能学习在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中级汉语听力学习更

是在整个听力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衔接作用，学生能不能巩固好初级阶段的基础知识，

又通过此阶段的学习，听懂连贯对话、抓住话题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理解说话人的感情和态

度、提高猜词、抓重点及掌握细节的能力，如何在中级听力阶段顺利地过渡和提高，这就对

教师提出了要求。因此教师必须要清楚地了解中级汉语听力教学的重要性，也要找到中级汉

语听力教学过程中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解决策略和方法。 

本文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点，从实践出发，对 2018 年春季复旦大学来华留学

生中 39 名中级水平学生的听力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拟从学生对听力课的态度、对听力

课的认知、对教材的使用体验、对练习题的感知以及对教师的满意度以及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一．学生对听力课的态度 

针对学生对听力课的态度，我们主要设置了两个问题，分别是 1.你最喜欢什么课？2.你喜

欢上听力课吗？调查显示，约有 57%的学生最喜欢的课是精读课，18%的学生最喜欢口语课，

12%的学生最喜欢的课听力课，而只有 8%和 5%的学生最喜欢写作课和泛读课。这与“听、说、

读、写”中把“听”放在首位的重要性截然不同。经过访谈，笔者发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

因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精读课更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他们在精读课上能学到更多

的语法、生词等，而听力课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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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喜欢什么课？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精读课 22 57% 

口语课 7 18% 

听力课 5 12% 

写作课 3 8% 

泛读课 2 5% 

 

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喜欢上听力课吗？”有 30%的学生表示很喜欢，59%的学生

一般喜欢，只有 11%的学生不太喜欢。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对于听力课的态度还是比较积

极的，这一点最起码可以分说明，在影响学生的听力学习中学生的态度首先不会起到制约作

用。 

你喜欢上听力课吗？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很喜欢 12 30% 

一般喜欢 23 59% 

不太喜欢 4 11% 

完全不喜欢 0 0% 

 

二．学生对听力课的认知 

任何形式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学生内在的动力和对此门课程的认可及认知程度。针对

这一点，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考察学生对听力的认知。包括：1.你觉得听力课重要吗？2.

你觉得听力课对你学习汉语有没有帮助？调查显示，约有 72%的学生觉得听力课很重要，28%

的学生觉得一般重要，没有学生觉得不太重要或完全不重要。可见，对于听力课的认知度，

或者说对于学生来说“听”的重要性，绝大部分学生还是认可的，这就为以后的听力学习打

好了心理基础。 

 

你觉得听力课重要

吗？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很重要 28 72% 

一般重要 11 28% 

不太重要 0 0% 

完全不重要 0 0% 

 



Дан Жуй.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к занятиям аудирования                          125 
 

 
ISSN 1818-7919 

Вестник НГУ.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19. Т. 18, № 4: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Vestnik NSU. Series: History and Philology, 2019, vol. 18, no. 4: Oriental Studies 

 
 
 
. 

对于第二个问题，“你觉得听力课对你学习汉语有没有帮助？”有 66%的学生觉得很有

帮助，26%的学生觉得有点儿帮助，8%的学生觉得不太有帮助，没有学生觉得没有帮助。两个

问题的调查结果比较来看，学生对听力课认知的重要性和其学习效果是基本成正比的。这也

充分说明了学生积极的心理因素对学习的促进作用。 

你觉得听力课对你学

习汉语有没有帮助？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很有帮助 26 66% 

有点儿帮助 10 26% 

不太有帮助 3 8% 

没有帮助 0 0% 

 

三．学生对教材的使用体验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汉语教材也相继蓬勃发展起来，从最初的以语法结构为主，到

现在各种针对化、多样化的教材出现，极大地满足了国内大部分高校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教材

使用。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针对长期来华进修生选用的中级汉语听力教材是《发展汉

语-中级听力Ⅰ》，关于学生对此教材的使用体检，我们也设计了两个问题：1.你觉得现在的

听力书难不难？2.你对听力书的内容感兴趣吗？问题一主要想调查听力课本对学生来说是否

合适，问题二的目的在于考察现用的听力课本能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调查发现，

21%的学生觉得使用的教材很难，62%的学生觉得有点儿难，只有 17% 的学生觉得不太难，没

有学生觉得不难。可见，我们选用的教材从总体来说是合适的，但对于少部分学生来说可能

有些难。 

 

你觉得现在的听力书

难不难？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很难 8 21% 

有点儿难 24 62% 

不太难 7 17% 

不难 0 0% 

 

关于听力课本的内容，有 3%的学生表示都感兴趣，56%的学生对大部分内容感兴趣，41%

的学生仅对少部分内容感兴趣，没有学生对教材的内容完全不敢兴趣。不难看出，对教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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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完全感兴趣或大部分感兴趣的学生所占百分比刚刚过半，还有近一半的学生只对少部分内

容感兴趣，因此，关于使用什么样的听力教材才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你对听力书的内容感

兴趣吗？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都感兴趣 1 3% 

大部分感兴趣 22 56% 

少部分感兴趣 16 41% 

完全不感兴趣 0 0% 

 

四．学生对练习题的感知 

听力课不同于其他课，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要活动是听和做，听指听力文本，做指跟听力文

本配套的练习题，所以听力教材中练习题的设置显得尤为重要。《发展汉语-中级听力Ⅰ》设

计的练习题包括：判断对错、填写词语或句子、根据课文内容选择正确答案、排列顺序、填

写表格、连线题等，学生对于这些练习题的反馈怎么样，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1.你喜欢那

种练习题？（可多选）2.你觉得哪种练习题最难？从下表可以看出，约有 69%的学生喜欢判

断题，26%的学生喜欢填空题，59%的学生喜欢选择题，18%的学生喜欢排列顺序，38%的学生

喜欢回答问题，28%的学生喜欢听后重复，15%的学生喜欢填写表格，26%的学生喜欢联系题。

不难看出，判断题和选择题是比较受欢迎的，这充分说明了此种形式是比较适合学生的学习

模式的，今后应继续坚持，而排列顺序和填写表格两类练习题所占的比例都没超过 20%，说

明此类形式不受学生的欢迎，今后可以相应的减少。 

 

你喜欢哪种练习题？（多选） 

类别 判断 填空 选择 
排列

顺序

回答问

题 

听后重

复 

填写 

表格 
连线 

人数 27 10 23 7 15 11 6 10 

百分比 69% 26% 59% 18% 38% 28% 15% 26% 

 

在实际的教学中笔者发现，有部分学生在上课时会选择性地做练习题，因此对于练习题的

难易度，笔者也做了相应的调查，约有 15%的学生认为判断题最难，13%的学生觉得填空题最

难，8%的学生觉得选择题最难，21%的学生觉得排列顺序最难，38%的学生觉得回答问题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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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的学生觉得听后重复最难，26%的学生觉得填写表格最难，3%的学生觉得连线题最难。可

见，回答问题和填写表格的设计不太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或接受程度，而选择题和连线题相

对来说所占比例很少，说明学生对此类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你觉得哪种练习题最难？（多选） 

类别 判断 填空 选择 
排列

顺序

回答问

题 

听后重

复 

填写 

表格 
连线 

人数 6 5 3 8 15 9 10 1 

百分比 15% 13% 8% 21% 38% 23% 26% 3% 

 

五．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 

尽管听力课相对于其他课来说练习比较多，我们也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但

教师在课堂的主导地位仍然不可忽视，对此，我们专门设置了几个问题来考察学生对教师的

满意度以及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1.在听力课上你觉得老师的重要

性怎么样？2.老师在听力课前会引导你们进行听力训练吗？3.你对听力老师的满意度怎么

样？关于教师在听力课上的重要性，62%的学生表示很重要，33%的学生觉得比较重要，只有

5%的学生觉得不太重要，没有学生觉得不重要。 

 

在听力课上你觉得老师的重

要性怎么样？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很重要 24 62% 

比较重要 13 33% 

不太重要 2 5% 

不重要 0 0% 

 

可见，大部分学生能够意识到教师在听力课中的重要作用，这就说明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还

是很“依赖”老师的，老师的作用应该怎么发挥也是个重要的问题。 

教师怎么发挥其主导作用，关于此问题，我们设置了“老师在听力课前会引导你们进行听

力练习吗？”来考察，调查显示，约有 49%的学生表示都会，41%的学生回答有时会，10% 的

学生回答不太会，没有学生表示教师不会。很显然，教师在课前引导方面做得不错，但怎么

有效又有趣地引导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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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听力课前会引导你们

进行听力训练吗？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都会 19 49% 

有时会 16 41% 

不太会 4 10% 

不会 0 0% 

 

最后，关于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我们也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约有 62%的学生对听力课

的教师非常满意，33%的学生对教师比较满意，仅有 5%的学生对教师不太满意，没有学生不

满意现在的教师。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直接关系到一门课的学习效果，怎么最大限度地提高

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这与教师的教学状态、教学方法及技巧、教具、教学经验等都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 

 

你对听力老师的满意度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非常满意 24 62% 

比较满意 13 33% 

不太满意 2 5% 

不满意 0 0% 

 

六．一些思考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学科领域，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这是科学

生命之所在。”（陆俭明 2005）下面结合本人对外汉语听力教学中的实践提出几点想法和大家

交流。 

（一）听力课不仅是练习课，更是技能课 

前面我们提到，许多学生最喜欢的课是精读课，因为其更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而听力课

对他们来说只是练习课。之所以会这样，一是跟课型本身的性质有关系，精读课更重注书面

语的学习，而听力课主要是“听”；二是跟听力课怎么上有关系。吕必松先生说:“语言教学

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我们应该意识到，听力课不仅仅带着学生做练习，而是在做

练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听力技能。对于中级汉语听力来说，这些技能包括能捕捉话题或文

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会抓关键词或句子、猜词能力、领会对话者的意图等，除此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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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导学生区分汉语在语调、语气、句式上的差别。具体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对文章结构“心中有数”。在听文章前，教师可在课前进行引导，说出几种常见的文

章结构，如总分总、分总、总分等，告诉学生主要内容或观点出现的大概位置，让学生有针

对的听，有选择的听，做到事半功倍。 

（2）学会捕捉关联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有很多有特定意义的关联词语，如“因为……所

以……”表原因，“只要……就……”表条件，“如果……就……”表假设等，在“听”前提

醒学生注意这类词语，由此可以推断说话者的意图、态度等。 

（3）适当模仿。语言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模仿，无论是母语学习还是第二语言

学习，最初都是先听，然后根据听进去的内容再说。要想让学生真正掌握汉语的语气、语调，

最好的办法就是模仿。教师可带着学生模仿某些特殊的句型或语调，让学生亲自体会，做到

熟能生巧，融会贯通。 

听力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应试的需要，也是学生语言综合能力的重要部分，听、说能力提

高了，读、写能力也就自然会得到提升。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充分发挥“听”在汉

语习得上的特殊作用，抓住这一关键环节来进学生各项语言技能的全面提高。 

 

（二）听力内容不仅靠教材，还要靠其他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我们调查了学生对现用的听力教材的使用体验，结果表明，有超过一半

的学生认为现在的教材有点儿难，对他们来说要听懂还是有一定压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

减弱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针对教材的内容，大部分感兴趣的人数和少部分感兴趣的人数各

参半，这说明教材的内容不太符合学生的心理预期。这就给教师一个提示，在教学中我们不

仅要靠教材，还应该补充其他的听力材料。 

（1）选择合适的教材。教材是老师上课的依据和工具，对于听力课来说，教材的难或易

直接关系到听力教学效果。所教师首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听力水平准备听力教材。材料太

容易，学生则没有动力;材料太难，学生则畏难不敢听;材料太枯燥，学生则不感兴趣;材料太

活泼，学生又容易分心。鉴于此，教师在课前应花费很大的精力在材料的选取上，一定要准

备出适合学生听且乐于听得课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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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适当补充其他材料。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学生只对教材的少部分内容感兴趣，

怎么样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需要教师适时适当地补充其他材料。比如有节课

的文章是跟相亲相关的，可以选取时下流行的节目《新相亲时代》的片段给学生看，采取视

听结合的方法，让学生在看中听，乐中懂。 

（3）多调查，多听学生的建议。无论是教材内容还是课外材料，教师在课前都应跟学生

商议，可采取调查问卷、访谈、课堂提问等方式来了解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希望听到的内容，

再结合每个学院的教学大纲适时调整。 

总之，教材是听力课教学的依据，但又不应该完全照搬教材，要在遵循教材基本内容和教

学大纲的基础上，补充与时俱进的内容，让学生既能训练听力技能，又能通过听力课来了解

当今中国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思想等，坚持听力内容“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 

 

（三）练习题不仅要做，还要多变 

针对练习题的形式和难易度我们也做了调查，对于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来说，判断题和选

择题的相对于其他形式的练习题来说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其难度也是比较低的，排列顺序

和填写表格的受欢迎度比较低，回答问题和填写表格的难度比较大。那么，不太受欢迎的练

习题和难度较大的练习题到底做不做，怎么做才能符合学生预期心理，达到听力训练的效果？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试试： 

（1）练习题的数量可适当减少。对于中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来说，学生大部分都经过了

初期的汉语语音、语调等的训练，也有了一定的词汇基础，但对于练习题的数量，并不是越

多越好。有些学生表示一篇文章里的练习题太多，觉得听得有点儿累。所以教师应灵活把控

练习题的数量，选择重要的、有代表性的题让学生进行训练，力求少而精。 

（2）练习题的内容可适当改写。 

对于练习题的内容，当然无外乎都是跟听力文本相关的，但这并不是说要针对文中出现

的每句话每个小的内容都要设置练习题。在实际教学中发现，有些练习题的设置并没有什么

实际的意义，只是在考察学生有没有听清这句话，笔者认为，练习题的内容应与文本的主要

内容及观点相关，对于只掌握了 2000-2500 个常用词的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来说，掌握文章

的大概意思和主要观点就足够了，其他的可在高级阶段进行训练，这一方面有利于减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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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把握好这一点，教师在上课时就可以随机应

变，因材施听。 

（3）练习题的形式可适当改变。 

关于练习题的形式，上文我们也做了调查。对于学生受欢迎的应继续坚持，对于不太

受欢迎和难度较大的我们可以适当改变。比如对于回答问题，可以变成讨论，这也是在调查

中学生提出的建议，毕竟客观地说，“听”与“说”的关系最为密切，“听”有助于“说”，“说”

有赖于“听”。当然教师应把握好讨论的时间，不能把听力课变成了口语课。另外，对于填写

表格的习题，可变成小组采访活动，采用团队活动的形式，让学生在合作中学习，而不只是

单纯一个人听一个人答。 

如果说教材是依据，练习题就是依据的重心，合适的练习题既能训练学生的听力技能，又

能让学生学到有意义的内容，既能让学生由被动做题式的听变成主动获取信息的听，又能在

听后锻炼学生的口语能力，从而提高各方面的技能。 

（四）教师不仅是引导者，还是合作者 

关于学生对听力教师的满意度，我们也进行了调查，仅有 5%的学生表示不太满意，这就说

明教师的教学还是相对成功的，我们都知道“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教师不

重要，相反，教师的角色更应该多样化，不仅是引导者，还是合作者。 

（1）注重课前的引导。教师应坚持讲课前的心理愉悦训练，调查结果也表明，大部分教

师都会采用此种方法。教师可选择播放中文歌曲、广告、幽默故事、新闻等一些趣味性较强

的听力材料。期间，教师可以适当提示其中精华语句，让学生边欣赏优美旋律，边跟唱中文

歌曲，享受听力的乐趣，每次内容尽量新颖别致，让学生愉快地开始听力学习。以此来调节

学生的心理状况，减轻其听力焦虑。 

（2）注意课中的合作。教师在引导学生进入正常的听力活动后，整个教学活动应以学生

为中心，教师此时的角色应由引导者变为合作者、参与者。教师应换位思考，边听边和学生

讨论、交流、互动，跟学生一起听，一起思考，一起找答案，在师生、生生相互探讨交流的

过程中，形成新型的师生合作关系。使学生在和教师的交流中听有所得、听有所获。 

（3）注意听后共同复习。针对下课前学生的听力疲劳或焦躁，教师可安排一点时间和学

生一起进总结复习，采用小组互动或全班互动的方式，总结练习题的形式、学生的错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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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文本的难点，复习听力文本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最后再结合本节课程的话题，播放精炼和

富有趣味的音频或视频，既放松学生神经、减弱情感过滤，又使学习者在愉悦中真切体会语

境，强化语感，并增强其对听力课的兴趣与认同。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中级汉语听力教学方面，现代

的新型的教师不只是主导者、引导者，更应该是合作者和参与者，只有教师实质性参与到学

生互动之中，真实了解学生对教学的意见与企盼，并及时与其交流，为其鼓劲，才能更好地

激发学生克服困难、积极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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