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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听力教学指导方法及教学体会 

摘要：听力作为一种接受性的技能，处于被动而隐性的地位，它在日常言语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多

学生在经过初级阶段的韩语听力训练后,  都会对如何进一步提高听力水平而感到困惑。本文分析了心理、

语言基础知识、母语干扰和听力材料的内容等因素对听力教学的影响,  结合韩语听力教学实际，对所运用

的教学指导方法及听力教学体会进行了简要总结。 

关键词  ：  韩语   听力教学    因素   体会 

     1  、影响听力教学质量的因素   

     1.1  心理因素的影响 

     听力理解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的综合。影响听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听话者的情绪状态，即听的动机

和听的自信心。不愿听、无兴趣听，听的效果自然不佳。总感到被动、无把握或担心听不懂而产生的焦虑

紧张心理是听力训练的大敌。笔者所教的学生当中有很多反映说一播放听力、心里就紧张，大脑一片空白，

这是心理焦虑紧张的具体表现。   

      1.2  语言基础知识   

      语言基础知识是影响听力理解的决定性因素。语言基础知识包括语音、语调、语速、词汇、句型、语法

等，如果这些基础知识不扎实，训练再强化，效果也不会明显。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听力训练就如同“空

中楼阁”。因此，听力训练必须从语言基础抓起，尤其要过好语音关。要通过示范、模仿、听音、辨音练

习和适当的录音、影音材料，培养学生对韩语语流中的连音、紧音、辅音同化、重读、升调等语音、语调

变化的敏感性以及语速的适应性。       1.3  母语的干扰因素   

     汉语作为母语在中国学生心中已根深蒂固，学习作为同属汉字文化圈中的韩语时难免要受其影响，听力

训练更不例外。特别是学生在听韩语时，习惯于将其逐字逐句用汉语翻译出来，然后再去理解，而不能将

韩语语音信息直接转化为语言情景，也就是说不习惯于用韩语直接进行思维，从而影响听力理解的速度和

效果。同时在听的过程中，学生往往因一词、一句听不懂，停下来苦思冥想，结果后面的许多内容也错过

了，影响了听力效果。 

     1.4  听力材料的内容因素     有时学生由于不熟悉韩国的文化特色，不了解韩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

信仰，爱好以及生活方式等，常会感到所听的材料不容易理解。韩国虽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某些风俗、

文化等方面和我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韩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如果没有

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也会影响听力理解的水平。 

      2  ．韩语听力教学中的几点体会   

      2.1  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信心，提高学习兴趣。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在接受听力训练时，学生由于听

懂的内容很少，便会产生紧张、急躁的情绪；越紧张就越听不懂。在一段时间内感觉不到进步时，学生又

易产生畏难心理，失去学习兴趣。因此，教师首先应向学生阐明听力学习的特点和方法，让学生认识到听

力学习的艰巨性和渐进性，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其次是指导学生保持良好心态，稳定情绪，从容应对。 

      2.2  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语言基础知识。 

      2.2.1  语音知识   

     一是韵尾。韩国语的韵尾都是由辅音充当，辅音中除以外的 15  个辅音都可以充当韵尾。由一个辅音作

韵尾的是单韵尾，两个辅音作韵尾的是双韵尾。  对于大部分初学者来说，双韵尾的发音是个难题，听音辨

字就更难了。     二是音变。音变是语音在语流中的变化。在语流中，有些音素受到前边或后边音的影响，

会变成另外一个音节。韩语的音变现象较为复杂，但多数是有规则可循的。韩语的音变现象一般有连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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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紧音现象、送气化现象、韵尾脱落现象、添加音现象、同化现象等，此外，还有个别的特殊音变现象。

在实际的教学中，当听力内容中出现音变时应重点强调、多举实例。 

 

       2.2.2  听与说、读结合，强化语言基础知识。 

       听、读、说、写四种能力中，前两者系语言输入能力，后两者则为语言输出能力。听与说的能力是相辅

相成的，偏废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平时教学要倡导学生多听、多说，结合语境，开展对话、回答、讨论、

话题专项训练等口语练习，强化他们对语调、语速、常用句型等地掌握运用能力。另外，学生在听力方面

常遇到的问题是：生词——关键性的生词会妨碍对句子乃至段落的理解；语法结构——多种不同语法结构

的存在会造成思维与语速不协调，影响对句子或语篇的全面理解。而这两点都可通过阅读来克服。因为阅

读和听力实质上都是一种有速度、记忆、判断和概括与理解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能力，两者所遵循的

思维方式基本是一致的，阅读可扩大词汇量，加深对词意、语法现象的理解和记忆，扩大知识面，有利于

对材料深层次的理解，可训练思维、理解、概括能力，从而提高收听理解的速度与准确性。泛读、速读的

阅读形式最适于提高听力理解，训练中要注意理解与速度并进，一气呵成，不要频繁查字典影响思维的进

程；阅读材料与听力材料深浅程度要保持一致；在理解的基础上扩大词汇量和训练语言的转换能力。 

      2.3  用正确的方法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听力习惯。 

     首先是指导学生培养预期的习惯。预期指听者根据已知的语言信息，对未知的信息迅速作出判断的能力。

提前阅读是做好听力理解的重要保证。可指导学生听前浏览一下问题，做到有的放矢，并根据环境、文化

背景等对材料做出预测。其次是无论精听或是泛听，最好开始都不要看文字材料。精听应先把录音内容从

头至   尾听一遍，再把听不懂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听。若有些地方实在听不懂，也应尽量听清各个音

节，然后再翻开书看一看，有些影响理解的生词可查一下词典。接着再合上书从头至尾听，直到能够听懂

全部内容为止。通过这样的听力训练，可促使自己提高辨音及听力理解能力。如果读过书面材料再去听录

音，往往就   不是耳朵在辨音，而是大脑在思索，背诵，如果看着书面材料听，则往往是自己的默读，这

样达不到提高听力的目的，遇到新材料的时候就又会听不懂。再次是要注重培养捕捉关键词和快速记录重

要信息的习惯。听力包括听音辨音和听音会意两个方面。听的重点一般在文章大意上，在快速语流中单词

的发音受音变影响，会发生一些变化，听者不可能听清每个词，要从整体上去理解，去推断。根据语言知

识，有选择的去听，如听议论文，应快速记录开头或结尾处的主题句；故事性的短文，要注意捕捉“谁、

哪儿、何时、什么、为什么”等五个问题。   

      最后是注重听后的输出阶段。语言输入必须与输出相结合。听后环节就是要学生在接受大量的语言输入

后，进行有效的语言输出，即交际。在听完一段材料后，教师不仅要检查学生答案，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

生注意所听材料中的语言形式，并通过设计一些活动来促使他们把这些输入内化为自己的语言，从而达到

学以致用。总之，教师通过组织不同的活动，引导学生语言输出，可以使课堂充满生机，给学生提供自由

的表达机会，使学生感受学习的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2.4  指导学生课外进行泛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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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课时有限，每周的听力课不能保证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听力技能。教师应指导学生课外收听韩国语广

播、观看韩国电视节目、听韩文歌曲等，使学生熟悉不同口音、性别、年龄、国家的读音，扩大知识面。

通过泛听可以培养语感，养成用韩语直接思维的习惯，摆脱母语干扰，增强反应能力，达到提高听力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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