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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力 教学思考

陈

听


提 要 听 力 教学 是对 外 汉语教学 中 分技能 教学 的
一

个 组成 部 分。 本 文以习 得理

论和输入理论的 观点 为 基袖, 对 目 前 听 力 教学 实

践
中 存在 的

一
些

问 題进行思
考 和探


索 ,
结合笔者 实 践经验

,
力

图 解
决

听
力 教学

存
在 的

一
些 问 题

,
改进

听
力 教

学
的 方 法。


听力 教 学是 对 外 汉语分 技 能 教 学 中 的
一个组成 部 分 , 是对外 汉语

教 学 中
非

常 重要的


一个环节 。 要搞 好 听 力 教 学 , 让学习 者 通过听 力 教 学充 分 提 高 听 力 水平 并 不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从教 学客 体 的 角 度 看 ,相对其 他 技 能 而言 , 听 力 水 平 的 提 高 在短 时 间 内 是 不明 显

的 。 学 习 者 在 交 际 过 程 中 , 听 力 方面遇到 的 困 难和 挫折 也常 常 是 最多的 。 从教 学 主 体的


角 度 看, 教
师 在

其 他 课型
中 所使

用 的
各 种 技巧、 方 法 在 听 力 课上多 难以 奏 效 , 听 力 教 学 的


独 特性较难 把握 。 从我 院 多 年 的 教 学检 査中 可以 发 现, 听 力 教 学 的 效果较 不理想
,
学习 者


反
映 的 问 题也一

直 较多 。 所以 说, 听 力 教学 中 有 许 多理论与 实
践的

问
题需要我 们 去解决 ,


听
力 教学对 我 们 提 出

了 更
髙 的 要 求 。


听 力 教 学的 重 要性 在 于它 是 语言 学 习 中 不可或 缺 的
一个部 分 , 学 习 者 听 力 水 平的 提


高 直接关系 到 其它 各项技 能 水平的 提髙 。 听力 是语言 的 解 码、 输 人过程,
而语言 的 解码、


输 人总是先 于编 码 、 输 出 的
, 甚至可以 说 , 语言

的
解 码、 输 入在

一
定 的 程度 上决 定 了 其编 码


与 输出 。 所 以 听 力 教学 是 对外 汉语教 学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一个环节 , 如 果 我 们 在 这 个 环节上
解决得不好 , 将会影 响

到 整体
的 教学质 量。
其实 , 国 外 的 第 二语 言 教 学 相 当 重 视 听 力 教 学 , 帕 默 尔 (

Ha r ol
d  E  . P a l me r

)
提

出 了 语

言 学

习
中 的

“

前 口
语 阶 段

”

, 就 是指 听
力

教 学 先行
于其它 教学

, 他指 出 语言 教 学 应 该 :

“

先 从


长 期 的 理 解 训 练 开 始 , 然 后 再搞
口 语输 出

”

。

0 3 而后的 阿谢 尔 ( J ame s
 J . A s h e r ) 与 波 斯托 夫


斯 基( Va l e ri an A. P os to vs k
y ) 也强 烈 地支 持 了 这 个观点 , 将 听 力 教 学 放到 很重 要的

一个位
置上来 。 奈 达( E u
g

ene  A . N id a ) 更 提 出 了

“

通 过 听 来 学

”

的 语 言 学
习 观 点 , 他 认为

“

固 有 的


听 和 说 的 神
经 联 系

正
是 我 们 坚 持 在 语 言 学 习

过 程
中 听 力 领 先 的 主 要 理 由 之

一

。

”
?

这 些 语


言
学 家 的 理 论 给

我
们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参
考 与 借 鉴 。 在 我 们 国 内 对外 汉语教 学界 ,

也
有

一些

人对听 力 教 学 予以 了 很高 的 重视。

如 杨 惠 元 在
1 9 8 8 年 出

版
的 《 听 力 教 学 8 1 讲 》

一
书 中 就


专 门 研究 了 听 力 教 学 ,对听 力 教 学 的 方 法 与 技巧做 了 专 门 的 论述。 在 已 出 版的 关于对外
汉语教 学 法 与 教 学 理论的 专 著 中 , 许 多 作 者 也有 专 门 论述听 力 教 学 ( 如 吕 必松 的 《华 语教
学讲 习 》 、 盛炎 的 《语言 教 学 原理》 、
周

小
兵 的

《第 二语言 教 学论》 等 等 ) 。 散见于各 刊 物 、 论


文 集 中 的 文 章 则 更 多
,

如
胡

明
杨 也 曾 说 过 :

“

第

二 语 言 学 习 原 则
上 也

应 该

` 输人'

早 于`

输


出

'

,

`

输 人'

多 于`

输 出

'
”

, 并 指 出 了

“

听

”

的 重 要 。

? 上述观点 的 提 出 都有
一

定 的 理论依 据 。


有 了 明 确 的 理论依据 , 才 可能 在 教 学实 践中 指导我 们 真正提髙 听 力 水平, 完 成听 力 教学的


任 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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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听 力 教 学 最具有 指 导 意 义 的 应 该 是习
得 理论和 输

人

理论。 我 们 以 此人手对听 力 教 学 的 理论与 实 践 进 行

一些思 考 是 很有 意 义 的 。 第 二语言 学


习 中 的 习 得理论研究 以 及输入理论的 研究 在 国 外 、 国 内 都
已 经得 到 了 足够 的 重 视 , 国 内 对


外
汉语学 界在这 两方

面 发 表的 文
章

已 经很多
了 ,

例 如 上文 提到
的 胡 明

杨
的

观
点

正
是 这 些


理论在 对 外 汉语 教学 中 的 探 索 。 然 而
,

在 听 力 教 学 中 如
何

运用 这些 理论
却

还研究 甚 少 。


习 得理论的 提出 , 主 要是将 习 得 与 学 习 两个 概念区 分 开来 , 克 拉 申 (
S t e

p
h e n  K r

a
s h

e
n

) 说
习


得 是

“

下 意 识 的
、 日

常 的
、 暗 含 的 学 习

”
?

, 它 不同 于有 意 识的 学
习 。 而输 入理论是 与 习 得


理论相 关联的 , 它 试图 解 决 人们
是如

何
习 得 语言 的 这

个
重大 问 题。 依 据 输 入理论, 输 人先


与 输 出 , 输入
多 于数 出 , 所以

输
人也重

于
输 出 , 它 表 明 :

“

在 语 言
习

得 中 头 等 重 要 的 是 听 力


理
解

,
口 语能力 则 会水 到 渠 成。

”
?


这 两 个 理 论 在 听 力 教 学 中 的 应 用 应 该 是 很 有 意 义 的 , 如 果 我 们 的 听 力 教 学 也趋向 于

习 得这种

“

下
意 识 的

、 日 常 的 、 暗 含的 学习

”

, 那
么

学
习 者 在

听 力 教学 的
过程中 可 能就不会


再觉
得听 力 课是被 动 的 、 压力 很大 的

一
种 课型了 。 教 师在 听 力 教 学 中 主 要任 务 就 不再 是


让学 习 者听 懂文本的 所有 内 容 , 而是要让学
习 者对所听

到
的 听

力
材 料 进行 充分的

感
知

, 在

下 意 识的 、 不

知 不 觉 中
理 解 听 力 材 料 的 主 要 内 容 。 教 师在 整 个教 学 过程 中 不是强迫 学 习


者 去听 懂, 而是给 学习
者 提供一个能

听 懂
的 材料与

环境, 并从中 进行有
目 的

的 暗
示

与 启


发 。 教 师 要教 会学 习 者 如 何 去 感 知 材 料, 如 何去 跳 跃材 料 中 的 障 碍, 如 何 去对所 听 到 的 材

料进行综合整理, 从而达

到 听
力 教学 的 目

的 。 如 果我 们 的 听 力 教学 也注 重输入理论,
那

么

学 习 者 在 听 力 教学过程 中 就 不一

定 要 马
上

掌 握 所听 到 的 全部 内 容 , 马
上

就 这些
内 容 进行


良 好的 表达输出
, 学习 者 更重要的 是将 这些内 容 尽量地内 化为自 己 的 知 识。 教师应该相


信 , 学
习 者在 有 足 够 的

、
有 效 的 输

人
的 基 础

上
, 才能 够 在教师 的 指 导

下
达 到

理想的 输出 。


笔 者在听 力 教学实 践过程采 取了 如 下一些方法来贯彻这两个理论, 实 践证明 ,这些方

法 对我 们 听 力 教 学 水 平 的 提高 还是有

一
定 的 实 际 作 用 的 , 这些方 法 对于

我 们 如 何 解 决 听


力 教 学中 存 在 的 问 题是有一

定
帮 助 的 。


一
、 避 免

预
习


在 听 力 教 学 的 过 程 中 , 不要求 学 习 者 对课文内 容进行 预习 , 这 与 其 他 课型强调预习 是

完 全不同 的 。 因 为 学 习 者 的 预 习 主 要 是 在 课文 文 本中 进行的 , 文 本的 熟 悉 自 然导致

上课

时 容

易
听

僅 这些
文

本 材 料。 然 而,这种 听 懂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听 懂,
不是真正意

义
上

的


交 际 输
人, 它 造成 的 只 是一

种 听 懂 的 假 象 。 这 种 假 象可 能 引 起的 是 教 学 效 果与 实 际 听 力
效果两者的 背离 , 即 上课时 听 得懂, 课外
却

听
不

懂 ;有预习
的 时 候 听 得懂 ,

没预习
的 时 候却


听 不 懂 。 实 行避免 预习 的 话, 学 习 者 在 上课时 直 接 跟随 教 师 进行 听 力 练 习 的 过程, 语言
信


息 的 输
人过程是自 然 、 真 实 的 。 学 习 者 在 学 习 过程中 将 注 意 力 完 全集 中 在听 的 方 面,而不


是 他 们 曾 经预习 、 记忆 的 内 容 上。 教 师 也才 有 可能 判 断 、 知 晓 学 习
者 是 否 真 正

听
懂 。 另


外
,

预
习

的 目 的 多 在 于 使 教 学 过 程 中 减 少 困 难
,

然 而由 于交 际
实

践 中 的 听 完 全是

一

种 被 动


的 行
为 ,

听 的 内 容 在 交 际中 完 全是
无可预测 的 , 听 的 内 容 中 有 困 难

也
完 全是 正

常
的 , 特

别


是
对 于尚 处 在 学 习

过 程的 学 习
者 来 说 。 所以 如 果 让学 习 者 习 惯 甚 至于 依 赖 传 统 教 学 的 预


习 形 式 的 话 , 他 们 对这 种 的 无可预 测 性 恐怕 会 难 以 适应 , 他 们 在 交 际 实 践 中 可 能 会遇 到 更


大 的 挫折 , 他
们

在 交 际 实 践 中 的 听 力 水 平 并 非 像 他 们
在

听 力 课 成
绩

中 所 表 现出 来 的 那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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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泛 听 的

结 合


精 听 (
i

n t
e

ns
i

v e  l
i s

t e n
i

n

g )
与 泛 听

(

e x
t

e n
s i

ve  l
i

s t
e

n i n
g ) 的

结 合
在 听

力
教 学 过 程 中 是 非

常


有 必 要 的 。 现 在 的 听 力 教 学 从 教 材 到 教 师
一

般 多 强 调 精 听
, 即

提
供 给 学 习 者 的 听 力 材

料


内 容 不 多 , 难 度 与 清 晰 度
都

有 很 强 的 、 很 有 计 划 的 控 制 。 要 求 学习 者 充 分 听 懂 这 些材 料 ,


只 有
都

听 懂 了 才
算

达 到 教 学 目 的 。 这 样 的 教 学 既 不 符 合 上述 两个 理论,
也不符 合 对

外
汉


语的 交 际 原 则 。 学 习 者 实 际 与 中 国 人交 流 的 时 候遇 到 的 情 况是
,

所 听 的 内
容

非 常 多 , 范 围


非 常 广 , 障 碍 非 常 多 。 此时 , 只 靠 他 们 所学 习 的 精 听 的 方 法难以 适 应现实 交 际 。 所以 , 在


我 们 的 听 力 教 学 中 相 应地增 加 泛 听 的 内 容
,
让学 习

者
在 课堂 教

学
中 就 学 会

如
何

更多
地

面


对
障

碍 、 跳跃障 碍 ; 如
何 在

有
障

碍的 、 更 多 的 语 言 输 入材 料 中 抓 住 主 要内 容 , 尽 量 达到 交 际


目 的 , 等 等 这 些都 是非 常 重 要的 。 而且泛 听 还能 扩 大 学 习
者 听 的 范 围 , 让学 习 者 接触 到 更


多 的 语言 内 容 与 形 式
, 接 触到 更 接 近

于
交 际实 践 的 语言 材 料。 这 样 输 入材 料 的 大 量 增 加


就 有 利 于 在 此基础上所进行的 感 知 、 习 得 , 有 利 于学 习 者 整 体 的 汉语水平 的 提 高 。 英 国 著


名 语言 学 家 威 尔 金斯( D . A . Wilk ins ) 就 非 常 强 调

“

语 言
习

得 的 基 础 是 广 泛 而 深
人 地 接 触 丰


富 多 样 的 语 言

”

, 他 认为
:

“

从 语 言 的 本 质 来 看
,

掌 握
意

义 是

一 个 连 续 的 过 程 。 它 是许多 语

言 成分之 间 十 分 错 综 复 杂 的 关系 起 作 用 的 结 果 , 因 此 , 只 有 在 学 习 者 对语 言 有 了 充 分 的 经

验 、 建

立了 这种 关系 的 情 况下, 他 才 能 学 到 语言 的 意 义。

” ? 所 以 , 将
稍

听 与 泛 听 有 机 地 结


合 起 来 进 行 教 学 是 听 力
教 学

的

一

种
重 要 的

、 值 得我 们 重 视 的 方 法,
是

习 得的 基础 。


三、 生 词的 处理

听 力 课 中 生 词的 讲 解 应 该 放 到 课 文 中 讲, 而不是 提前 单 独 讲解 。 将 生 词 提 前拿 出 来


讲 是 精 读 课 的 方 法
, 体 现 不 出

听 力
课 的

课 型特
点 。 既 然 是 按 技 能 分 课 型 教 学 ,

那
么 每 个 课


型
都 应该 突 出 其 特 点 与 重 点 。 听 力 课注 重 的 不是生词的 掌 握 , 而是听 力 水 平 的 提 高 和 对
所听 的 内 容 、 意 义 的 攀 握 。 所以 教 师 在 听 力 教 学过 程中 , 应 该将 生词 放到 听 力 材 料中 , 在


听 的 过程 中 去 处 理。 而且这 种 处 理主 要 不在 于解 释词本身 的 意 思, 更重要的
是

在 于其 应


用、 在 于该 词和 上下 文 的 联系 等 等 ,这样 才 能 更 好 地体 现出 听 力 教 学 的 特 点 来 。 教 师 应 当
要求 学习 者 不 要 将 注 意 力 放 在
一

个

一

个 的 生 词 上
, 因 为 这

样 如
果

有

一个或
几

个 生 词没 攀


握好, 就 会
分

散 学 习 者
的

注 意
力

, 从 而导 致 可 能
听

懂 的
下

文 无法 集
中 注 意 力 、 集 中 时 间 去


听 ,文本的 总 体 意 义 不能 得到 攀 握 , 交 际 目 的 也就 不能 实 现。 听 力 实 际 交际 过 程 中 更重 要

的 是解 码, 即 意 义 的

理
解 。 生 词 的 如 此处 理既 能 体 现 听 力 课的 课型 特 点 ,也可 能 使 语言 信


息 的 输入更 集 中 、 更 真 实 。


四 、 效 果 的 检 査


教 师 备 课过 程 中 应 该 准 备 足 够 的 、 恰 当 的 问 题与 习 题
,

以
检

査学 习
者

听 的
效

果 。 学 习


者 是否听 慷 , 需 要 教 师 的 检 査, 这 种 检查应 该以
问 题以 及

做
练

习
的 形 式 出 现较

为 合
适, 所


以问 题与 习 题的 设计 是 很重要的 。 教 师 所 设计的 问 题与 习 题首 先 应 该充 分 体 现教学 目


的
,

教 师 应
该 将 听

力 教 学的 具体
目

的
和 要求

贯 彻 到 问 题与 习 题中
,

以 引 导 学 习 者 提
高

听 力


水 平 。
一

些 教 材 的 问 题 与 习 题 的 设
计

往 往 是 注 重 了 学
习

者 对 听 力 材 料 的 记 忆 , 忽 略 了 学


习 者 对听 力 材 料 的 理解 , 这 种 设
计

会 对 学
习

者 形成

一

种 错 误 的 导 向 , 不利 于 学 习 者 对语言


的 习 得 , 不 利 于 他 们 听 力 水 平 的 提 髙 。 其 次 , 教
师

所 设计 的 问 题应 该是
丰

富 多 样 的 。 听 力
课的 特 点 决 定 了 它 的 教 学 形 式 是 较 为 单 调 、
枯

燥
的 ,

学 习 者 上 课 时 经 常 感
觉

较 为 被 动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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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有 其 它 课型 那 么 活 泼 、 轻松 。 那 么 教 师 就 应


该 在 问 题与 习 题中 表 现得 丰 富 多 样 些, 这 样 可
以

活 泼

一

下 课堂
气

氛
,
调节

一下学习
者 的 心


理
, 让 学

习
者

以
较 为 放 松

、 愉 快 的 心 情 来 学习 , 这 样 才 能 吸 引 学 习 者 更多 的 注 意力 , 达到 更

好的 教 学 效 果。 过于严 肃 的 课堂 气 氛 容 易 给 学 习 者 形 成 压力

, 影 响 其
习

得
效 率

。
五、 过 程 中 的 要 求


每
一遍听 都 应 当 有 不 同 的 要求 。 要让学习 者 在 被 动 地听 中 主 动 地习 得, 教 师 就应该


在 每

一
遍 听 之前 , 对 所 要 听 的 内 容 做

一
些 不同 程度 的 介 绍 ,

并 提
出 不同

的 要
求 , 这 主 要是


能 体 现习 得 的 i +1 的 原则 。 要 让学 习 者 觉得每
一

遍 听 虽 然 内 容 都
一

样 , 但 是 因 为 要求 不

同 ,达到 的 目 的 不同 , 每

一

遍 听 都 有 新 的 收 获 、
新

的 提
高

。 在 这 里 , 教 师 主 要 的 工作 是控制


好 i+1 中 的 1
部 分 , 这 里的 1 如 果少 了

, 学习 者 的 收 获 就 会减 少 , 水 平提 高 就 会 慢 了 。 但


如 果 多 了 , 学 习 者 的 挫
折

感 又太
强

, 两者 都 不能 达到 教 学
的 目

的 。 所以 , 作 为
一

个 合 格 的


听 力 教 师 , 要
把 握

好
1

这 个
度 实

在 不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而且这

个 度
把

握
得 好 坏

将 直 接 影 响


到 教 学 效 果 。 要把 握 好 这个 度 , 就
要

将 学
习

者 的 实 际听 力 水 平与 教 材 的 情 况
作

深 入、 细 致

的 分 析 , 科 学 有 效 地 设计 好 每

一
遍 听 的 要求 , 循

序
渐 进 , 指 导 学 习 者 逐步 提

髙
听

力 水
平 。


听 力 教 学 是 我 们 对外 汉语教 学 的

一
个 重 要组成 部 分 ,

上 述几个方
法

都 是笔 者 结合 习


得理论与 输入理论在 实 践 中 所
做

的

一些思
考 与 探索 。 虽 然 这 些方 法笔 者 在 教 学实 践中 都


曾 经努 力 地实 行 过,
也取得 了

一些效果 , 得到
不

少 学习 者
的 认可。 但 是 这 些思考 、 探索 是


否正确 , 还有待 于我 们 在实 践中 进一
步 去检验、 在 理 论 中 进 一

步 去 提
髙 。 其 实 , 听 力 教 学


中 值 得 我 们 去 思 索 的 问 题远 不 止这 些 , 例 如 听 力 教 学 是 否使 用 真 实 材 料 、 听 力 教 学 与
口 语


教 学是否结 合 起 来 、 听 力 教 学 与 多 媒 体 网 络 的 结 合 、 听 力 教学中 的 测 试 问 题等 等 , 这 些都


需 要我 们 进

一

步 去 探 索 和 思 考
,

以 推 动 对外 汉语听 力 教 学水 平 的 提
高 ,

促 进对外 汉语教
学


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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