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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汉语听力教材语料的选择与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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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计论了中级汉语听力教材语料的选择与改写问题。 在语料的选择上，应遵

循 “ 实用“与“ 多样 ”的原则，以叙事性语篇为主，兼顾其他形式，长度宜控制在600宇以内；在语籵

的改写上，应兼顾语篇层面和语句层面。 论文用生动的例子具体介绍了两个层面的改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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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n choosing and rewriting the 

language materials in a CSL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xtbook for medium level students. 

Narrative stories within 600 characters should be ideal, but a diversity of other types of discourse 

1s also required. The rewriting of language materials should focus on both levels of the whole 

discourse and the concrete sentences. This paper tells how to work on the two levels with vivid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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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汉语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训练中，
“

听＂的重要性日渐受到人们重视。 但在实

际的课堂中，听力教学的过程与效果往往令师生感到失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

很难回避的一个原因就是听力教材的内容不尽如人意。

教材是为课堂教学服务的，听力教材当然应该为听力课的课堂教学服务，因此首先要明

确听力课的性质。 杨惠元(1996汃李红印、陈莉(1998)、王小珊(1997)等认为训练听力的过

程是在听觉信号刺激的条件下运用、激活已有语言知识的过程。 林欢、刘颂浩(2000)等则认

为听力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听来学习，而不仅仅是复习语言要素。 我们认为，不管是
“

运用、

激活已有的语言知识”还是
“

学习语言要素 ”，听力课的功能都被局限了。 与其他课型一样，

听力课不能止于语言项目的学习与复习，而应该通过语言的桥梁到达文化的彼岸。 换言之，

学生通过大量语料的聆听，不仅应该运用与激活经过多种途径巳经习得的词汇或者语言点，

还应该通过对语言知识的成功解读来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时水到渠成地进一步提高听力理

解能力。 教材编写者应该基千这一认识，在语料选择及改写、练习设计及录音制作等各个环

节体现这一终极目标。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级听力教材中语料的选择与改写。

·· 本文所举例子均选自《拾级汉语》五至八级听力教材，该教材即将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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