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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德坤・曲　　明

要　　旨

　中国語の読む、聞く、話す、書くという四技能の中で、日本人の大学生が
もっとも身につけたい能力は、話す能力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しかし、現存
の会話授業の教科書は文法中心で、中国語運用能力が養えないものが多い。
この状況になった理由の一つは、今中国語教育分野において、明確な会話授
業の指導目標が確立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が挙げられる。本研究では 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の理論に基づき、
中国語会話能力の指導目標を記述、設定しようと試みる。大学の中国語教育
において、具体的な教育目標が設定されれば、目標に合わせた評価基準や評
価方法が決まり、それを踏まえた、より効果的な指導方法も見えてくるので
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

提　　要

　　在汉语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发展中，口语能力的发展常被日本学生视为最

具挑战性。然而现行的许多口语教材只是以语法、词汇为据来选择课文内容、
设计练习，并没有把口语能力的培养作为教材的中心。究其原因，是汉语口语

教学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口语能力目标作为指导。本文旨在提出以《欧洲语

言共同参考框架》为参照，建立一个汉语口语教学目标的构想。文章在对《欧

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进行简介与分析的基础上，对汉语口语能力目标的制定

过程提出了建议。文章认为，汉语口语能力目标的制定对沟通汉语口语教材编

写、课堂教学、口语能力评估几大环节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汉语口语能力　汉语口语教学　汉语口语教学目标　欧洲语言共同参

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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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　　⾔

　　本文旨在以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2001年出台的《欧洲语言

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以下简称《参考框

架》）为参照，提出制定一个汉语口语教学目标的构想。文章首先分析汉语

口语教学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然后简要介绍《参考框架》及能力标准，接

着分析《参考框架》能力标准制定的理据及构成板块，最后提出建立汉语口

语教学目标的构想。

２．汉语⼝语教学的现状及挑战

　　语言教学通常以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为目标，汉语教学也是如此。
由于汉语与日语的渊源关系，日本学生在发展这四项技能时常常是读写领先，
听说滞后。日本学生通常认为提高汉语 “说”的能力（本文称为 “口语能力”）
最具挑战性（張軼欧，2007）。口语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他们学习和使用汉

语的自信心。另外，较强的口语能力对其他语言技能如听、读、写也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现实情况是，尽管口语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关于汉语口语教学的研

究却很匮乏（伊藤彰男等，2009）。特别是关于学生汉语口语能力的标准和

汉语口语教学的目标现在还缺乏一个较系统的大纲可以参考。通常的做法是

教材便是大纲。但教材本身有很大的局限。首先，现行很多口语教材只是以

词汇、语法项目为编写依据，并没有把口语能力的培养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
其次，许多教材都是所谓的通用教材，通常没有考虑学生的具体生活和学习

环境，也很少考虑不同程度的衔接问题。
　　以爱知县立大学为例，我们二、三年级选用的口语教材分别是北京语言

大学出版的《汉语口语速成̶̶基础篇（第二版）》（2010年）和《汉语口

语速成̶̶提高篇（第二版）》（2011年）。这两册教材使用同一 “前言” 来

说明教材的编写目的、依据及其适用学生程度。“前言” 说：“《汉语口语速

成教材》是为短期来华留学生编写的、以培养学生口语交际技能为主的一套

系列课本。全套课本共分五册，分别适应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 初、中、高

三级五个水平的留学生短期学习的需求。” “包括入门篇（上）、入门篇（下）、
基础篇、提高篇、中级篇、高级篇六本。”



─ ─353

关于汉语口语教学目标制定的构想

　　该 “前言” 对《基础篇》使用对象的说明为：“适合具有初步听说读写

能力、掌握汉语简单句型和800个左右词汇的学习者。共25课，涉及大纲中

以乙级词汇为主的常用词、汉语特殊句式、复句以及日常生活、学习、社交

等交际活动的简单交际项目。”
　　对《提高篇》使用对象的说明为：“适合具有基本听说读写能力、掌握

汉语一般句式和主要复句、特殊句式及1500个词汇的学习者。共24课（包

括新添的四个复习课），涉及以重点词汇为主的乙级和丙级语法内容和词汇；

涉及生活、学习、社交、工作等交际活动的一般性交际项目。”
　　从上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这套口语教材的分级主要依据语法和词汇项

目，对交际项目的说明只限于简单的 “以及日常生活、学习、社交等交际活

动的简单交际项目”（《基础篇》），和 “涉及生活、学习、社交、工作等交际

活动的一般性交际项目”（《提高篇》）。再看课文的构成。每课以 “生词” 开

始，然后是 “课文”（通常是两段对话和一段短文），接着是 “（语法）注释”
（《基础篇》）和 “词语例释”（《提高篇》），最后是练习，主要是练习 “注释”
和 “词语例释” 中涉及的语法词汇项目，加上一些交际话题练习项目。
　　从教材的 “前言” 到课文，我们看不到这套汉语口语教材要达到怎样的

口语能力标准，也不知道每一课应该培养哪些口语能力，更不要说每课之间

以及单元之间在口语能力的培养上有什么关联。这套教材除了在名称上冠以

“口语” 一词之外，其实质跟其他综合教材没有多大差别。这正如 Thornbury 
(2012, p. 202)指出的那样：“口语一直被看成为语言系统知识的一个附属品，
并没有当作口语来教”。
　　《汉语口语速成教材》不是例外，而是当前汉语口语教材和口语教学普

遍存在的问题，即口语教学只是书面语教学的口语化。究其根本原因，是因

为汉语口语教学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口语学习标准和教学目标做指

导。这类标准和目标的缺失使得口语教学流于随意性，成为教师见仁见智的

教学行为。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一份口语学习标准和教

学目标，以此来沟通汉语口语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写、课堂教学，以及口

语能力评估几大环节，形成汉语口语能力标准的共识。笔者认为，《参考框架》
为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框架。本文将以这个框架为基础，提出关

于制定汉语口语教学目标的构想。既然以《参考框架》为参考，我们首先得

对《参考框架》有一个基本了解，特别是对它的目的、理念有较全面的理解，
因此下面将首先对《参考框架》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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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参考框架》简要介绍

3.1　《参考框架》制定的背景与⽬的

　　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长期以来一直关心语言在实现其成员

国间更加紧密地交流中的作用，倡导在文化领域，应采取统一的行动。这是

因为随着日益频繁的人员国际大流动和国际合作，有必要提高欧洲人之间的

语言和文化交际能力。建立一个多语言（plurilingual）和多文化（pluricultural）
的欧洲，有利于促进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尊重各自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多

样性。而为了有效地建立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欧洲，有必要制定一个语言

共同参考框架来协调各成员国之间在语言教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正是出于

这种目的，从1970年代开始，欧洲理事会便致力于这类框架的制订，The 
Threshold Level（Ek，1975）便是这一努力的产物（Little， 2006， p. 174）。
Threshold 只限于口语交际能力，只是一个开端。《参考框架》旨在提出一个

详尽、透明和缜密的框架，供各成员国在外语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写、语

言学习和教学、以及学习评估和测试时参考。虽然它试图提供有关外语学习、
教学、评估方面的详尽内容，但它不是一份规定性的文件，而是一个灵活的、
开放的、动态的、多用途的框架，允许并鼓励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与补充。

3.2　《参考框架》的主要内容

　　《参考框架》对语言交际应具备的能力、知识和技能，以及交际领域等

做了相当全面和细致的描述，主要目的是要提出一个科学的、得到广泛认可

的外语能力标准。这个标准集中体现在《测评总表》（表１）中：

表１：测评总表（转引自刘骏、傅荣，2008年，p. 25）

精通阶段

Proficient User

C2
能轻松理解几乎所有读和听的内容。能连贯地概述各类口、笔

语信息，不漏内容及其论据。表达自如、精确、流畅。能把握

复杂主题中细微的含意差别。

C1

能理解广泛领域的高难度长篇文章，并能抓住文中的隐含之意。
表达自如、流畅，几乎无需费心遣词造句。在其社会、职业或

学术生活中，能有效、灵活运用语言。对复杂主题表述清楚，
结构合理，表现出对篇章的组织、衔接和逻辑用词方面的驾驭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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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阶段

Independent User

B2

能理解一篇复杂文章中的具体或抽象主题基本内容，包括学习

者专业领域的技术性讨论课题。能比较自如流利地跟讲本族语

的人进行交际，双方都不感到紧张。能清楚、详细地谈论广泛

领域的话题，能就时事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能对各种可能性陈

述其利弊。

B1

对工作中、学校里和休闲时遇到的熟悉事物，能理解别人用清

楚和标准的语言讲话的要点。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旅游时，能

用所学语言应对碰到的大部分情况。能就一些熟悉的主题和自

己感兴趣的领域发表简单而有逻辑的看法。能叙述一起事件、
一次经历或者一个梦。能介绍自己的期待和目的，并能对计划

和想法做简单的解释和说明。

初学阶段

Basic User

A2

能理解最切身相关领域的单独句子和常用词语，如简单的个人

与家庭信息、购物、四周环境、工作等。能就自己熟悉或惯常

的生活话题完成简单而直接的交流。能用简单的词语讲述自己

的教育经历、周边环境以及切身的需求。

A1

能理解并使用熟悉的日常表达法和一些非常简单的句子，满足

具体的需求。会自我介绍和介绍他人，并能向他人提问，例如：

住在哪里、认识什么人、有些什么东西等等，也能就同样的问

题作答。在对话人语速慢、口齿清楚并且愿意合作的情况下，
能与之进行简单的交谈。

　　这个量表看起来是很粗放的。但作为一个旨在指导全欧洲语言学习的框

架，在总体目标上它应该也只能树立大的标杆，以作为一种共识。事实上这

三级六等划分反映了语言学习程度的不同境界，对于外语学习与教学有很大

的指导意义。正如《参考框架》所言，“虽然说不是普遍一致同意，但至少

有了一个广泛的共识，那就是三级六等反映了大众认可的语言学习水平的等

级分类”（Council of Europe, 2011, p. 22）。《参考框架》很清楚自己的粗放性，
所以它指出，各教学机构可以也应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这个总

体框架下，细分各级，比如分成

　　A1 ‒ A2 ‒ A2+; B1 ‒ B2 ‒ B2+; C1 ‒ C1+ ……
　　或者

　　A1 ‒ A2.1 ‒ A2.2; B1.1 ‒ B1.2 ‒ B2.1 ‒ B2.2; C1.1 ‒ C1.2 ……

3.3　《参考框架》的多维性

　　如果只看 “测评总表”（表１），能力量表似乎只是一个纵向的能力程度

表。其实《参考框架》由三大板块构成：交际行为（communic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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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ur）、交际语言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s）和交际策

略（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交际行为板块由输入（reception，即听、读）、输出（production，即说、
写）、互动（interaction，包括口头和笔头互动）和中介（mediation，即翻译）
四个部分组成。各部分都有自己的构成要素，如图１所示。灰色部分对 “互
动”部分进行了细分。这种细分同样适用于其他三个部分：Reception（输入）、
Production（输出）和 Mediation（中介）。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ies 

Reception Production

Understanding
a native speaker

Conversation

Informal
Discussion

Formal
Discussion

Obtaining Goods
and Services

Interviewing &
being interviewed

Spoken Written

Interaction Mediation

Overall Language Proficiency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Understanding
a native speaker

Conversation

Informal
Discussion

Formal
Discussion

Obtaining Goods
and Services

Interviewing &
being interviewed

Spoken

Interaction

Overall Language Proficiency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图１：交际活动图示（Council of Europe, p. 32）

　　《参考框架》交际语言能力和策略这两大板块也都有各自的组成部分。
以交际语言能力板块为例，它由 Linguistic（语言）, Sociolinguistic（社会语言）
和 Pragmatic（语用）三大部分组成，各部分都有自己的组成元素，见图２

中灰色部分对 Linguistic（语言）部分的细分。
　　对《参考框架》主要板块及其构成部分，以及板块与板块、部分与部分

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参考框架》，这对于正确使用《参

考框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只了解其结构还是不够的。对《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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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标准制定的理论依据更应充分认识。不了解这些，我们难以正确应用《参

考框架》能力标准，也难以对其进行相应调整或补充。这正是下一部分的主

要内容。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General
Linguistic

Vocabulary
Range

Range

Grammatical
Accuracy

Phonological
Control

Vocabulary
Control

Orthographic
Control

Control

Linguistic Sociolinguistic Pragmatic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ies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Overall language Proficiency

General
Linguistic

Vocabulary
Range

Range

Grammatical
Accuracy

Grammatical
Accuracy

Phonological
Control

Phonological
Control

Vocabulary
Control

Vocabulary
Control

Orthographic
Control

Orthographic
Control

ControlControl

Linguistic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ies

Overall language Proficiency

图２：交际语言能力图示（Council of Europe, p. 33）

４．《参考框架》能⼒标准制定的理论依据及其图⽰

4.1　《参考框架》制定的理论依据

　　《参考框架》在第２章的开篇对其基于的理念做如下表述：

　　本《参考框架》在此着重提出面向行动的外语教学理念，其含义在于把

语言使用者和学习者首先定性为社会人，他们需要在某一具体的社会行

动范围内，根据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完成语言活动在内的各项任务。如

果说言语行为是通过语言活动实现的话，语言活动本身则是社会环境作

用下的产物。正是社会环境赋予了语言活动充分的含义。一个或几个行

为主体策略地运用其掌握的能力，去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这就叫行动，

或者叫“任务”。所以，面向行动的教学法理念也会重视作为社会人的

学习者所拥有并运用的认知力、情商和意志力。（转引自刘骏、傅荣，

2008 年，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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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表述包含了面向行动的外语教学理念的４个重要特点：（1）语言学

习者同时是语言使用者，从 “用” 的角度来考虑语言学习和教学；（2）学习

者是一个社会人，强调社会环境的作用；（3）实现特定目标̶̶行动 / 任务；

（4）语言能力＋认知能力、情商、意志力（整体能力观念）。基于这种理念，
《参考框架》将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活动描述为如下一种过程：

　　语言使用，包括语言学习，是作为个体的人，或者作为社会人完成的行

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发展了自己的通用（general）能力，和特殊的语

言交际能力。他们会根据各种不同的环境和条件，运用所掌握的各种能

力，选择完成任务所需的最恰当策略，去实施语言活动，处理（输入和

输出）具体领域的文本。语言学习者对这类语言活动的监控（monitoring）
将加强或是改善他们的能力。（Council of Europe, 2011, p. 9, 笔者译。

粗体为原文所加。）

4.2　交际活动及其语⾔能⼒和策略关系图⽰

　　上面的描述表明，语言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领域、为完成特定的任务展

开的。我们可以把领域视为一种相对静止的空间，而任务是相对动态的，含有

时间的因素。语言活动根据任务的性质会采用不同的文本和产生不同的文本，
比如口头话语或笔头话语。这些构成交际活动。而是否能成功的完成这一特

定的交际活动，取决于背后看不见的能力与策略。我们可以把《参考框架》
关于语言活动过程及其相关能力、策略这些要素及其关系图示如下（图３）：

图３：交际活动及其语言能力和策略关系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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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框架》把通用能力分为四大类：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s）、
精神境界（existential competence）以及学习能力（ability to learn）。把交际

语言能力分为语言能力（linguistic knowledge）、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knowledge）、语用能力（pragmatic knowledge）。把交际策略分为语言输入

（reception）策略、语言输出（production）策略、互动（interaction）策略和

中介（mediation）策略。虽然《参考框架》也重视通用知识在语言使用和学

习中的作用，但作为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其重点在交际语言能力和交际策略

的发展上面。这也是教学目标的重点部分。

５．关于汉语⼝语教学标准的制定

　　《参考框架》提出的是一个理想目标。但作为教学，由于时间的限制，
我们必须做出具体的安排。另外，场景、话题、任务等都是开放性的、无法

穷尽的；而且学习者当前和今后面临的情况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我们的教

学目标应该如何制定？以日本中文教学为例，在网上的初步搜索，发现许多

大学的中国学科把达到《参考框架》B2作为学生大学毕业时应达到的程度。
现在我们看一看《参考框架》对口语能力从 A1到 B2这几个级别的描述（表

２）。

表２：测评总表（转引自刘骏、傅荣，2008年，pp. 28‒29）

广度 准确度 自如度 互动性 连贯性

B2 语言知识广泛，
足以使自己的

表述清楚明确，
能发表并阐述

自己的观点，
几乎不需要费

心遣词造句。

熟练掌握语法，
所犯口误不会

引起误解，并

且通常能自行

纠错。

能用比较正常

的语速较长时

间地发言。虽

然在选择表达

法和句型时略

有迟疑，但停

顿很短。

能在必要时抓

住时机，主动

发言，并能适

时结束讲话，
尽管结语可能

不优美。善于

推动讨论在自

己熟悉的领域

延续，比如会

示意自己已经

理解，会邀请

他人 继 续 发

言。

会运用数量不

多的衔接词连

接句子，使发

言清晰连贯，
但长篇讲话时，
可能有 “短路”
的现象。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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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掌握足够的语

言手段和词汇

量，能谈论家

庭、休闲、兴

趣爱好、工作、
旅游和时事等

话题，但表达

时有迟疑或者

用迂回法。

在一些可预知

的场景中，能

比较准确地运

用句型和常用

的平常“套路”
进行交流。

讲话能理解，
但较长时间自

由发言时，因

寻找措辞和纠

错出现的停顿

非常明显。

能就熟练的话

题和个人感兴

趣的话题主动

进行面对面的

简单交谈，并

知道如何继续

和结束谈话。
能重复别人讲

过的相关内容，
以此来确认相

互的理解。

能将一系列简

短和独立的词

语窜成连贯的

线性要点。

A2+

A2 能在简单的日

常和现实情景

中，运用现成

的基本句型，
背诵的表达法、
词组和固定短

语等进行有限

的信息沟通。

能正确运用简

单的语句，基

础性错误不断。

简短讲话时能

理解，但有明

显的重复、停

顿和开口说话

错误。

能回到问题，
并回应简单的

叙述。只能表

明自己在努力

跟着对话人，
很难做到全部

理解，更无法

主导谈话内容。

能用“和”、“但
是”、“因为”
等简单连词衔

接词组。

A1 拥有涉及特定

具体场合的系

列简单词汇和

表达法。 

能有限掌握记

忆范围内的简

单句法结构和

语法形态。

能用简短、孤

立，并且多数

是刻板的表达

应对交际，但

说话经常停顿，
因为需要寻找

措辞、拼读不

熟悉的单词和

补救交流障碍。

能回答问题，
并就个人详细

情况提问。能

进行简单的交

流，但完全有

赖于重复、慢

语速、重述和

纠错。

能用“和”、“然
后” 等非常基

础的连词衔接

字词和词组。

　　5.1　如果我们以这个框架作为依据，以 B2作为离校目标，那么我们第

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制定各个年级，甚至各个学期应达到的标准。比如：

　　一年级上＝ A1， 一年级下＝ A2.1 
　　二年级上＝ A2.2， 二年级下＝ B1.1
　　三年级上＝ B1.2， 三年级下＝ B2.1
　　四年级　＝ B2.2
　　具体如何分级，还是要根据各个学校自己的课程设置而定。比如，有的

大学四年级都是专业课和论文写作，不再开设语言课，那么学生是否应该在

三年级结束时就基本达到 B2的标准呢？这些都是需要首先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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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现在我们来看具体标准。显然上述口语能力量表的描述是很概括

的，粗线条的。它只是提出了一个大的目标。所以第二步工作就是细化这些

标准，制定比较具体的参数。《参考框架》用 “能做”（can do）来表述这类

具体的参数，如上述口语能力量表的表述所示。我们也应为各级汉语口语能

力制定一个具体的 “能做” 清单。
　　在制作这份清单时，我们可以参考现有的其他文件，比如《参考框架》
关于口语各能力的标准；The 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 的 “能做” 清单；

中国国家汉办制定的《能力标准》，以及语法分级项目；各类汉语水平考试

制定的标准，如 HSK，中国语检定等。同时，通过问卷调查、面谈、讨论

等方式征求教师、学生（包括毕业生）的建议。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份较完备、
详细的清单。

　　5.3　上面第二步做的是一个学习目标。由于课堂教学在时间和场景上

的有限性，我们应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利用有限的时间去发展学生能够举一

反三的口语核心（core）能力和策略。因此，第三步要做的是确定各阶段口

语教学的目标和内容。这些内容除了核心（core）能力和策略外，还应包括

培养学生情商等精神境界方面的素质。由于日本学生普遍具有的腼腆性，针

对日本学生的口语教学尤其应该把这类纳入教学目标。我们已经开始在上述

两个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步骤为爱知县立大学 iCoToBa
汉语口语教育目标制定了一个初步的能力标准：Can-Do list（“能做” 清单）。
　　首先，根据 HSK，中国语检定考试的各级水平对汉语运用能力的描述，
以及《参考框架》的口语 Can-Do list，我们制定了针对学生的问卷表。因为

iCoToBa 明确规定爱知县大学生毕业时需要达到《参考框架》B2水平，所

以我们在选择描述参数（descriptor）时主要从 A1到 B2的条目中进行甄选。
　　然后，我们对爱知县大５名经验丰富的汉语老师做了访谈。在让各位老

师看过问卷表之后，请他们在此基础上提供他们认为在 iCoToBa 汉语口语

课里应该教授的内容，或者他们认为学生们通过在 iCoToBa 的学习后应该

掌握的汉语口语能力。根据老师们的建议，我们最后完成了分为５大类共

50条的汉语口语能力 Can-Do list。
　　为了了解学生们对该Can-Do list的态度以及他们目前的口语能力，接着，
我们用该 Can-Do list 来问学生两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是在这50条 Can-Do 问

题里，你认为哪些是你最想学习的；第二个问题是这50条能力中，当前你

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给学生４种选择：１、我能做得很好，２、我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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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得很好，３、能做一点儿，４、完全没有该能力。60名学生参加了

我们的问卷调查。最后我们选择了那些学生们认为他们很想学习，但目前还

不能很好运用的能力项目作为我们的教学目标。

　　5.4　有了学生口语能力标准和教学目标，教师便可以各显其能，采取

各种方法去完成教学目标，帮助学生达到学习标准。为了给教师提供更多教

学上的支持，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工作，那就是第四步，提出一些教学模

板（template）供教师参考，类似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为教师

提供的一些模板，如表３所示（见下页）。
　　这个模板的主题（或教学目标）为：一起出去玩儿（Out Together）。上

面一块包括 “领域”（domain）、语境（context）、任务（tasks）、活动（activities）
以及文本（texts）等语言活动的主要成分。下面左边一块包括级别（level），
列出 “能做”（can do）清单；以及流利（fluency）、范围（range）、准确度

（accuracy）、连贯性（coherence）和互动（interaction）等交际目标。下面右

边一块是关于能力的内容，包括策略（strategic）、语用（pragmatic）、语言

（linguistic）方面的能力培养目标。这个模板类似一个 “菜谱”，供教师参考。
我们觉得这类模板一方面有助于教师明确教学目标、并将各项指标有机地组

合到教学中去，另一方面有助于教师之间、教师与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

　　5.5　虽然按照以上步骤制定的标准是在一定调查基础上建立的，但更

多是基于理论或经验。为了使教学目标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最后一步，我

们还必须对实施过程做记录，特别是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的数据有助于我

们对初步制定的目标进行修订。换句话说，第一次提出的目标是一个试验性

的（a pilot study）。后续的工作是一个论证、完善的过程。在这方面英国文

化委员会的另一个项目 English Profile 可资借鉴。这后续的论证、完善过程

对于深化对口语能力的理解，拓展和深化对学生口语能力习得的理解，探索

更有效的教学方法无疑是非常必要的（Littl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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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教学目标模板（British Council, 2010, p. 28）

６．结　　语

　　无论从教学管理，教师教学需求还是学生知情的角度考虑，都需要有一

个详细的教学目标来沟通与交流。没有这样的目标，课程的制定，教材的选

择或准备，各年级之间的衔接很容易流于随意性。《参考框架》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平台，我们可以以此为参考，制定我们的汉语口语教学目标。以《参

考框架》为参照制定的这个目标，不仅能让我们的教学有所依托，形成共识，
也有利于汉语教学与其他外语教学的交流，使我们的汉语教学不仅具有本土

化的特点，也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口语教学标准的制定还可以是一个尝试，
我们可以以此来建立听力、阅读、写作乃至翻译等课程的标准，最终形成一

个完整的教学体系，使我们的汉语学科更具体系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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