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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1 年刘颂浩对对外汉语听力研究进行了述评，总结

了在此之前的对外汉语听力研究情况①，在此不多做赘述。

本研究则将时间线至于 2001 年之后，整理分析了 2001—

2021 年间发表在《汉语学习》上有关对外汉语听力研究的

文献，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该权威期

刊中有关听力研究的内容，探求近二十年对外汉语学界听力

研究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热点，指出当前的优点与不足，并提

出相应的展望。

2《汉语学习》中对外汉语听力研究的基本情况

2.1 论文年度发表量

论文统计了 2001—2021 年间《汉语学习》中听力研究

相关文献的发表情况，该期刊中，近 20 年关于听力研究的论

文共 17 篇，总数较少② - 。根据图 1 可知，该期刊中听力研

究论文的年度发表数量较少，但趋势较为稳定，分布比较平

均，其中有 11 年年发表量为 1 篇，有８年年发表量为 0 篇，

另有 2 年年发表量为 2 篇，数量最高的一年为 3 篇。总的来说，

2001—2010 年论文发表数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11—2013

年论文发表数量稳定保持，2014 年以来论文发表数量呈现一

波三折趋势，不太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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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2021 年《汉语学习》听力研究论文年度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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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键词

通过对《汉语学习》中有关听力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

统计分析，发现这 17 篇论文的关键词一共 61 个，主要集中

在汉字背景、对外汉语、词汇习得、题型、声调、二语习得、

教学法、听力理解、多模态、偏误、语言测试等方面，如图

2 所示，论文中具体表述有所不同，这里所列出的 11 个方面

为作者总结后的结果。由图 2 可知，主要的关键词出现频次

较为均匀，集中在 2~3 次，听力研究中，汉字背景、词汇习得、

题型、声调等是热点话题，另外教学法、听力理解、多模态、

偏误、测试等也是对外汉语听力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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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汉语学习》听力研究论文的主要关键词频次

2.3 论文被引量

通过对 2001—2021 年《汉语学习》中与对外汉语听

力有关文献的被引情况进行统计，如表 1 所示，发现 17 篇

文献总体被引率高达 100%，总计被引量为 353 篇，平均

被引量大约 21 篇。2003—2007 年间被引量较高，其中徐

子亮《汉字背景与汉语认知》一文单篇被引量最高，高达

114 篇 ，其次为吴勇毅 , 陈钰的《善听者与不善听者听力

学习策略对比研究》，被引量高达 110 篇 。2009 年以后

被引量不稳定，波动较大，总体呈减少趋势，2016 年以后

总被引量仅为 11 篇。

整体上看，21 年间《汉语学习》上刊登的对外汉语听力

研究相关文献被引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度分布不均，文献

被引量有一定差距。这种趋势大概可以反映学界对对外汉语

听力研究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对外汉语听力研究相关领域还

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间，对外汉语学界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进

行听力研究。 

2.4 研究方式

在仔细研读《汉语学习》中 17 篇有关听力研究的论文

之后，对主导的研究方式进行了归类，大致情况如表 2 所示。

分析发现，进行实证性研究的论文数量为 14 篇，占所有论文

表 1 《汉语学习》听力研究论文被引统计表

年份 论文发表量 有被引论文数 被引率 被引量

2021 0 0 0.00% 0

2020 1 1 100.00% 2

2019 2 2 100.00% 2

2018 0 0 0.00% 0

2017 1 1 100.00% 7

2016 0 0 0.00% 0

2015 1 1 100.00% 19

2014 0 0 0.00% 0

2013 1 1 100.00% 25

2012 1 1 100.00% 21

2011 1 1 100.00% 2

2010 0 0 0.00% 0

2009 0 0 0.00% 0

2008 1 1 100.00% 4

2007 1 1 100.00% 21

2006 2 2 100.00% 110

2005 3 3 100.00% 20

2004 1 1 100.00% 6

2003 1 1 100.00% 114

2002 0 0 0.00% 0

2001 0 0 0.00% 0

总计 17 17 100.00% 353

平均被引量 21

的 82.35%，非实证性研究论文有 3 篇，占比达到 17.65%。

整体上来看，该期刊中关于听力研究的论文大多是以实证性

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式，实证性研究的论文数量也远远高

于非实证性研究。

将 2001—2021 年间的论文按照五年间隔划分为四个阶

段，统计分析研究方式的发展趋势，如图 3 所示。总体上看，

实证性研究论文数量在四个阶段均高于非实证性研究。实证

性研究论文数量徘徊在 3~4 篇之间，分布比较平均。非实证

性研究的论文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2001—2005 年间出现 2

篇，随后2006—2010年降至0篇，2011—2015年间又出现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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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后的论文均为实证性研究，未发现非实证性研究。

由此可见，前期非实证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地位，后期实证性

研究逐渐成为对外汉语听力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式，非实证性

研究慢慢被实证性研究所取代。

表 2 2001—2021 年《汉语学习》听力研究方式统计表

研究方式 数量 比例

实证研究 14 82.35%

非实证研究 3 17.65%

0
1
2
3
4
5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21

实证研究 非实证研究

图 3 2001—2021 年《汉语学习》听力研究方式统计图

3 整体内容分析

通过对《汉语学习》中听力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仔细阅读

并整理归类，参考语娜（2007）、蔡薇（2019）对汉语听力

研究内容所作的分类 - ，论文归纳出听力过程研究、教学实

践研究、听力材料研宄、听力测试研究和习得研究这五个大类，

其中前四个大类涉及范围比较宽泛，因此论文进一步对其进

行二级分类，具体分类及统计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2001—2021 年《汉语学习》听力研究内容分类统计表

一级分类 数量（比例） 二级分类 数量（比例）

听力过程

研究
4（23.53%）

听力理解 2（11.67%）

汉语听力的难度所在及

影响汉语听力的因素
2（11.67%）

教学实践

研究
6（35.29%）

教学模式 0

教学内容 2（11.67%）

教学方法和策略 3（17.65%）

教学中的技术应用 1（5.88%）

听力材料

研究
2（11.67%）

听力教材和辅助听力材料 1（5.88%）

听力速度 1（5.88%）

听力测试

研究
4（23.53%）

影响听力测试的因素 ０

听力测试的应用 ０

题型分析 4（23.53%）

习得研究 1（5.88%）

从上表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到 2001—2021 年间不同研究

类别的占比情况，对外汉语听力研究内容在教学实践研究方

面占比最大，高达 35.29％。其次是听力过程研究和听力测试

研究，他们的比重一样，均为 23.53%。再次为听力材料研究，

占比 11.67%。习得研究仅发表 1 篇，占比 5.88%。

同样按照五年间隔划分为四个阶段，进一步探索研究内

容的变化发展趋势，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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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1—2021 年《汉语学习》听力研究内容发展趋势图

2001—2005 年期间，听力研究论文发表量为 5 篇，教

学实践研究和听力过程研究两个方向均发表 2 篇文章，听

力测试研究发表 1 篇。可见这一时期教学实践研究、听力

过程研究和听力测试研究为听力研究的主要方向，尤其是

教学实践研究成果最多。其他三类研究在此阶段没有得到

发展。

2006—2010 年期间，论文发表量减少至 4 篇。听力过程

研究与听力测试研究论文数量与前几阶段相同，发展稳定，

教学实践研究突然降至 0 篇，听力材料研究有所突破，出现

1 篇。

2011—2015 年，这一时期听力研究论文发表数量与第二

阶段一样为 4 篇，其中教学实践研究经历了第二阶段的减少

之后再次上涨至 2 篇，听力测试研究和听力材料研究依然稳

定保持在 1 篇，听力过程研究论文从此以后一直未出现。

2016—2021 年，听力研究论文发表总量与第二阶段和第

三阶段一样保持在 4 篇，其中教学实践研究和听力测试研究

相关论文数量没变，与第三阶段持平；听力材料研究减少至

0 篇；另外，有关听力的习得研究也出现 1 篇，首次出现在

该期刊中。

总的来说，四个阶段的论文发表总量十分稳定，听力测

试研究数量在四个阶段各发表 1 篇，呈现出一条直线。教学

实践研究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低谷期之后重新回升至原来的数

量，并趋于稳定。听力过程研究在前两个阶段发展稳定，数

量较多，但从 2011 年开始消失在研究视野中。值得一提的是，

听力习得研究在后期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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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体内容分析

4.1 听力过程研究

从上文可知，听力过程研究占比位于并列第二（23.53%），

可见听力过程研究的重要性。论文将听力过程研究具体划分

为听力理解、汉语听力的难度所在及影响汉语听力的因素两

个小类。在《汉语学习》中，2001—2021 年间的听力过程研

究论文数量分布均匀，两个小类各占 2 篇，可见听力理解与

汉语听力的难度所在及影响汉语听力的因素同样重要，都是

听力过程研究的重要着眼点。

4.2 教学实践研究

如图 5 所示，教学实践研究是 2001—2021 年《汉语学习》

中听力研究的重要方面，文献数量占比最高（35.29%），共

6 篇文章，学者们也更善于从教学实践中获得灵感。

教学模式
0%

教学内容
33%

教学方法和策略
50%

教学中的技术应用
17%

图 5 2001—2021 年《汉语学习》中听力教学实践研究内容分

布图

4.3 教学方法和策略

教学方法和策略也是教学实践研究中的热点，共发表

3 篇，占比达到 50%，另外，这 3 篇文章的发表时间集中在

2015 年及以后，可见近年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发展，

学者们对听力教学的方法和策略有了新的研究思路。

4.4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研究的论文数量为 2 篇，在教学实践研究中的

比重排第二（33%）。纵向来看，这两篇文章均发表于第一阶段。

可见 2001—2005 年间，学界依然在不断探索对外汉语听力教

学的内容，综合 2000 年以前对教学内容的研究，为以后的听

力教学内容奠定基础。

4.5 教学中的技术应用

现代技术给听力教学带来了诸多变化，我们的听力教学

实践也需要积极运用当代先进技术来辅助教学，因此，教学

中的技术应用必然是新时代听力教学实践研究的新兴领域。

关于教学中的技术应用论文占比 17%，发表时间在 2012 年，

但是这篇文章具有较为重要的教学实践指导意义。

4.6 听力材料研究

听力材料切实关系到学习者在视觉上的直观感受，总的

来看，听力材料研究占比不高（11.67%），但也是不可忽视

的一个方面。数量上看一共有 2 篇，两个小类各占 1 篇，且

2 篇文章发表的时间间隔 7 年，可见该期刊中学者们对听力

材料的关注并不持续，听力材料研究进展缓慢。

4.7 听力测试研究

听力测试研究所占比例位于并列第二（23.53%），在对

外汉语听力研究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 2001—2021

年《汉语学习》中，关于听力测试的文献全部集中在第三小类，

即题型分型上。从时间轴上看，个时期均有 1 篇关于听力题

型分析的文章，可见听力题型分析相关研究稳步发展，且需

要学者们进行长期的关注和研究。

4.8 习得研究

《汉语学习》中首次出现 1 篇关于听力习得研究的论文

发表于 2017 年，距今时间较近。二语习得一直是对外汉语学

界永不停止的研究方向，在对外汉语学界具有重要意义，学

者们也应集中更多精力来探索汉语听力中的习得问题。

5 结论

5.1 优点与不足

从研究方式来看，对外汉语听力研究经历了实证性研究

与非实证性研究并驾齐驱的时期之后开始全方位进行实证性

研究，研究方式趋于准确化、科学化。具体来看，研究方法

具有多样性，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拓宽了研究视野和角度，但

是同时各种方法应用并不均衡，且理论研究不足。

从听力过程来看，听力过程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更多

是总结和拓展前人的经验。

从教学实践来看，论文成果较为丰厚，研究范围较广，

但大多针对教学方法和策略展开，相关理论及其教学方法得到

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手段的使用不仅产生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也提高了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同时，课堂建议理论性较强，

缺少针对性的建议，无法具体指导对外汉语教学 。

从听力材料来看，该权威期刊中关于听力材料的研究创

新性和针对性较高，这也为具体的听力教学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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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力测试来看，近年来听力测试研究也逐渐成为研究

热点，研究视角不断更新，对于学习者的对外汉语测试具有

实际指导作用。但是，听力测试与其他测试的对比研究尚且

不足，期待学者们进行深入探讨。

从习得研究来看，学界缺乏从听力中习得语言知识的相

关研究。

5.2 展望

研究方法：鼓励研究者尝试新的研究方法，采用跨学科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进步了，研究的深度才会提高，研究广

度才会扩大。

听力过程：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听力理解过程，找出

听力理解的本质，这样才能更科学地指导实际教学。同时，

继续深入研究影响听力理解的因素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教学实践：继续研究可以让学生更有效地从听力中习得

语言知识的条件，探索有效的课后听力活动，以便提高学生

的听力水平和学习自主性，通过实证研究了解各种教学法的

有效性。

听力材料：针对教材编写、语速等方面的问题找出实

证数据，进行数字化研究，并适当增加对国别化听力教材

的研究，构建立体化听力教材体系以适应当前多元化教学

的需求。

听力测试：对比分析对外汉语听力测试与其他类型的语

言测试，灵活运用其他测试中的有利因素，同时不能忽略对

成绩测试的研究。

习得研究：我们应该继续研究可以让学生更有效地从听

力中习得语言知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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