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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普通話聽說教學設計新嘗試  
 

胡志洪  
 
適用年級：中學四年級(假設學生對普通話已有初步認識) 
教學目標：認識「抱怨」的常用語句並學習應用在生活上 
所需時間：三個教節(120分鐘) 
教  材：「普通話傳意應用」第十四課(節錄，見附錄一至附錄三) 
教  具：錄音機、錄音帶、工作紙等 
施教方法：功能教學法 
施教步驟：   
 
第一教節(主要訓練聆聽，兼練習說話) 
 
1. 先播一段完整的對話錄音(見附錄一：聆聽材料)，事前不必作任何說明，
讓學生根據上下文句來猜整段對話的大意，並著學生把聽到的內容大

意、零星語句或片言隻字記錄下來。(5分鐘) 
 
2. 教師就對話錄音的主要內容提出若干關鍵問題，看看學生對全段對話掌
握多少；教師亦可抽取部分學生的記錄，查看學生的一般表現如何。(3
分鐘) 

 
3. 教師針對學生聆聽這段對話的弱點，選擇學生聽不懂的句子重播，讓他
們再聽兩、三遍。教師必要時得用較慢的速度，覆述其中一些短語，務

求令學生每個句子都聽得清楚。(8分鐘) 
 
4. 請學生根據他們的理解，說出該部分對話的內容；學生即使表示聽得不
太完整，也鼓勵他們猜猜其中的大意。(4分鐘) 

 
5. 遇到還有聽不明白的部分，教師逐個生詞或短語分拆覆述，再詢問學生
句子的意思，引導學生根據上下文理和所談論的話題推測句意，直至完

全聽懂全段說話為止。最後，要求學生在對話中找出幾個抱怨的句子。

(5分鐘) 
 

6. 把附錄一：聆聽材料分發給學生，將全班分為甲、乙兩組，著學生依著
教材對話，集體誦讀約兩、三次。(7分鐘) 

 
7. 讓學生以兩個人一組，分別輪流代表甲與乙，依照教材練習對話四次，
教師從旁指導並更正錯誤。(8分鐘) 

 
第二教節(主要訓練說話，兼訓練聆聽) 
 
1. 先說明這是一段二人對話，主要是介紹抱怨的用語，以及回應的方法，
然後播放這段簡短的對話錄音(見附錄二：聆聽及說話材料)，要求相鄰座
位的同學，各自為甲、乙記下說話的內容。這段錄音因為缺乏具體情景，

宜播三次以上；如有需要，其中一次可以每兩句一組的播放，稍作停頓

給學生書寫。接著，教師公佈答案，讓學生改正。(10分鐘) 
 
2. 吩咐學生與鄰座同學兩人一組，把附錄二那段對話擴寫成有具體內容的
句子，句子達意即可，不必長篇大論。又教師如果發覺學生無從入手，

可以給予提示，例如：購物被騙，工作被延誤，借出物品被損壞等題材

均可。(5分鐘) 
 
3. 著學生前後兩組交換互相訂正，教師可從旁指導，協助學生修改不規範
的普通話句子。(8分鐘) 

 
4. 相鄰同學配對成組，將改正後的對話稿進行練習；然後安排各組互相交
換對話稿，進行第二、第三輪練習。(5分鐘) 

 
5. 教師依照附錄三：甲項部分，逐句向全班學生發問，著學生把答案寫在
空白的紙張上，然後交回答案紙。假如聽不清楚，或不懂回答，可漏空

該題。(事前提示學生，答案力求簡單，必須從負面作答，並帶有抱怨語
句。)(7分鐘) 

 
6. 派發附錄三：乙項部分派發給全班學生，讓學生看一分鐘，教師再依照
附錄三：甲項部分，逐句重覆向全班學生發問，學生只須把抱怨語句寫

上即可；學生若仍感困難，可提示他們從附錄二挑選適合的語句填上。

接著，收回答案紙，待下次上課向學生公佈成績。教師所收取的兩份答

案紙，將作為評核學生是次表現之用。(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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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節(主要訓練說話，目的在鞏固所學) 
 
1. 把學生分成四至六人一組，然後派發附錄四，著學生根據所提供的說話
處境，寫成一段完整的對話。對話內容必須包涵最少五個抱怨語句。(約
20分鐘) 

 
2. 由教師挑選其中四組同學，依照他們所編的講稿，到講台上進行對話。
每組在對話完成後，教師隨即給予提點和更正。(20分鐘) 

 
教學設計理念： 
 
  聆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要了解學生聆聽普通話的能力並不容易。有

時候因為試題出得太直接，或者表面的提示太多，學生按題目的內容也可

以推測答案，這樣就看不出學生的弱點在那裏；有時候卻未必是學生的聽

力不好，問題主要是出在考查學生的題目上面。 
 
  學生聆聽能力薄弱原因很多，他們聽不懂普通話，跟聆聽練習做不好，

可以是兩回事。香港學生學習普通話，焦點應放在提高聽力方面，純屬一

般語文能力的聆聽理解，則宜歸入中國語文科的教學範疇之中。 
 
  聆聽訓練目的在於學習，幫助學生解決聆聽時所遇到的種種困難與問

題，而非要評定學生聽力的優劣高下。因此聆聽能力的考查和評核，決不

能代替聆聽訓練。只聽一、兩次錄音帶就做練習，對答案，這樣的訓練對

學生幫助不大，反而給某些學生帶來挫敗感。 
 
  此外，教師憑學生的習作成績，只知道他們那些題目答錯了，卻不一

定了解學生在聆聽上遇到甚麼問題。要鼓勵學生專心聆聽，就要提供適當

而合時的幫助，使他們敢於發問，樂於發言。有計劃、有層次、有步驟的

訓練，可以讓學生在練習之中取得成功感，有助他們培養信心。其實，聆

聽訓練最好以活動形式進行，在師生的溝通過程中，協助學生釋疑解惑。 
 
  聆聽一種陌生的語言，學生起初難免會感到忙亂和慌張，所以給學生

選擇教材要十分謹慎。聆聽的素材，以愈接近真實生活愈好，內容必須簡

單和集中，盡量少用書面語，這樣學生比較容易掌握，如果題材輕鬆、親

切則更佳。只有學習難度不太大，學生才能產生自信，繼續保持興趣，學

習下去。 
 
  教材如果是對話，最好是一男一女的對答，這樣說話者的身份比較容

易辨認。為了讓學習的形式多變，宜多採用活動的形式進行教學，最好能

夠讓學生做到眼、耳、口、手並用。又對於學生不熟悉的用語或話題，教

師不妨將教材製成錄音帶。錄音帶可以反覆播放，讓學生多次聆聽，分段

逐句聆聽，這樣子模仿聲調、語氣，學生比較易於掌握。 
 
  至於那些香港人少見罕用的詞語，教師應該以稍慢的速度多說幾遍，

或者用一些簡明的說話，描述那些詞語，讓學生嘗試猜猜詞語的意思。存

疑與反覆猜測，有助鞏固語音與語調的印象，對香港人少見罕用的普通話

習慣用語，更有加深認識的作用。 
 
  香港人學習普通話，初期似乎說比聽容易，因為儘管說得不太準確，

別人還是聽得懂；後期則好像聽比說容易，交際應酬的話都可以應付，但

比較特別或專門的話題，很多用語都不懂。其實，如果要求高一點，說和

聽都不輕鬆。 
 
  課堂上的說話能力訓練，坊間所出版的教材，一般都有明確的題目，

也有提供一些句式讓學生跟著去練習，甚至寫了一段對話讓學生照著去

說，這樣的安排，不能說沒有一點成效，但效果往往是難以令人滿意的。 
 
  說話訓練不能漫無目的，相信沒有人不同意，否則教師就無從施教，

特別是面對一班幾十人的課堂教學，教師不可能抽太多時間給予個別照

顧。可是，說話的範圍也不適宜定得太寬或太死，依足課本上的對話來練

習，在實際生活上很多時候都用不上多少句。 
 
  要學生有話可說，最好先讓學生掌握一些與說話訓練主題或範圍有關

的詞彙用語。如果聽與講能夠有機地結合起來學習，效果應該比較理想。

施行聽說綜合訓練，筆者認為內容愈集中愈好，處境愈具體愈妙。語言的

微妙細節，只有在具體的生活當中，學生才容易充份掌握和心領神會。 
 
  總之，說話訓練的內容，以設定一些具體而接近真實的處境為佳。這

樣，學生既有所依傍遵循，又可以根據個人的生活體驗，有點發揮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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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為學生所碰到的困難相近，教師亦可以集中解決某些共同的疑難。 
 
教學評鑑：見施教步驟第二節第 5、6項及附錄三 
 
 
參考資料 
 

1. 桂詩春編著(1985)：《心理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 盛炎著(1990)：《語言教學原理》，重慶出版社。 

3. 楊玉林、崔希智主編(1994)：《英語教育學》，旅游教育出版社。  

 

 
 
 
 
 
 
 
 
 
 
 
 
 
 
 
 
 
 
 
 
 
 
 
 
 
 

附錄一： 聆聽材料(一) 
 
甲：幹嗎唉聲嘆氣？瞧你那怨天尤人的樣兒，誰得罪你啦？ 
乙：你還好意思問我？全賴你，硬要我去參加普通話演講比賽，讓我去出

洋相，你這個人真不夠意思。 
甲：甚麼？賴上我了，怎麼可以這樣？噯，你倒是說清楚了，出甚麼洋相？ 
乙：別提了，一上台我甚麼都忘了，明明是寄宿學校，給說成了技術學校，

明明是五歲學生，又讓我給說成了午睡的學生，又把梳子說成了梭子，

惹得台下哄堂大笑。 
甲：噢，把平舌音和翹舌音搞混了，沒關係嘛，廣州話裏沒有翹舌音，不

習慣翹舌的動作，多練習就行了嘛，下次再來！ 
 
摘錄史湄著：《普通話傳意應用》，語文基金贊助出版，頁 152-153。 
 
附錄二： 聆聽及說話材料(二) 
 
甲：怎麼搞的？糟透了！ 
乙：是啊！真不像話，太差勁了。 
甲：你說，怎麼可以這樣嘛？ 
乙：就是！真不夠意思，唉，倒霉。 
甲：真沒勁，下次再也不上當了。 
乙：還有下次？別開玩笑了。 
 
摘錄史湄著：《普通話傳意應用》，語文基金贊助出版，頁 152。 
 
附錄三： 對話訓練(甲項問題由筆者設計，乙項教材據原書略作修 
 改。) 
 
甲項：問題部分，只供教師使用，不宜印發給學生。 
 
1. 你們學校開了普通話課沒有？ 
2. 你在班上用普通話講故事，反應怎樣？ 
3. 這位老先生是從四川來的，他的國語你聽得懂嗎？ 
4. 有些香港學者到國內大學講課只能用英語，你覺得怎樣？ 
5. 你這次的漢語拼音考試怎樣？聽說你沒時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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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不是說好跟你一起去學普通話嗎？為甚麼現在只有你一個？ 
7. 他的為人挺不錯，你為甚麼生他的氣？ 
8. 聽說你最近跟哥哥常常吵架，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乙項：工作紙，可以預早發給學生，著學生依據提問填寫。 
 
1.     ，我們學校到今天還沒有開普通話科。 
2. 他們個個都聽不懂普通話，    。 
3.     ，我就是聽不懂他說的國語，怎麼辦？ 
4. 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要用英語溝通，    。 
5. 因為沒好好的準備，結果得了個鴨蛋，    。 
6. 對啊，已經報了名，突然又說害羞不去，   。 
7.   ，我說十點碰頭，他聽成四點，害我乾等了六小時。 
8. 自從買了麗音電視機，每次他都搶著聽普通話聲道，也不管別人， 
     。 
 

參考答案: 1. 怎麼搞的    2. 真沒勁  
      3. 糟透了      4. 真不像話  
         5. 太差勁了     6 怎麼可以這樣 
         7. 真不像話     8. 真不夠意思 
 
備註：答案不只一個，可以有多種表達方式。 

 
參看史湄著：《普通話傳意應用》，語文基金贊助出版，頁 151。 
 
 
 
 
 
 
 
 
 
 
 
 

附錄四：對話訓練(下列處境由筆者設計) 
 
  根據下列所描述的情況設計一段簡短對話，同學不妨考慮盡量選用附

錄二所提供的抱怨用語： 
 
  假設你跟同學相約某天到郊外燒烤，事前約好各人負責買些東西帶

去。到了那天，甲買了些魚丸來，打開袋子一看，才知道變了質，不能吃，

只好吃別的東西；乙買了些木炭來，正要生火的時候，才發覺木炭也受了

潮，火沒法生起來，大家見肉烤不成了，唯有吃乾糧；丙買了些麵包來，

大家就拿麵包來吃，豈料有個同學剛咬了一口，卻覺得味道不對勁，好像

有點兒酸味，拿來仔細看看，麵包上原來有些小黑點兒，那些麵包竟然是

發了霉的。結果那天你們甚麼也沒得吃大家就抱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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