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汉语听力课教学



教学重点：听力课的教学要点和操作方法

教学方法：教师讲授

教学时间：4学时



1、讨论：

（1） 留学生住在中国，每天听到的都是汉语，
有必要专门开听力课吗？列出你赞成或者反对的
理由。

提示：听力在交际中的地位：听比说难；听不懂
则无法反馈。

（2） 回顾自己学习英语的经历，你认为造成你
听不懂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请把他们排序。



2、“听”只是一个解码过程吗？

 2.1 关于“听力”的几种定义
* 听力是弄懂所听内容的一种主动地、有目的的
信息加工过程。（Helgesen，2003）
* （听力是）在头脑中对口头语言输入建构意义
的活动（Rosters，2002）



 * 听力理解是对用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所说的话
进行理解的过程。对于第二语言学习的听力理解
的研究关注的是单个语言单位（例如音位、单词、
语法结构）的作用，以及听者的预期、场景和上
下文、背景知识和话题等的作用。（Richards 
and Schmidt， 2002）



 * 听力被看作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听者从听到和看到的信
号中选择并解释信息，以确定正在发生什么事，说话者想
要表达什么意图。（Rubin，1995）

 思考：你从上面的定义中看到了什么？

 对听力的定义中都包含着“主动”“建构”或者类似的词
语。
听话者不是简单地将所听到的内容进行解码。

 选择：在理解输入（input）的基础上，听话人只使用部
分输入的信息。

 解释：听话人运用背景知识和新信息获知正在发生的事情，
并且推测说话者的意图。



请大家阅读P156的“听力的基本原理”一节
思考：你同意听力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吗？有
没有例子能证明？

提示：
留学生常常抱怨自己的话只有汉语老师能听懂。
母语者不是把句子中的每个字词都听得很清楚。



 2.2 听力课的形式：

 回听

 视听

 默听



 2.3 听力的过程
* 自下而上（bottom-up）
通过集中注意力于所听到的话语的不同部分，如词汇、语
法或者语音等来理解内容。

 思考：这样一段课文：“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儿子，
另外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女儿。”听到这儿，你想到什么？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 自上而下（top-down）
图式
图式是一种知识单位，是心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常见的
图式有：



 ① 事件图式。例如去餐厅，我们自然会根据去餐厅的图
式来行动：进餐厅、找桌子、坐下、叫服务员、要菜
单……结账。

 ② 场景图式，每个不同的场景都有特定的道具。例如图
书馆，就包括了一座楼，楼里有很大的房间，一排排的书
架，书架上满是书……。

 ③ 角色图式。一个“贤妻良母”的行为举止语言如何，
外表性格怎么样，这在我们大脑中都有固定的图式。

 ④ 范畴图式。现实中的桌子的样式何止千万，但我们总
是能在许多东西中指认出“桌子”来，根据的就是范畴图
式。



过分依赖某一种方法都会导致不正确的理解，教
师的工作就是帮助学生适当的综合使用这两种方
法。



 2.4 听力理解的基础（课本P157）
①学习者的目的语基础
②学习者的语言经验、生活经验
③学习者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2.5 影响听力理解效果的因素（P157-159）
①听力材料
②听力的声音条件
③任务特征
④主观因素
⑤学习者的听觉与其他感官的协同作用



3、教学要点

 3.1 听力技能训练的目的
①理解内容
②积累语言知识
③培养语感



 3.2 听力技能训练的内容及其应用
（1）基本语音听辨能力
a) 最小对立体识别训练
b) 听后标出声调等
c) 听后选择听到的语音



 2）注意细节的能力
a) 根据文章完成表格
b) 正误判断
c) 回答问题
d) 排序
e) 听后做动作、画画等



（3）联想的能力
a) 预测下文
b) 抓关联词练习

（4）概括归纳的能力
a) 听后选择适当标题
b) 写概要
c) 听后写标题



 （5）推理判断的能力
a) 听后判断正误
b) 听后回答问题
c) 听后讨论。
可在教学后让学生来介绍自己是如何判断的，这样也可帮
助其他学生掌握技巧。

 （6）猜测词义
a) 对文中的单词和短语提问
b) 就上下文提问，帮助学生理解目标词汇
思考：回答对了是否能说明他们能够使用这些技巧呢？



 3.3 听力技能教学的基本原则
（1）多听
（2）听练结合（听说、听写、听读、听做结合）
（3）控制课堂节奏和容量
（4）重点突出的阶段训练



4、操作方法

 4.1 课前准备
（1）材料选择：有针对性、实用性强、趣味性和
吸引力
（2）听力设备的检查和预置



 4.2 课堂教学
（1）听前活动
思考：回忆你的英语听力课过程：
老师是不是走进教室、放好磁带后就说“现在开
始听吧”？如果这样做的话，教学效果好吗？为
什么？

 听前活动必不可少：这个过程是充分调用学生已
有的知识，并让他们对所听的材料有一个预测、
推断的过程。



听前活动主要是两方面的：P163
1） 内容的准备：背景知识
2） 扫清语言障碍：生词问题

思考：要不要先教单词？



（2） 听时练习
1、 常用听力练习形式：P164-168
1) 语音听辨练习
2) 句子听辨练习
3) 语段听辨训练
4) 对话听辨训练



 2、 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思考1：先看问题还是后看问题？（传统的听力课
本形式：听一篇课文后，回答相应的问题。这种
模式有什么问题？）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知道我们听力的目的是什
么。听完之后再回答，我们不知道答错的原因是
没有理解内容还是理解可是忘记了抑或是没听懂。



思考2：客观题还是主观题？
初级汉语水平考试的听力题、中级汉语水平考试
的听力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初级考试中很多题
目的选项是图片？
为什么很多听力教材中大部分问题都是客观选择
题，问答题不多？

听力是一种“接受性技能”，不要求学习者做很
多产出性的答案。



思考3：听一遍还是听几遍？
如果学习者不清楚所有的细节，他们便会感到灰
心，但是听清楚全部细节并不会对于理解有更多
帮助，因为他们没有忽略或者跳过不重要的部分。

 Penny Ur：外语学习者具有觉察并理解所听到的
一切的明显需要，即使他们在听本族语时并不这
样做。一切学习者试图理解每一个单词。无论失
败还是成功，这都会妨碍他对所听内容的理解。
给学习者布置一个额外的任务让他们有机会听第
二遍。



（3） 听后活动：
思考1：为什么要进行听后检查？
提示：了解学习者听力技能、理解水平并加以修
正。P169
思考2：听完以后仅仅是对对答案吗？我们还可以
做什么？



 * 有几种方法来得出答案，比如：
教师告诉学生
学习者自己说

学生分组来相互比较答案

* 课后讨论，或者结合听力材料来讲述自己的经历。

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

让学生反复使用他们听到的语言，有助于学生学
习。



 4.3 课后总结

 4.3.1 目的：总结经验，改进不足

 4.3.2 内容包括
1. 听力内容深浅
2. 篇幅长短
3. 听力形式的适应性

4.效果



 5、听力训练应注意的问题

 1）教师备课时应注意听读结合

 2）课堂教学中要注意优化教学气氛

 3）对听力材料的选择要慎重

 4）听录音前教师要进行必要的讲解或说明

 5）问学生问题是要注意方式和技巧



 6，作业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着一个“听力课悖论”：
外国留学生普遍认为听力考试很难，听力课很重
要，但是同时听力课的缺勤率却比较高，很多学
生不愿意上听力课。请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并提出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