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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语缺失情境下对零起点日韩学生 
汉语听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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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国内存在的媒介语缺失状态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现象，文章选择了听说教学的角度，剖析了在媒

介语缺失的课堂上对日韩零起点学生进行汉语听说教学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并结合教学实践给出了一

些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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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媒介语进行课堂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所谓媒介语，是指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为了实现与无汉语基础或是少量汉语基础的汉语留学生的沟通而使用的他种语言。很多人认为，

如果教师不懂学生母语或者没有师生双方都能理解的辅助语言， 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将无法进行。而

英语当然成为 通行的媒介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英语在对那些英语背景国家的汉语留学生进行初

级汉语教学时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随着汉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来华留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成分日益复杂，大量没有汉语基础亦没有或是少有英语基础的学生成为

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上的特殊一群。其中尤以零起点日韩学生为代表。而大部分的对外汉语教师是没

有日韩媒介语的条件的。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意识到，此时英语作为媒介语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的运用有着明显的国别局限以及阶段性限制。媒介语处于缺失状态，教师该如何组织课堂教

学？同样是媒介语的缺失，相对于汉语综合课程即语法的教学而言，言语技能课程即听说课程是零

起点留学生更易产生焦虑情绪。教师又如何处理听说课堂的媒介语缺失问题？  
一、媒介语缺失下进行零起点汉语听说教学 
传统的外语教学理论重视母语和目的语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主张把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即

所谓的语法翻译法教学。随着语言教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又出现了直接法，听说法教学，甚至出现

了主张直接用目的语进行教学。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媒介语的作用随之降低。我们先无需表明立场.但
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的就是：媒介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一）无媒介语教学之必要性 
来华留学生当中，零起点而没有英语基础的日韩留学生占据相当比例。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课

堂上，综合课对这些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一旦进入充斥着汉语和英语的

听说课堂，他们就成为了被忽略的一群，而且比例较高。所以提倡汉语零起点听说课堂教学的无媒

介语教学，可以避免在包含不同国别学生的班级里由于使用一种媒介语而造成部分学生产生不悦情

绪。课堂教学是通过教授学生语言知识以及运用语言知识进行操练，以达到培养言语交际技能的目

的。而听说课是一门典型的言语技能课，听说教学是在综合课里完成了相应的语言要素传授的前提

下进行的言语技能操练，所以相对综合课而言，零起点听说课教学在媒介语缺失下更有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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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媒介语之可行性 
北美的“普林斯顿北京暑期中文培训班”以及中国大陆的“快捷汉语”品牌所提倡的“语感教

学法”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的学生在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内进行汉语强化训练，老师和学生都沉

浸在目的语的环境中，完全符合“沉浸式”的教学原则，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后，学生的汉语

水平，特别是口语听说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充分证明了使用目的语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正

确性和有效性。 
（三）无媒介语之优越性 
即使对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而言，对媒介语的需求也不是无限制的。原因在于媒介语的过多

使用给学生造成的对媒介语的依赖性，造成了学习的负迁移。阻碍学生汉语语感的生成。 
由于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造成对学生学习的负迁移例子很多。 对媒介语肤浅的借用，再加上教

师自身对媒介语缺乏深入掌握，导致了在用媒介语解释目的语的时候出现混淆，不仅没有帮助学生

更好掌握目的语，反而由于媒介语使用不当或者教师解释有误，使学生出现认知误差。例如，学生

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我见面我的朋友”。“见面”用媒介语解释为“meet”，但事实上二者并不是

完全等同的。于是学生想当然就有了前面这个句子。又例如，词语“参观”英文解释为“visit”，于

是学生便有了“我明天要去参观我的朋友”的语误。 
二、媒介语缺失下的课堂教学的应对 
在此以零起点无英语基础日韩学生为例。其具有以下共同特点：身处汉字文化圈，有汉字文化

背景，具备很好的汉字书写基础；汉语读写能力有一定基础，但是汉语听说能力较弱，且英语基础

较差或基本为零。读写能力与听说能力的不平衡，加之语言沟通的障碍，使之产生焦虑情绪。针对

这样的教学对象，教师应该如何因材施教？  
（一）确保汉语作为唯一课堂教师用语的简单和规范  
在媒介语缺失的汉语听说课堂上，简单和规范是教师用语必须要遵循的原则。 
首先就是要尽量简化。结合零起点教学的内容，避免出现任何一个教学以外的语言要素。 
教师用语分为：课堂用语，讲授用语和交流用语。课堂用语即教师指令用语。 如教师对学生的

问候、劝告、命令、建议和请求等。课堂用语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但是媒介语缺失

状态下，课堂用语需要简而又简。此时对外汉语教师需要能够仅用体态和眼神完成这些交流！例如： 
你好！早上好！（初见面时的招手）； 
请打开书！（教师举起书做打开动作）； 
跟我读！（教师先读，然后双手示意大家跟读）。 
讲授用语是用于对语言点的解释。在零起点听说课堂中我建议用图表，公式来代替. 零起点听

说课堂应该避免讲授过多复杂语言点。如果无法避免，建议教师在讲解时应选择结构简单、意义明

确的表达方式，做到用汉语解释汉语。克服媒介语缺失带来的障碍。例如对副词“都” 的解释。尽

管出现在学生词汇积累并不多的时候，仍然可以试图做到用已有词汇来解释： 
爸爸身体（很）好；妈妈身体（很）好；姐姐身体（很）好； 妹妹身体（很）好；哥哥身体（很）

好；弟弟身体（很）好。 
所以得出句子：他们身体（都）很好。此时学生应该领会“都”的含义。 
又如解释“外国”一词，教师可以说：在中国你们是外国人，在你们国家我是外国人。”[1] 
而交流用语是指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其实多用于中高级水平课堂.而在零起点课堂上，建议教

师以笑容，手势以及实物来替代。  
 其次就是在简化教师用语的同时保证其规范性。教师不够严密的解释和引导，甚至不正确的示

范，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产生偏误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媒介语缺失的情况下，零起点听说课堂上教师

也必须使用规范、正确的语言。 



 
 
 
138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 

（二） 使中介语代替媒介语成为交流的工具 
中介语，是不同于媒介语的一种语言系统。是指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

习策略，在目的语输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其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随着学习的进

展向目的语逐渐过渡的动态的语言系统。 
对外汉语教师应该意识到中介语的使用相对于媒介语而言更利于学生语感的培养。学习者由于

缺乏英语表达能力， 而又迫切希望与教师交流，自然就会出现很多中介语形式的语言。如说：“我

去衣服商店买衣服” ，“我每天吃饭在食堂”。 作为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用类似的中介语进行表达， 
进而取代学生试图用媒介语的想法。中介语能够一方面起到沟通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教师认

识到习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的放矢。教师的正确引导能够让学生轻松过渡到目的语。 
（三） 以课堂操练弥补媒介语缺失带来的课堂空白 
在媒介语缺失的零起点听说课堂上，由于学生掌握很少的语言要素，切忌灌输过多语言要素。

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过多的语言要点讲解。于是操练便成了课堂主要环节。教师在每次课之前需要

做到心中有数，所需学生完成哪些句型操练并达到运用的目的。在媒介语缺失的情况下，教师如果

有效组织课堂操练，将会很好控制课堂气氛，既可以避免由于媒介语缺失带来的课堂空白，又可以

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所学语言要素。提高教学效率。 
（四） 使用体态语以及实物或多媒体补充对难度较大生词的解释 
为了弥补媒介语缺失带来的信息交流障碍，使用体态语以及实物多媒体是课堂教学上的重要手

段.零起点听说教材中必须掌握的词汇和语法不多，但是在听力资料里可能会出现较多不需掌握但又

影响句子含义的词语.这时就需要借助教师形象的体态语以及实物或多媒体，使学生快速理解，以便

于言语交际的进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段的使用的适可而止。一旦学生已经掌握的词汇，就应

该及时运用语言跟学生交流， 切勿让学生形成对直观借物的依赖，造成语感形成的迟缓。 
三、结语 
在媒介语缺失情景下进行二语教学，对教师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对零起点汉语学习者的教学，

需要教师对学生投入更多关注。教师在掌握相应的二语习得规律，具备相应的汉语知识以外，还应

具有高度的亲和力和耐心，使学生排除因为没有媒介语带来的焦虑和自卑，有效地进行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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