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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日本学生的汉语口语教学目标与策略

张宝林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中国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日本汉语教学的规模宏大，但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口语教学成效尤其不佳。本文针对
这一问题，采用探索式研究方法，在考察一定规模的日本汉语学习者口语考试录音答卷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水平的考生在成段表达、语音语调、词语句式运用等３个方面的不同表现，认为成段表达
能力和语音语调两方面是决定学习者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强弱的关键，进而提出了若干面向日本学

习者的口语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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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２０年来，汉语教学在日本的外语教学中得到很大发展，“每年近７０万的新生里，近３０万人
（约４０％，选修公共汉语的学生）学习汉语”。（郭春贵，２００５）“汉语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
语种了。”（郑丽芸，１９９７）另一方面，学界对汉语教学，特别是其中的口语教学成效并不满意，普遍
认为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参见王顺洪，１９９３、郑丽芸，１９９７、郭春贵，２００５）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
变。［１］

学界对日本汉语口语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有诸多看法。在教学理念上，历来存在重理论轻实

践，重研究轻教学，重学问轻语言，重阅读轻听说的倾向，不重视口语能力的培养。（王顺洪，１９９３、
郑丽芸，１９９７、郭春贵，２００５）对汉语教学法重视不足，汉语的教学模式在日本更是一个新课题。导
致课堂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则默不作声。（史有为，２００８、王虹，２００５）从师资情况看，严重缺乏
专业师资，而是大量采用非汉语教学专业的外聘契约教师，大多缺乏汉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培训；

且其自身汉语口语能力不高，不少教师怯于或不习惯于用汉语讲课。（郭春贵，２００５、史有为，２００８、
王顺洪，１９９３）教学安排方面，课时严重不足。（郑丽芸，１９９７、史有为，２００８）从学生方面看，性格普
遍内向，加之只重视阅读翻译，习惯抠语法，不重视口语会话，因而上课被动，很少发言。对学习汉

语重视程度不够，选修公共汉语学生的动机不太明确，相当多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和积极性。（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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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贵，２００５、史有为，２００８）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根据日本学生参加 ＨＳＫ口语考试的录音答卷，考察其汉语口语习得的具

体情况，试图从微观角度探讨其原因，进而得出对日本学生汉语口语教学的相关对策。

二、口语习得情况考察

（一）考察材料

我们从参加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日高等 ＨＳＫ考试的日本考生中随机抽取了 ４５名考生的口试答
卷，其中考试成绩为１－５级的答卷各９份，进行了听辨、转写与标注。

考试成绩的界定：１级最低，５级最高，３级为及格线。
考试题目共有２个：１．给中老年人介绍一个保养身体、延年益寿的养生方法；２．一些职场人士

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就给自己制定了短期内实现成功、生活富裕的计划，你怎样看待这种做法？（个

别语料是其他考试时间的其他话题）

（二）统计分析

我们把４５份口试语料的转写字数和所用时长按成绩分别相加后，得到下面表１。

表１　各成绩级别考生口试语料转写字数和时长统计表

考试成绩 总字数 总时数 平均字数 平均时数
平均单位时间

字数

５级 ６５２７ ３３分０４秒 ７２５÷２≈３６３ ３分４０秒 ２１３

４级 ８３０６ ４９分４６秒 ９２３÷２≈４６２ ５分３０秒 １７４

３级 ５８４１ ４６分３１秒 ６４９÷２≈３２５ ５分０９秒 １２８

２级 ４４０１ ３６分３９秒 ４８９÷２≈２４５ ４分０４秒 １２１

１级 ６７６ ２８分２４秒 ７５÷２≈３８ ３分０８秒 ２４

　　注：“平均字数”一项中前边的数字是回答两个问题的平均字数，除以２后是回答一个问题的平均字数。

从表１可见：
（１）从总字数、总时数、平均字数和平均时数等项目来看，从下往上看，１－４级都遵循着相同的

规律，即级别越高，数字越大。也就是说，水平越高的考生，说的内容越多，说话的时长也越长。这

是符合规律的。

（２）考试成绩为５级的考生情况似乎不大正常，其总字数低于４级，说话时长甚至低于２级。
但是，从“平均单位时间字数”来看，５级不仅高于其他所有级别，比４级也高出３９个字。而“平均
单位时间字数”表示的是语速，能够表明说话的流利度。这样看来，在这两个方面，５级考生仍然体
现出了最高水平。

（３）１级考生的平均答题内容只有７５个字，平均回答每个问题的内容不超过３８个字，大致相
当于３－４个并不算长的句子，可见其答题的内容是很少的，尚不具备成段表达能力。这样少的内
容却用了３分多钟，可见其答题过程中的停顿是较多较长，甚至很长的。

（４）３级为考试的及格线，就考试的设计而言，这道线意义重大。对考生而言，则关系到考试能
否及格，能否拿到高等汉语水平证书。把５个级别考生的“平均单位时间字数”相加再除以５，得数
为１３２，与３级的平均１２８字的数据十分接近。可以说，如果把５设为水平考试的难度标准，目前３
级考生“平均单位时间字数”的数值还是基本合适的。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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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问题是２级。从总字数、总时数、平均字数和平均时数等项目来看，３级和２级差异明显；
但就“平均单位时间字数”而言，一为１２８字，一为１２１字，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那么，２级与３级
的差异究竟在哪里？这是在下文的考察中必须予以解决的。

（三）口语能力标准

根据汉语水平等级标准的规定，与本文考察的语料相关的汉语说的能力标准的要点为：（１）篇
章表达能力：中等水平能够进行成段表达，高等水平能够进行大段表达，有较强的成篇表达能力；

（２）语音面貌：中等水平要求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语速基本正常，语句较连贯；高等水平要求语音语
调正确，语速正常，语句连贯；（３）词汇句式运用水平：中等水平要求用词较恰当，能够使用一定数
量比较复杂的句式，有一定的活用语言的能力；高等水平要求用词基本恰当，能使用较繁难的词汇、

较复杂的句式，有活用语言的能力。（参见刘英林主编，１９９６：２２，２６，３０）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中等水平和高等水平的差异，是因为考察的语料是参加高

等ＨＳＫ的考生的口试答卷，能否达到高等水平是我们关注的首要目标，而了解各成绩级别考生的
整体语言表现则是我们此项研究的另一个目标。

（四）篇章表达情况考察

１．未达到高等水平考生的情况
考试成绩为１级和２级的考生没有达到高等水平。
９名１级考生的情况是，３名考生在朗读之后的回答问题部分没说一句话。４名考生或只是把

试题纸上印的话读了一遍，或只说了１－３句自己的话，例如：
例１　朗读完了，现在我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空白００：００：１３）那个……问题，我也忘

了。现在开始回答第二个问题。（空白００：００：１４）我也忘了。（００：００：０６）问题全……全部回答完
了。（空白００：００：３５）。（楷体字为试题纸上印的话，加下划线的字为考生自己的话，省略号表示非
正常停顿。）

２名考生说了一些话，甚至还说得不少，但篇章组织得很差。例如：
例２　朗读完了，嗯……介绍一下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日本的 ＳｈｅｎＮａｉｃｈｕａｎ，Ｐｉｎｇｙｏｎｇ（？）。

我的家乡的人口大概５０万人。嗯……我的家乡，嗯……比北京冷。嗯……两条船的中间有……
呃，日本的节日七夕（？），我的家乡是有名、有名的，我的家乡是……哦，海滨的，海很近。所以，夏

天的时候，我的家的前边的道路很挤，夏天的星期六、星期日特别很挤。大家，大家庭居，我不喜欢

大家庭居，因为我小家庭居的。我住在，我住小家庭居，所以我，不喜欢大家庭居。大家庭居是爷

爷、奶奶一起，一起住。老……爷爷、奶奶是太老，生活的时候太麻烦，我不喜欢太麻烦，所以，我不

喜欢大家庭居。

这段话转写出来有２５３字，长度尚可。但从篇章角度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后半段（加下划线
的字）转换了话题，从介绍家乡变成了谈论对大家庭居住方式的看法；二是在介绍家乡时突然提到

了两条船（加下划线的字），而这句话又没说完，不但中断了话题链，而且使人不知所云。

整体来看，１级考生不具备篇章表达能力，完全没有达到汉语说的能力的高等水平。
９名２级考生的情况是，１人只回答了一个问题，不符合回答两个问题的考试要求。５人所说

内容很少，不能展开话语篇章。例如：

例３　朗读完了，现在我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建议，一天吃三食，早点起来，早点睡觉，做适度
的运动，不要喝太多酒。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现在开始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赞同他们的做法，因为虽然压力大，但是

自己制定目标然后想象成功之后的自己，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向上心。

问题全部回答完了。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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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段话，对于初等水平的学生来说尚可，对于参加高等 ＨＳＫ考试的考生来说就太不够
了。因为这段话只是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未能对自己的观点展开论述。因而是缺乏大段表达、成

篇表达的能力的。

２．达到高等水平考生的情况
达到高等水平的考生首先都具有较好的成段、成篇表达能力，不但能针对问题表明自己的看

法，而且能从多种角度进行论述，从而证明自己的看法。例如：

例４　如果（）我给中老年人介绍一个保养身体、延（ｙì）年益寿的养生方法的话，我还是给他们
推荐这个……跳舞，或者散（ｃàｎ）步，或者唱歌。这个在日本的中老年人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方
法。我的父亲（ｊīｎ）今年五月快到六十五岁了，他现在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我……我给他推
荐……多参加一些活动，多参加一些跳舞什么唱歌的活动，再提高这个……增……自己的身体健

康。呃……来中国以后，在路上经常看到……呃……比如说在公园里打太极拳的中老年人，他们的

精神非常旺……旺（ｗáｎｇ）盛。我对他们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他们……就是追求保养身体
这个方式是很好的。还有另一个方式（ｘ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刚才说的是身体上的，现在说的
……接下来说的是精神上的年轻。我刚才说的父亲因为年轻的时候热（ｙè）衷于工作所以没有什
么特别的爱好。所以……比如说看书或者听音乐也不是他的爱好。中国有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

……呃……这个精神我觉得很好。呃……比如说一般人……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

（ｘｉｎ）体逐渐退落，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比如说在华东师范里面也有很多这个过六十岁退
休以后来……特地来中国继续学中文或者汲取一些东西这样精神旺（ｗáｎｇ）盛的老年人，……呃
……老年人可以向他们学习，呃……这样的话，整个社（ｓｈà）会社会会变得更完善，更积极。所以
我觉得……这个……老年人……给中老年人介绍一些保养身体或者养生方法的话要从两个方面来

说的。

这段话将近６００字，从加强锻炼和不断学习两个方面为中老年人提出了健身益寿的方法。采
取举例说明的方法，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意思表达得很充分。但由于语音（见上文中一些字后的拼

音字母及声调）、停顿（见上文中的省略号）、词汇（见上文中加下划线的字）、语法（见上文中的括

号）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虽然达到了口语的高等水平，但成绩并不高，只得到了３级。
拿这段表述与上面例３中２级考生的语言表现相比，能否展开话题进行成段表达，是它们的本

质区别，这也是我们判断考生在口语考试中能否及格的最重要根据。这个结论回答了我们在上面

（二）中留下的问题。

（五）语音面貌考察

语音对于口语表达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声、韵、调正确，听者才能理解说话人所表达

的意思；语速正常，语句连贯，才是自然的口语表达。反之，如果声、韵、调存在很多严重问题，语速

过慢，不正常的停顿太多太长，就无法让人理解，也无法维持正常的话语交际。例如：

例５　第儿，回答的问题，第儿，夫妻这个做法不同意。呃，容易的方法是没有，这个方法是，
呃，不独的，啊，这个方法，是美族独立的说的做法。独的是，呃，人们重要的呃，是，独的没有的，重

顾是没有。先顾浮又的，前铺的人线付浮又的向的，ｍ，重要的是独立，呃，私，呃。
这是一名１级考生的口试答卷，由于语音 级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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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门。我建议这些老年人能多多出去散散步，看看报纸，多和老伴聊聊天，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

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有助于他们身心健康。现在的老年人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节约钱。

把钱留给孙子孙女当零用钱，而自己节约得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我希望他们能注意饮食，不要只知

道省钱。要买一些自己爱吃的喜欢吃的、对自己身体好的东西。但是也不能只吃自己爱吃的，要注

意一下营养的均衡，尤其是红烧肉，不能一直吃，不……也不能吃很多。我觉得要保持延年益寿的

养身方法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心态好了，那么人也会精神焕发，容光焕发。还有就是尽量少抽烟

少喝酒，这是很伤身体很伤胃的，这……会让老年人得到……得不好的病。

这是一位成绩为５级的考生的答卷。其中词语使用得当，十分准确，例如“接触世界、有助于
身心健康、通病、零用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营养均衡、乐观心态、容光焕发、很伤身体很伤胃”等。

从词语等级来看，“出门、舍得”是丙级词，“饮食”是丁级词，这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皆属高等级词汇。而“有助于、身心、通病、零花钱、省钱、均衡、心态、尽量、精神焕发、容光焕发”等

则是《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未收入的超纲词。在句子方面，使用了把字句，而且是相对

复杂的把字句，即把字句中带着一个兼语结构。还使用了表示态度观点的“是……的”句（二），据

相关研究，这种“是……的”句在习得难度上是不亚于把字句的。（苏文娟，２０１４）还有多项定语句，
以及动词做宾语的句子。此外，文中还有并列结构充当补语的情态补语句，有一个兼语句做第一分

句的复句，复句中非常恰当地使用了３处重叠形式（皆见上文中加下划线的字）。
作为比较，可以再看一下上文的例３，句子都很简单，没有特殊句式；“向上心”一词虽可达意，

但仍不如“上进心”恰当，可见该名考生的词语句式的运用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三、教学目标与教学策略

（一）教学目标

口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提高汉语学习者的口语交际能力，准确地说是“说”的能力。而

成功的口语交际必然涉及两方面的能力：篇章表达能力，语音语调正确清晰。较高的词语句式运用

能力固然有助于口语交际，但相比于前两方面，其重要性则略逊一筹。因为只要有较强的篇章表达

能力，而又具备较好的语音面貌，即使使用一般的词语句式，也可以进行成功的口语交际。

因此，口语教学的目标主要是两个方面：（１）培养学生的篇章表达能力；（２）提高学生语音语调
的正确性。

（二）教学策略

根据上述考察，我们认为面向日本学生的汉语口语教学应采取如下策略：

１．注重篇章表达能力的培养，即把口语教学的重点放在成段表达、大段表达、篇章表达的层面
上。教学实践中，在学生基本掌握所教的单句之后，立即提出运用这些单句进行成段表达的要求，

并立即展开相应的训练。

我们认为，语段（或称句群）是由单句到段落，乃至篇章的中间站，在培养成段表达的教学过程

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张宝林，１９９８ａ）因此，在教学中应进行语段教学，注重讲解汉语语段的
组合特征与组合规律，以及汉语语段的语义中心的表现形式。（参见张宝林，１９９８ｂ、２００１）有关研
究表明，“完成句子”练习是训练汉语句际衔接与连贯的有效方法（杨翼、罗小菲，２０１４），因此，完成
句子练习，特别是在复句范围内的完成句子练习，以及连句成段、句子排序等练习方式，都是培养学

生成段表达能力的有效方法。

２．注重语音教学，强调语音语调的正确性，使学生的汉语发音达到声、韵、调、重音基本准确，语
速基本正常，表达基本顺畅的水平。在教学中，要有针对性地解决日本学生的难音问题。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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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归纳的９种语音偏误中，前６种都是日本学生比较普遍的语音学习难点，应予重点解决。例
如送气音问题，可以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个方面详细说明，还可以通过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直观

地显示汉语语音的发音过程，以便于学生理解。在此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方法，带领学生反复训练，

以期真正掌握。

３．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对
中国语、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应有严格的、较高的目标与要求，而对于广大的把汉语作为公共外语、

第二外语的学生，则不应把目标定得过高，只要具备基本的口语表达能力即可。如果拿上一节的高

等ＨＳＫ口语考试做类比，中国语、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应达到５级，至少是４级水平；而把汉语作
为公共外语的学生，达到３级、甚至２级即可。

４．学校与教师应增强教学意识，重视教学法研究，尽快形成具有实效并切实可行的以汉语为第
二外语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应是特别强调成段表达能力和比较好的语音能力

的培养。

５．采用结合功能意念的实用性强的任务型教学法，通过具体的语言实践任务组织教学。例如
可以把问路、购物、打电话、谈天气、谈学习等表达功能作为学习任务来组织教学，这样把教学过程

与完成实际的交际任务相结合，不但可以加强教学的实用性，而且通过交际任务的完成可以使学生

看到自己的进步，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从而提高其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

四、结　语

本文采用探索式研究方法，在具体考察４５份日本汉语学习者参加高等 ＨＳＫ口语考试的录音
答卷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水平的考生在成段表达、语音语调、词语句式运用等３个方面的不同表
现，认为成段表达能力和语音语调两方面是决定学习者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强弱的关键，进而提出了

若干面向日本学习者的口语教学策略。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考察的口语语料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虽然也注意了统计分析的大样本要

求，考察对象达到４５人，但每个成绩水平毕竟只有９人，在此基础上得到的认识可能并不全面，也
不够准确，提出的想法难免偏颇，研究结论不一定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普遍意义。要想弥补此项缺

陷，需要建立较大规模的日本学习者的汉语口语语料库、语音语料库，进行基于语料库的相关研究。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日本学生的汉语口语情况得到全面、准确的认识，进而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

论，提出更加可靠的教学对策。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

注释：

［１］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１日召开的“亚太地区国际汉语教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据神户学院大学池田磨左文准教
授介绍，仅就该校而言，这种情况依然如故，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甚至还有所增长。根据日本文部省２０１２年
的调查，日本现有７５９所大学，其中开设汉语课的有６２０所（不包括２２所研究生院大学），占总数的８４％。（侯
仁峰、申荷丽，２０１５）这从另一个侧面间接印证了日本的汉语教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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