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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听位于对外汉语教学四项语言技能之首。从听前到听后每一步都不容忽视。本文将总结归纳一些对对外汉语听力课教学过程的思考,

以期提自身教学能力并丰富相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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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听是信息输入型的、被动性的行为。听力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提高

学生听懂日常会话和专业内容的能力。本文将谈谈通过观摩听力课给笔者

带来的一些关于对外汉语听力课教学的启示。 

1 听前教师应做好抛砖引玉的工作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由于听力课是一个相对形式单调且耗时稍

长的课程,学生容易产生倦怠心理。听前教师的主导作用十分重要,做好抛

砖引玉的工作,接下来的教学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1.1做好教学准备和新课导入 

教师应围绕教学内容,介绍背景知识。可以设置简单的、尽量贴近学

生实际生活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联系自身实际,猜测话题内容,激活相

关词汇。引导学生根据话题开展合理想象,预测听力内容,带出相关词汇与

表达方式。解释本课标题,使学生明确目标,让学生对即将学习的新课内容

有整体的感知和心理准备,消除学生的紧张感。 

1.2讲好生词有利于减少听力障碍 

对生词的理解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听力理解的程度。杨惠元(2000)

的实验显示：生词是听力理解的第一障碍。关于讲解顺序,对初级水平的

学生,应先讲解和学习生词,再听听力材料和做习题,便于学生整体感知和

加深理解。对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可先听课文,再讲生词,锻炼学生的猜

词能力。关于讲解方式,通过观摩笔者发现：除了展示生词和拼音、提供

例句、实例解释、老师自己先造句示范,再让学生造句等方式,从感官方面

来刺激学生,例如采用实物和图片,能让学生有更具象的认识。初级阶段可

以追求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中级阶段主要是要讲解清楚意思和用法。

关于讲解时长,不能花太长时间讲生词,汉语水平越高越应注重培养猜词

能力和跨越生词障碍的能力。 

2 听时教师应灵活运用录音、巧妙设置练习 

如何“听”是一门学问。听力是要让学生激活听觉,从而识别信息、

储存信息,最终获得意义。教师并不仅仅是录音的播放者,也是整个听力教

学节奏的把控者。 

2.1泛听和精听相结合 

首先泛听,播放完整录音,培养学生的语感,让学生对听力材料有整体

认知。然后精听,逐段听、逐句听、逐空听。精听主要是学习语言形式。

教师可以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听,也可以听完再提问,检验学生

的学习效果。先泛听,再精听,最后再泛听,可实现由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

的认知过程。 

2.2以听为主、为我所用 

教师不是光播放录音,也要时刻关注学生,观察学生听力的难点,出现

音近、音同词的情况下,适当予以解释和说明。注意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教

学环节,准备教学辅助材料、道具,解答学生疑问,多与学生互动；以听为

主,还可以兼顾说、读、写等其他活动。 

2.3讲练结合、精讲多练 

教师应注意边听边练,边听边讲。充分利用听力材料,每放一遍材料,

侧重不同,要求不同,完成任务不同。采取多样的练习方式,如：听句子选

生词、模仿跟读、听写、填空、选择正确答案、判断正误、回答问题、听

录音找出每组句子的共同点等。重要生词和重难语法点、句子要反复训练。 

2.4适当采用多媒体手段 

可利用影视、音乐等视听手段来辅助教学,如用于背景介绍、名词解

释等。视听内容应选用适合外国学生观赏的多媒体资料,与教学内容有一

定的关联性,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吸引学生注意力。 

3 听后教师应补充拓展,加强巩固 

听后不能仅仅是对答案就了事,还要使学生熟悉听力理解过程、听力

理解方式,培养学生的听力理解策略,为语言学习和运用打下基础,使科学

性与时代性相结合,调动学生积极性。 

3.1延伸听力材料、扩展学生知识面 

听后应及时对材料内容展开进一步讨论,对答案时应关注学生的错题,

注意听力的实效性,要把重点词语和语言点放在语境中进行训练。适当拓

展一些常用的词语用法和重点句式。结合现实生活,多找一些社会中的热

点问题材料或者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的听力材料作为补充拓展。 

3.2不能忽视作业的布置 

作业是对所学内容的巩固和检测,形式应多样化,可让学生听广播节

目、自己录音、写小作文等。 

3.3关注学生的真实交际过程 

听力课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学生要学会主动的听,将

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技能,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可让学生模拟对话、表演小

情景剧等,最大限度的发挥听力课的作用。 

4 结语 

听力课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应对听力课教学予以高度

重视。对外汉语听力课难上、难学,但教学方法一直在不断改进和优化,

希望对外汉语听力教学能越来越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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