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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電腦輔助華語聽力教學之策略探討
蔡喬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聽力練習是華語輸入技能的訓練，

也華語教學時相當重要的一環。雖然隨

著科技日新月異，越來越多的電腦輔助

華語學習產品問世，讓學生有更多機會

在非上課時間也能練習聽力，但是在我

的教學經驗裡，這樣的挫折依舊存在。

因此，本文旨在整合文獻探討和過去教

學經驗，分析了華語聽力診斷程序與類

型，建議在聽前、聽中和聽後階段應運

用不同的電腦輔助教學策略來提升外籍

生的聽力，並闡明了在華語聽力課堂中

華語教師應扮演的角色，讓華語師培生

未來教學時，可將之運用在華語聽力課

堂上。

關鍵詞：聽力教學、電腦輔助教學、華

語教學

Strategies and Applications for Teaching with CALL 
in Chinese Listening Classroom

Cai, Qiao Y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Listening is input skill training, which 
is important in teaching Chinese. With 
innovating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products for computer-assisted Chinese 
learning are developed to give non-Chinese 
learners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listening 
after class, but students’ frustrations in 
listening exist. For reasons,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paper aims to improve non-Chinese 
learner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via 

various tips for teaching Chinese listening 
with CALL while three periods of pre-
listening, while-listening and post-listening 
are carried out in turn. Secondly, “how a 
CSL teacher should play a good role in a 
Chinese listening class” is suggested to pre-
service CSL teachers for reference in the 
paper.

Keywords: Listening Instruction,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TC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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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按照人類語言習得歷程，「聽」

確實優先於其他要具備的能力，而生活

在華人社會裡，不僅要學會聽懂華語，

聽懂了才會產生對話，所以在華語教學

時，聽力是一項重要且必須被訓練的技

能。然而，在我的教學經驗裡，有學生

即使上了幾年的華語文課程，還是會跟

我反應出了教室，依舊很難適應、聽懂

本地人的話。雖然產生這樣結果的原因

很多，例如詞彙量不足、語法句型不熟

悉、訊息檢索能力不佳、口音問題等，

但這也促發我作為一位教學研究者去思

考，應該如何精進華語聽力教學，才能

讓學生不是只聽懂課堂用語、教科書內

附的語音材料而已，更能訓練他們在走

出教室後，聽懂真實情境下本地人的生

活對話。

初任華語文教師時，我按照之前修

華語師資培訓課時的方法，同時回想以

前上外語課時，老師如何訓練我們聽的

方法來教。通常一課裡，我會先教新的

詞彙、語法和句型，然後在教課文對話

前，預設幾個題目，視學生理解情形，

播放二到三次語音檔讓學生聽課文對話

內容，再回答問題，並檢視他們的答案

正確與否。通常，初級階段，前面幾課

的對話較短，詞彙、語法、句型等量也

較少，一開始還能適應，但是隨著對話

內容變長，內容也變難了，學生就會覺

得才剛聽懂某些詞彙或一兩個句子，不

知不覺課文對話就結束，很難抓住對話

內容的整體意義。或者，在課堂裡，一

開始很努力想聽懂老師說的話，但通常

一知半解，漸漸地他們的注意力就集中

不了，感到疲憊。因此，比起同樣是輸

入技能的閱讀能力，聽力能力進步速度

和程度就會慢很多。

對於這些問題，讓身為華語教師，

也是華語師資培育者的我，試著整合文

獻探討、反思過去教學經驗，重新思考

應該如何藉助電腦輔助教學來提升學生

的聽力，提供華語師培生一些電腦輔助

教學技巧來訓練他們以後的學生的聽力

技能。

二、聽力技能與策略教學技巧

Rost（2002）認為聽力技能是學習
者有意識地聽取、評估所聽到的理解範

圍並做出回應。聽力策略則是學習者為

了聽懂話語而有意識地去思考、採取一

些技巧讓自己理解別人所說的話（王初

明、亓魯霞，2003; Zhang, 2007）。採取
聽力策略的目的就是彌補似懂非懂的部

分，其方法可以是利用推斷、意識誤解

可能發生的部分，或是請求再說一次以

確認理解正確與否（White, 1998）。
一般而言，聽力策略，可分為

心理語言（psychol inguis t ic）和行為
（behavioral）策略（Faerch & Kasper, 
1983）。心理語言策略是看不見的，涉
及到聽話者有意識地運用個人的理解資

源，例如他們會利用情境線索和背景知

識來猜測語言結構的意涵，亦可稱之為

內在策略（internal strategy）（Lynch, 
1996）。相對地，行為策略，又稱之為
互動策略（interactive strategy）（Lynch, 
1996），是可見的，例如在對話時，會
表達請求，如「我聽不懂。」、「這是

什麼意思。」、「我不知道這個字是什

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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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相關研究指出一些主

要的聽力策略有後社認知策略、形式策

略、意義策略、母語策略、社會/情感策
略，而且是可以被教的（王初明、亓魯

霞，2003; Zhang, 2007）（表1）。
一位好的聽者會根據他們所聽到的

不同語料而運用不同的技巧來推斷。事

實上，沒有人一開始就很會運用這些技

巧，而是要老師教學生如何處理他們遺

漏或誤解的部分（Euck, 2001）。在第二
語言學習策略的研究也指出：給學生學

習策略的訓練是可以改善他們的表現，

有助於他們在學習上更自主、提高動機

和自信心（Cohen & Aphek, 1980; Brown 
& Palinscar, 1982; Oxford, 1996; Cohen, 
1998）。當學習者需要採取的策略越來
越少，或無意識地運用策略時，那麼教

師教導的策略就會變成學生個人的聽力

技巧了（Zhang, 2007）。

三、華語聽力診斷程序與類型

承前所述，當學習者答對了較難

的問題，卻答錯較簡單的問題，或是

聽力測驗表現時好時壞，教師就應該

注意學習者可能不是真正聽得懂，而是

猜對了。為能診斷學習者的華語聽力，

教師可將聽力活動分成聽前階段（pre-
listening period）、聽中階段（while-
l is tening period）和聽後階段（post-
listening period）：

（一）聽前階段

聽前階段，約五分鐘，主要是要引

起學生對華語聽力教材主題、內容的興

趣，所以教師應營造輕鬆、和諧的華語

學習環境，降低學習者對聽力訓練的焦

慮感，增加自信心。

在此階段，教師指派學生的任務：

讓學生先讀和聽力內容有關的圖文

教材，或是教師根據聽力教材內容先利

用教學軟體，如Go Animate、iClone、
Flash、SwishMax等製作動畫影片後，讓
學生看，再根據內容來問學生或小組討

論。

然後，請學生把他們認為在聽力教

材裡可能發生的事情，用關鍵詞或句子

表1 主要的聽力策略

聽力策略 策略描述

後設認知策略

計畫 設定學習目標。

檢視學習目標的達成及瞭解聽力材料。

評估學習目標的完成、策略運用的成效及學生進步的情形。

監控

評估

形式策略
新詞 注意力集中在新詞。

運用語法知識來協助理解。語法

意義策略

推測 運用現有的資訊推測結果或遺漏的訊息。

連結現有的訊息和習得的知識來幫助理解。

用圖片及標題等方式協助預測。

連結

預測

母語策略 把聽到的字句轉換成母語。

社會/情感策略 藉由與他人溝通或調整心情以提高理解力。

資料來源：Zhang（20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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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來。

第三，教師把聽力教材的主題告訴

學生，請他們預想聽力教材的內容。

第四，教師根據聽力教材內容提供

一些線索。

第五，請學生整合先前的活動，再

表達自己的想法。

第六、由老師補充、講解學生先前

活動所產生的新詞或表述的內容，或依

此再指派學生任務。

（二）聽中階段

此階段是華語聽力訓練過程的主要

部分，旨在訓練學生聽懂材料內容。延

續聽前階段，在這階段，教師可以根據

聽力教材內容，準備測驗聽力的工具，

例如準備和聽力教材內容相關的圖片，

然後讓學生聽完後再把圖片按照正確的

順序加以排列；準備聽力測驗題目，如

是非題、選擇題、填充題、簡答題等，

然後讓學生聽完後答題；採小組競賽方

式，分別由各組第一位學生聽過一遍，

然後根據所聽到的內容畫出來，再由第

二位根據第一位所畫的，依樣畫葫蘆…

最後一位則根據前一位的圖畫，說出第

一位可能聽到的內容。最後，由最快速

6

…

…

bottom-up

top-down Chapelle & Jamieson, 2008

5W1H

.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Direction: In this part, there are four pictures (A), (B), (C) and (D) for each test item. You 

will hear a sentence. Please choose an appropriate picture matching the sentence.

Ex: A

A.           B.          C.               D.

7

1.

A.                B.              C.            D. 

Chinese Listening Test Quizzes 2013

圖1 由下而上的聽力測驗類型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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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正確者獲勝…如此，教師便可透過不

同形式來診斷、瞭解學生的聽力狀況。

（三）聽後階段

此階段旨在確定學生對聽力內容的

理解。在這階段，教師主要根據學生回

答的對錯予以解釋、回應，然後讓學生

再聽，給學生自我檢視的機會，瞭解方

才誤解的原因，並確保理解了聽力教材

的內容。

在診斷聽力的類型上，主要有「由

下而上」（bottom-up）和「由上而下」
（top-down）兩種（Chapelle & Jamieson, 
2008）。前者旨在診斷、訓練學習者的
語音、詞彙、語法、語意的理解，其聽

力測驗題型如圖1範例所示；後者旨在聽
前提供暖身思考問題，如5W1H，目的讓
學生在開始聽力前，有幾分鐘時間先思

7

1.

A.                B.              C.            D. 

Chinese Listening Test Quizzes 2013

圖2 由上而下的聽力測驗類型

資料來源：Chinese Listening Test Quizze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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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而這些思考問題與其將聽到內容有

關，並協助聽力理解，其聽力測驗題型

如圖2範例所示。

四、華語聽力課堂中的教師角色

Field（1998）指出在聽力課堂中，
首先，教師應該扮演指導的角色，在聽

力上給學習者一些技巧上的協助。第

二，教師應該診斷學習者聽不懂的原

因，再予以修正。例如，當你問學生：

「你是盧先生嗎？」學生回答：「我姓

盧。」這時，教師必須要能判斷學生是

把「是」聽成「姓」，抑或語法都誤解

了，以致於答非所問。學習者的答非所

問比他「猜對了」更能讓教師知道學習

者產生的聽力問題。第三，教師應該根

據學習者的聽力程度和容易犯錯的點，

編選適合他們的聽力教材。為了讓學習

者熟悉華語母語者日常生活用語和說話

方式，如聲調、節奏、流暢度等，與其

憑空編寫聽力對話內容，不如直接到各

場合把人與人之間的實際對話錄音後，

再將聲音內容直接繕打成文字，依此編

寫成聽力教材。當然，為了考量不同等

級程度的聽力教材，其真實的內容，可

根據學習者程度，適度增修詞彙、語

法、句型，對話長度等。對於零起點或

基礎級的學習者而言，可能因詞彙量、

語法句型知識不足，所以有時候並不是

因為他們聽不懂，而是難以用完整的華

語來應答，這時教師應該允許他們用母

語來回答；或者，如果聽力材料太難，

也可以提供選項讓他們根據線索來應

答，藉以提高他們在聽力練習上的自信

心。反之，如果聽力材料太簡單，教師

就可以改變方式，要求學習者說出大

意，或用開放式問題的方式進行。

由於任何科目的學習，倘若沒了學

習動機，教師教得再多、再豐富，學習

者也只是左耳進、右耳出，所以上華語

聽力課的教師，除了要扮演上述角色之

外，更應該懂得如何提升學習者上聽力

課的學習動機。為能提升學習動機，以

下建議提供給華語教師參考：

（一） 告知聽力的目的與重要性；
（二） 準備充分的聽力教材，內容流

暢、豐富，提供不同聽力學習活

動以符合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風格

和學習策略；

（三）瞭解聽力對非華語母語者是不容

易的，所以應多給予正向回饋。

雖然聽和讀都是語言輸入的訓練，

但是因為話語是瞬間、短暫的，聽的時

候，除非請說話者再重述一遍，且重

複說的內容也不太可能跟第一次說的

內容完全相同，所以更不可能像閱讀

一樣，可以重複閱讀相同的內容好幾遍

（Chapelle & Jamieson, 2008）。再者，
若是在非華語為母語的環境下學習，就

更限制每天聽華語的時間和機會，以致

於對大多數華語學習者而言，就會感覺

聽力練習比讀寫練習困難許多。因此，

對於華語教師而言，能扮演好指導、診

斷、設計和引起學習動機的角色就更顯

重要了。

五、結語

在日常生活中，與人對話時，學習

者無法看到文字，也不能限定說話者使

用的詞彙、語法、慣用語等，一定是要

在已學過的範圍內，因而提高訓練學習

者適應聽力的挑戰性。儘管如此，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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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能力測驗裡，至2010年止，高等測
驗通過率為65.2%，2011年，流利級測驗
通過率為53.35%（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
作委員會，2011），顯示學習者的聽力
還是可以被訓練到高等、流利的程度。

因為真實的溝通情境，是兩人以上

的對話，教師也不太可能一飾兩角或一

飾多角，所以在進行聽力練習時，善用

具有聲音、圖像、文字電腦輔助資源，

模擬真實情境於課堂中，才可能達成師

生的華語聽力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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