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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巴克的理论 , 从语言知识和听力任务两个基础方面以及从分项测试、综合测试和交

际能力测试三个角度 , 对构成听力实质内容的听力构件和听力测试的基本方法进行综合探讨 , 希望能引发

我们在听力测试研究中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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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教学和外语测试一般都是围绕学生

外语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力来进行的 ,其

中听力所处的位置又总在第一。然而 ,回顾我

们对外语教学 ,尤其是对外语测试的研究 ,却

不难发现 ,我们对听力测试的理论研究 ,在深

度和广度上也都不够充足。笔者带着这样的

问题 ,对近年国外英语测试研究领域的发展进

行调查 ,发现国外研究界对于这几个基本能力

的重视度相对比较平衡 ,既有较多读、写研究 ,

也有不少听、说研究。在最新研究成果中 ,尤

其引人注目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至 2001

年间出版的英语测试丛书 ,其中包括《阅读测

试》(Alderson , 2000) 、《特殊用途语言测试》

(Douglas ,2000) 、《词汇测试》(Read ,2000) 和《听

力测试》(Buck ,2001) 。笔者认为 ,《听力测试》

(Assessing Listening)一书涉及到我们测试研究

中趋于忽略的课题 , 即听力测试研究的课题 ,

因此特别值得参考。笔者现根据该书的基本

思想 , 对外语听力测试研究中必然涉及的理

论基础与方法这二大主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听力测试的理论基础

语言的听力理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

要对这个过程进行准确测试 , 首先必须弄清

楚我们想要测试的是什么。在听力测试研究

中 , 我们通常把这个东西称为听力构件

(construct) 。任何形式的听力测试 , 只有测试

到了正确的听力构件 , 才能谈得上进行了有

效而成功的测试。因此可以说 , 听力测试设

计者的核心任务 , 就是确保测试项目能准确

地涵盖听力构件。我们可以从以下二个基本

方面来对它进行讨论。

首先 , 我们可以从测试对象应当具有的

知识和能力方面来解释什么是听力构件。在

绝大部分情况下 , 听力测试设计者最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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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多半是想通过测试去了解测试对象的知

识和能力 , 因为测试对象的应试表现往往只

是其深层知识和能力的外露。我们可以把它

称之为建构于测试对象知识和能力之上的听

力构件 (competence2based listening construct) 。

这种解释是较为传统的解释 , 不致有太多人

反对。但它对测试对象的深层知识和能力需

要进行何种描述 , 才称得上最适当、最客观 ,

却是传统解释方法的主要困难所在。

巴克 ( G. Buck) 认为 , 八十至九十年代

出现的各种关于测试对象交际能力的解释模

式 , 如卡纳尔和斯维恩 (Canale and Swain ,

1980 ; Canale , 1983) 以 及 巴 赫 曼 和 帕 默

(Bachman and Palmer , 1996 ; Bachman , 1990)

等人提出的模式 , 是十分有用的模式 , 因为

它们能对外语学习者的外语知识和技能进行

系统而全面的描述 (Buck , 2001∶102) 。巴克

对巴赫曼和帕默于 1996 年率先提出、目前西

方语言测试设计者最常采用的交际学模式进

行了改造 , 从新的角度对测试对象的听力知

识进行解释。巴克认为 , 测试对象的听的能

力可以分为语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

和决策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两大类。

所谓语言能力 , 是指听者的语言知识 ,其

中包括陈述性语言知识 (declarative knowledge)

和程序性语言知识 (procedural knowledge) 。陈

述性语言知识指关于语言事实的知识 ; 程序

性语言知识则指遣词造句的知识 (Anderson ,

1976) 。例如 , 如果学习者知道英语定语从句

是由 who , which 或 that 等关系词引导的 , 那

么可以说学习者具备了关于这一点的陈述性

语言知识 ; 而如果学习者懂得如何用这些关

系词来生成定语从句 , 那么学习者就具备关

于这些关系词的程序性语言知识。两者之间 ,

前者是一种静态知识 , 后者是一种动态知识。

而这两方面的语言知识又进而细分为语法、

语篇、语用和社会语言学等四个方面的知识。

语法知识施用于在语义层对较短语段的

理解 , 它涉及语音语调、口语词汇和口语句

法方面的知识 ; 语篇知识施用于对较长语段

或对两个以上发话人之间互动话语的理解 ,

它涉及语篇特征如语篇衔接与修辞结构方面

的知识 ; 语用知识施用于对语篇功能的理解 ,

以及对相关语篇所要表达的意思的解释 , 它

涉及判辨所听话语是为了传递思想 , 还是为

了操控行为或创造语言时所需的语用知识 ;

社会语言学知识则施用于对特定社会文化语

境中的语言的理解 , 它涉及判辨所用语言形

式得不得体 , 特定社会语言群体有何语言习

惯 , 以及这些语言习惯有何含义 , 如习语比

喻、方言土语、语域风格等方面的知识。

所谓决策能力 , 是指听者在听的过程中

如何运用上述语言知识的能力。这是一种执

行能力 , 尤其包括外语听者如何运用各种修

正和补偿策略达到听懂的能力。相关的策略

可分为认知策略 (cognitive strategies) 与元认

知策略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两类。认知

策略涵盖三方面的内容 : (a) 对所听材料加以

理解 ; (b)对所理解到的东西在长、短期记忆中

加以储存 ; (c) 对被储存的材料从记忆中加以

索取。元认知策略则涵盖四个内容 : (a) 在开

始听之前 ,对听者本人的知识、可供使用的内

部和外部资源以及所听材料的种种限制加以

检测 ; (b)在听的过程中 ,对本人或他人的听力

效果加以检测 ; (c) 在听完材料之后 ,对本人或

他人的听力效果加以检测 ; (d) 为判断听者语

言运用的好坏而进行自我检测。

成人学外语有个特点 ,就是其认知决策能

力一般较强且较稳健 ,而其外语语言能力相对

较弱且不平均。不同听者或同一听者在不同

场合往往表现出很大差别 ,其产生的原因并非

听者的决策能力有别 ,而是由于他们的语言能

力不同。因此 ,在检测外语听力时 ,测试设计

者应当把重点建立在检测语言能力而非决策

能力上。按照这思路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测

试目的 ,对什么是听力构件的问题作出各种不

—44—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同的解释 ,而测试设计者则需根据具体的测试

要求 ,来选择测试语言能力的相关内容。例

如 ,侧重语音知识的听力测试只需涵盖语法知

识的相关内容 ,即语音、语调、单词句子重读等

方面的内容 ;侧重简单语义的听力测试需要涵

盖语法知识的全部内容 ,其中不仅包括语音、

语调、单词句子重读内容 ,同时也要涵盖词汇、

句法方面的知识 ;侧重复杂语义的听力测试需

要涵盖语法知识、话语知识和语用知识 ,既要

测试听懂较长语篇的知识 ,又要测试能够理解

字里行间含义的知识 ;而侧重交际能力的听力

测试 ,则需涵盖语法知识、话语知识、语用知识

以及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应当指出 ,对于

任何一次听力测试 ,我们都无法百分之百地确

定测试对象需要什么样的语言能力 ,才能在测

试中作出什么样的表现。因此 ,如果我们是以

测试对象语言知识和能力作为基础来对听力

构件进行描述 ,那么需要处理的最大困难 ,就

在于如何保证测试项目能真正测试到试题设

计者所关心的特定语言知识和能力。

听力构件的另一种基本解释方法 , 是从

测试对象当完成的任务方面来对它进行解释。

这是所谓以听力任务为基础的听力构件

(task2based listening construct) 。当我们最关心

的是测试对象能听懂什么 , 以及在何种情况

下能听懂什么的问题时 , 采用这种方法来解

释听力构件是最为合适的。

在设计此种以听力任务为基础的测试中 ,

需要采取两个步骤 : 先是搜集一套测试对象

应能听懂的来自实际生活的语料 ; 然后以这

些实际生活中的语料为蓝本而设计出一套语

料相同的测试题目。巴赫曼和帕默对听力任

务的特征作了描述 , 认为听力测试设计者可

以根据这些特征来对测试题项与实际生活中

的语料进行有益的比较 (Bachman and Palmer ,

1996) 。听力任务的特征主要有 : 环境特征、

规程特征、内容特征、预期听力反应、内容

与听力反应之间的关系等。

环境特征是指听力测试涉及的物理条件 ,

其中包括 : (a)测试场所、现场或磁带的背景噪

音 ; (b) 考生与考官的状况 ; (c) 测试时间安排

在上午还是安排在下午或晚上等。规程特征

是指测试的有关规则或规定 ,其中包括 : (a)测

试目的、方式 (口试还是笔试) 、程序、使用什么

语言等细则的说明 ; (b)测试结构、所听段落数

目、每段有几项、是否重复听、听的顺序等 ; (c)

每项任务在多长时间里完成 ; (d)正确答案、评

分标准、评分步骤、单项得分怎样转化成总分

等。内容特征是指所听的是什么材料 ,包括 :

(a)所听材料由什么形式提供出来 ,是现场读

出还是事先录制等等 ; (b) 所听材料涵盖何种

语言范围 ,是否涉及语音、语法、词汇、篇章、功

能以及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知识 ; (c) 所听材料

需要何种文化知识、专业知识以及社会常识才

能理解等。预期听力反应是指测试对象对有

关测试项目可能提供的答案 ,包括 : (a)答题的

方式 :答案选自所听语料还是听者自编、答案

长度与形式 ,以及答题所用时间等 ; (b)自编答

案所用的是母语还是外语等。所谓内容与听

力反应的关系 ,则是指 : (a) 互动关系 ,即指听

者须与被听者互动 ,还是无须互动 ; (b)测试项

目涉及的范围 ; (c) 这种关系的直接程度 ,即 :

听者在何种程度上依靠所听材料的语言来作

出直接听力反应 ,在作出听力反应时是否需要

运用语境知识或背景知识 ,等等。

相对前面以语言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来界

定听力构件的方法而言 , 此种立足于听力任

务的方法有个优点 , 就是它能解释前者无法

解释的一个问题 , 即解释测试对象需要什么

样的能力去应付实际语言听力和测试中的听

力任务问题。按照这种方法 , 我们在设计听

力任务的过程中 , 只需尽可能逼真地复制实

际生活中的语言听力任务 , 就可以了解到听

者应付听力测试任务所需的能力是怎么样的。

然而 , 立足于听力任务的方法也同样存

在缺点。首先是我们对实际语言听力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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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往往缺乏清楚的界定。例如 , 在一般外

语听力水平的测试中 , 应当涵盖多大范围才

符合要求 ? 需不需要涵盖所有听力场合的内

容 ? 即便我们把听力范围缩小到某一特定方

面如学术语言方面 , 所听语言材料也会由于

学科领域、专业范围的不同而不同。因此 ,

我们很难决定应当挑选什么样的实际听力材

料来充当听力测试材料。其次 , 即便我们能

够确定哪些材料适用于测试 , 我们也无法十

分准确地把这些材料复制在测试题目中 , 因

为测试毕竟是测试 , 它与语言的实际交际场

合始终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于这个原因 ,

我们就只有尽量使测试题目复制出实际语言

材料中最关键的内容 ,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

须对听者听测试材料和听实际材料所需的能

力加以比较。这样一来 , 我们就又回到了如

何解释测试对象需要怎样的能力去应付听力

任务的老问题。

当然 , 除了以上讨论的两种基本方法以

外 , 我们还可以寻求既能集各方法之所长 ,

又能避其所短的第三方法来对听力构件进行

更为合理的解释。这第三方法就是建立在听

者语言能力与听力任务互动基础之上的综合

解释法。但限于篇幅 , 且由于这一解释模式

只是根据上述两种基本方法综合而来 , 本文

在此不作深入讨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 不

论采取哪种方法来确定听力构件 , 我们在设

计听力测试项目时都必须 : (1) 重点测试与听

力密切相关的语言技能 ,如对口述语篇的快速

理解、瞬间反应、连线倾听等 ,因为这些技能在

其他地方是无法测试到的 ; (2) 确保测试项目

包括多个语篇和话题 ,以及涵盖合适的语法范

畴 ; (3)在可能的情况下 ,不限于只听短句和简

短对话 ,因为适度加入较长语篇能够启动听者

的语用知识和决策能力 ; (4) 适度加入需要超

出理解字面意义的语篇成分 ; (5) 使测试项目

所含内容不超出特定听者群的共同知识范围 ,

如果超出则需于所听语篇中提供理解线索 ;

(6)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外语听力测试只测试

听者的语言知识 , 而不测试听者的一般认知

能力 , 也就是说 , 测试中只应包括旨在测试

听者从语言层面去理解所听内容的题项 , 而

不应包括测试听者一般智力或常识范围的题

项 (Buck , 2001∶113) 。

二、听力测试的主要方法

从理论上弄清了听力构件是什么 , 也就

是弄清了听力测试中要测试的东西是什么之

后 , 接下来就必须弄明白怎么把这个构件表

现于实际的听力测试题项之中 , 也就是说 ,

必须弄明白怎么去命题 , 命什么样的题。从

某种意义上说 , 测试方式是以听力构件作为

理论基础的 , 因为确定什么样的听力构件 ,

就会采用什么样的测试方式。如果确定听力

构件是听者的语言知识和能力 , 那么测试就

将围绕语言的基本知识来命题 ; 如果确定听

力构件是听者驾驭听力任务的能力 , 那么测

试就将围绕听者的语言交际能力、语境应付

能力来命题 ; 而如果确定听力构件是两者兼

顾 , 那么测试也就将同时围绕听者语言知识

和完成听力任务的交际能力来命题。然而 ,

在实际的测试设计过程中 , 很多人往往是怎

么想就怎么做 , 未必一定都有明确而强烈的

理论意识 , 因此设计出来的题项也可能是五

花八门 , 无所不包。

虽然不可否认 , 不论怎么设计测试题项 ,

设计出来的结果都或多或少地会与上面讨论

到的听力构件有些联系 ,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

而不对这五花八门的测试方法加以总结、归

纳 , 使它们得到理论的升华 , 用以更好地指

导听力测试设计的实践。回顾外语听力测试

的理论和实践 , 我们认为可以区分三种不同

的测试法 : 分项测试法 (the discrete2point ap2
proach) 、综合测试法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和交际能力测试法 ( the communicative ap2
proach) 。

分项测试法在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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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和听说领先教学法最为流行时 , 曾经是

西方外语教学界最受欢迎的测试法。它的理

论依据是 : 语言是一个由无数“零部件”组

成的整体 , 我们可以对它化整为零 , 拆分成

各个独立的部件 , 并对每一个部件进行独立

测试。但由于部件太多 , 不可能全部测试 ,

因此测试设计者就只挑选出其中最重要的部

件加以测试 , 如果语言学习者具备了关于这

些部件的知识 , 那么他们就具备了关于整个

语言的知识。

分项测试法测试的项目主要是语音、语

调、语法结构、词汇 ; 所采用的答题方式包

括“对/ 错”选项或多项选择。最早采用分项

测试法进行命题的典型代表是托福测试。虽

然现时托福测试的听力构件早已变成了语言

知识与交际能力并重 , 而不同于以测试语言

知识为主的早期托福测试 , 但在题项和答题

形式上却仍然保持了分项测试的典型做法。

分项听力测试中最常见的听力任务有三 :

语音分辨 (phonemic discrimination) 、同义确认

(paraphrase recognition) 以及反应评估 ( re2
sponse evaluation) 。在这三者中 , 语音分辨又

是分项听力测试中最具代表性的 , 其做法是 :

让听者听一个孤立的词 , 然后对答题部分出

现的两个读音相近的词进行辨认。所谓读音

相近 , 往往是指相关的词只在一个音素上有

区别 , 如 slip 与 sleep、life 与 live、bit 与 pit、

card 与 guard、lit 与 lid 等等。所谓同义确认 ,

是指让测试对象听一段话语 , 然后在多项选

择中挑选出语义最接近的句子作为答案。例

如 , 听者听到的是 : John ran into a classmate

on his way to the library。提供给听者的多项选

择是 : (a) John exercised with his classmate ; (b)

John ran to the library ; (c) John injured his class2
mate with his car ; ( d) John unexpectedly met a

classmate。这道测试题的重点是辨认英语短语

动词“ran into”的意义 , 测试对象必须懂得

“ran into”在本句语境中的意义是“met”, 才

能正确答题。所谓反应评估 , 是指测试对象

听到一个提问 , 然后在四种回答中挑选出最

符合相关语境的答案。例如 , 测试对象听到

的是 : How much time did you spend in Boston ?

提供的多项选择是 : (a) Yes , I did ; (b) Almost

Ã250 ; (c) Yes , I had to ; (d) About four days。正

确答案是 (d) About four days ,此题的目的是要

测试听者有没有听懂“how much time”, 而其

他答案都分别是对不同问题的反应。

然而 , 到了七十年代 , 不少语言学家开

始对分项听力测试的功能提出质疑 , 认为分

项听力测试每次只能测试一个项目 , 而语言

使用者在语言实际运用中并非一次只应付一

个项目 , 而是在同一时间应付许多个不同的

项目 (Oller , 1979∶37) , 因此应当以一种新的

方法来取代分项测试法 , 这就是始于七十年

代的综合听力测试法。这一方法的立足点在

于测试听者使用语言的、动态的综合知识 ,

而不在于测试听者关于语言的、静态的孤立

知识。

综合测试法所遵循的是“减除多余成分”

原则 (the principle of reduced redundancy) 。言语

在语音、形态、句法等许多层面上都存有多余

成分 ,而多余成分的使用则有助于句子成分的

衔接和联系。例如 ,在“I walked to work yester2
day”这个句子中 ,动词“walk”词尾的“2ed”是过

去时态的标记 ,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 ,而副词

“yesterday”(昨天)也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 , 因

此可以说“2ed”这个过去时态标记是多余

的 , 如果把它略去 , 听者也会正确理解语义 ,

并能根据语境意义将省略部分补全。此外 ,

语言里还充满了大量习惯用语和固定搭配 ,

实际运用中的言语又产生于特定的语境 , 所

有这些都使言语充满可预测的成分 , 而语言

表达的可预测性也就代表了它的多余性。由

于语言中存在这样的多余性和规律性 , 所以

人们只要熟悉某种语言 , 便能对这种语言中

可能出现的一些语句成分进行预测。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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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对这种预测能力的利用 , 来检测学习

者对该语言的熟练程度 , 做法是 : 在设计测

试题项时有意将一些词语抽走 , 减少话语里

的多余成分 , 然后要求测试对象将抽走的成

分补回 , 并以此来评判测试对象听力水平的

高低好坏。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

的抽词填空法 (cloze test) 。听力抽词填空法

(listening cloze) 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

其中有一种是听力测试研究专家坦普尔顿

(H. Templeton ) 提出的 : 他录制一段听力材

料 , 每隔十四个词录一个“哔”音盖住第十

五个词 , 以此造成语音空白 , 然后将听力材

料再录一遍 , 并在每次“哔”音后第一个合

适的句法分隔处作一四秒钟的停顿。在测试

正式进行时 , 先后播放这两遍录音 , 放第一

遍时 , 听者只听不做题 ; 播放第二遍带停顿

时间的录音时 , 听者必须一边听 , 一边在每

次“哔”音后的四秒钟停顿时间里把“哔”

音盖住的那个词写出来。坦普尔顿认为 , 这

种听力抽词填空法十分有效 , 且测试起来也

简单方便 , 唯一的问题是录制材料是可能遇

到的技术问题 (Templeton , 1977∶298) 。

有一些听力抽词填空法却可能脱离了正

规抽词填空法所遵循的原则 , 即并非有规律

地每隔数个单词抽走一词 , 而是随意抽词留

空。有一些测试还把听力材料变成文字 , 从

中抽走一些词 , 让听者拿着变成了文字的材

料 , 一边听一边把抽走的词补回。由于听者

在开始听音时就已拿到文字材料 , 因此往往

无须先听就能正确填空。这样 , 听力填空与

阅读填空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除此之外 , 听力的综合测试法还可以包

括听写 (dictation) 、句子复述 (sentence2repe2
tition tasks) 、综述填空 ( gap2filling on sum2
maries) 等等。所有形式的综合测试法都有一

个特点 , 就是听者必须从语音、语法、词汇

层面对所听材料进行直观的综合处理。通过

这种方式测试听者的听力水平 , 得出的结果

显然比分项测试法更为全面 , 更为可靠。

然而 , 由于综合测试法对听力材料的处

理往往是句子层面的 , 是侧重语言信息而非

交际价值的 , 因此 , 特别是后来当交际教学

法越来越多地为人所接受的时候 , 听力上的

交际能力测试法也就逐步占据上风 , 而成了

不少测试设计者大力提倡的测试方法。

交际能力测试法的理论基础源于交际教

学法。交际理论认为 : 语言是为交际服务的 ,

它用于特定的场合 , 具有特定的目的 : 人们

使用语言时最重要的问题 , 并不在于他们具

有多少语言知识 , 也不在于他们说话时在语

法上是多么正确 , 而在于他们能否在实际语

言场合里正确、恰当地使用有关语言。在一

些人看来 , 所谓语言能力 , 也就是语言的交

际能力 (Hymes , 1972) 。对于外语测试而言 ,

测试设计者应当关注的 , 不在于测试学生是

否掌握了有关某一外语的知识 , 而在于测试

学生能否使用这一外语来进行交际。用语言

学家威德森 (Widdowson , 1978) 的话来说 ,

所谓交际能力测试法 , 就是要测试在语言交

际场合中“怎么用” (use of the language) , 而

不是脱离语言交际功能来测试“用什么”

(usage of the language) 。

立足于交际能力的听力测试的最大特点 ,

是在选材方面突出“真实”二字 , 而不要虚

构。就是说 , 所有供听的材料最好都是取自

实际发生了的语言交际活动 , 即使是无法完

全做到真实 , 例如对原始语料的录音不够理

想而需要进行编辑加工 , 测试选项时也必须

尽量使听力材料逼真。

显而易见 , 交际能力测试法的可取之处 ,

除了选材真实或接近真实外 , 主要还在于它

在设题方法上不拘一格。当然 , 我们也可以

认为 , 听力测试的最佳做法 , 是集交际能力

测试、综合测试和分项测试等多种途径于一

体 , 根据特定的测试目的、测试对象和测试

重点 , 有的放矢地对测试对象的语言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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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语用交际能力进行均衡而有效的测试。

必须强调 , 外语听力测试是值得我们深

入研究的一个领域 , 其中如何设计测试题项

尤其是需要加强研究的环节。就目前我们大

学阶段的外语听力测试而言 , 不论是大范围

的统一设题 , 还是小范围的、由具体任课教

师的自行设题 , 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任意性、

盲目性。我们只有从理论的角度 , 对上面涉

及的这些问题 , 包括听力构件即听力测试究

竟应当测试什么的基本问题、以及听力测试

中可以采取何种方法的实际操作问题有了正

确而深入的认识 , 才能克服我们在听力测试

工作中存在的那种任意性和盲目性 , 把听力

测试的质量推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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