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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冬　梅

汉语口语成绩测试研究综述

　　口语测试是语言测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来测定受试者运用语言

进行口头交际的能力。汉语口语测试是考察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汉语水平经

常采用的重要形式之一。按照考试的目的分为：学能测试、分班考试、成绩

考试、水平考试。汉语口试的整个环节包括: 命题设计、测试实施、口试评

分和成绩分析。近年来对汉语口语测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试的题型及测试

任务的难度分析；施测过程中，考官的提问技巧，及可理解性输入；口试信

度研究、评分标准、评分方法、流利性研究等。对学能测试、分班考试的研

究相对不足，对水平考试及成绩测试的研究较多。对汉语口语成绩测试研究

重要的课题包括：测试的原则、怎么考（考试形式）、考什么（考试题型、考

试任务及难度影响因素研究）、怎么评分（评分标准）等。

一．口语成绩测试的原则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口语教学对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具

有重要作用，是主干课程之一。如何准确评价学生的口语水平、评估口语课

的教学效果，离不开口语成绩测试，因此成绩测试与日常口语教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

　　成绩测试包括在不同教学阶段进行的各种测试，如单元测验、月考、期

中考试、期末考试等，它直接反映学生在一个阶段内的学习成绩和教师的教

学效果。具有强制性、经常性和反馈性。其具体功能包括:1．诊断教学，具

有评价功能 ；2．规范教学，具有导向功能。3．催化教学，具有激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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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教学，具有反拨效应；5．搜集信息、研究教学。1

　　关于成绩测试的原则，彭国庆、贾磊提出了：1．一致性原则。即测试的

目标内容和教学的目标内容是一致的。2．可靠性原则。成绩测试能稳定可靠

地反应学习者的实际水平，即测试要具有可信度。3．有效性原则。测试的内

容和方法能有效地反应学习者的实际水平，即测试要具有效度。4．区分性原

则，指测试应具有区分学习者知识和能力差别的性能，即试卷的难易度要适

中，试题间的难易程度要有跨度和一定比例。5．操作性原则，是指测试要经

济，便于施测，操作性强。特别是口试的形式决定了它有别于笔试，在实施

测试的过程中，更要求经济，易于操作，特别是评分标准要具体，操作容 

易 2。前四项都是一般成绩测试的基本原则，第五项原则结合了口语测试的特

殊性。

　　许希阳针对汉语口语测试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测试理念，认为口

语测试的目的是复现学生真实的口语水平，因此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提出

了真实性和交互性原则。1.真实性原则：指受试者在测试中使用目标语完成

测试任务与其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目标语进行交际活动的相似程度。包括: 输

入的真实性(测试文本、测试任务)，输出的真实性和情景的真实性。2.互

动性原则：体现在考生与考试任务之间的互动性以及考生与主考教师之间的

互动性。“以考生为中心”，就是让考生有话可说而且愿意表达。如考生熟悉

的、适合口语水平的话题、轻松自然的交际场景等。教师在场景中充当交际

的另一方，与学生展开平等的对话，通过提示、引导、启发等方式让学生充

分展示语言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才实现了考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性。3

　　许提出的原则针对一般的口语测试，没有考虑口语成绩测试的特殊性。

但这些原则可以作为设计口语成绩试题及考试形式时的重要参考。

　　结合已有的研究及口语成绩测试的特殊性，我们认为汉语口语成绩测试

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一致性、有效性、区分性、操作性和交际性。

二．怎么考--汉语口语成绩测试的形式

　　柴省三、 杨翼、王晓君等对汉语口语测试的形式进行了研究。按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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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口试分为：间接口试、直接口试和半直接口试。在汉语口语教学班

级中，学生一般不超过20人，因此汉语口语成绩测试大部分采用的是直接口

试的方法，即考官与考生面对面进行交流，随时观察、记录，考完就给出成

绩。测试人员往往是口语教师本人。直接口试交互性、真实性强。考完就给

出成绩，所以效率比较高。不过， 在直接式口语测试中，因为考官要控制考

试程序、扮演交际角色、记录学生表现，又及时给出学生成绩，所以对考官

的现场反应能力及速度要求比较高 4。如何在较短的测试时间内对测试对象

的口语水平进行准确评判，需要测试人员有极为灵敏的反应能力，稍有不慎，

即容易造成误判 5。考官即任课教师对考生的口语水平比较了解，评分时不一

定完全根据考生现场表现，会受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而调整成绩，主观性较

强，这也会影响测试的信度。

　　也有采用考官与考生面对面进行交流、录音，考试后听录音评分，考试

者和评分者可能由不同的人担任，比如由平行班的不同任课老师打分。这种

形式提高了评分的准确性，但比较花费时间和精力。

　　也有人提出在口语成绩测试中采用标准化试题，让参加测试的留学生进

行口语录音，考官只负责控制录音设备。录音结束后，教师听录音，给出成

绩。认为这种测试方法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稳定性和统一性，避免了过去那

种单凭印象打分产生的偏差，有助于教师对考生成绩的定位分析，也有助于

教师对学生作测试后的指导，可充分地发挥测试后的反馈效应 6。但这种测试

形式失去了口语考试的真实性和互动性，似乎更适合大型的标准化的口语测

试，如HSK口试，是否能作为理想的口语成绩测试形式有待商榷。

　　随着口语测试领域研究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歩，更多的口语测试形式被开

发出来，如电话口试和人机互动的口试。但是如何把这些新形式更好地应用

到口语成绩测试中将是新的研究课题。

三．考什么-- 汉语口语成绩测试的任务

　1.口语成绩测试的题型

　　考试的题型取决于考试的目的及可行性。学者们根据考试目的不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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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考试的题型。李海燕等（2003）等研究了口语分班测试题型。杨翼（2014）、

彭国庆、贾磊（2012）、许希阳（2005）、陈昭玲（1988）、翟艳（2012）等关

注了口语的成绩测试的考试题型。

　　汉语成绩口试的内容范围就是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项目和教材的内容。

口试的目的是检测学习者用汉语进行口头表达的能力。即能否用正确的语

音、语调得体、流利地交流和表达，在表达过程中，词语使用是否丰富、恰

当，语气是否自然；语法结构、口语句式是否正确；能否根据交际的需要灵

活选择和变换不同的说法，表达是否流畅，是否能达到交际的目的。鉴于此，

汉语口试的内容包语音能力(声、韵、调、停顿、重音、语调、语气等)、用

词造句能力、成段表达能力、语用能力、跨文化的口语交际能力等。7

　　口语成绩测试，具有检验学习内容和诊断口语水平的双重职责。因此既

需要考察交际性，又需要考察学生对学习内容和语言形式的掌握情况。成绩

测试也带有明显的阶段性。考试只是对目前这个学习阶段学生口语水平的认

定，而且对口语能力诊断的意义大于对口语能力判断的意义。8

　　鉴于汉语口语成绩考试的目的和特点，试题应当包括主观性试题和客观

性试题，分立式试题和综合性试题。

　　杨翼（2014）概括了几种常用的汉语口语成绩测试的题型：9

（1）朗读：包括拼音、汉字、单词词组、句子语篇等，考察语音、语调、重

音、连读、节奏、停顿、语流音变等。

（2）复述：考生先阅读材料，然后复述。许希阳提出：教师应参与其中，让

学生看材料，然后根据所看内容和教师一起对话，对话既要呈现材料中一些

基本、重要的信息，而且随着对话的展开学生可以即席加入内容。

（3） 问答：包括被试者回答考官提出的问题和被试者朗读一段语料后回答问

题。许希阳建议教师与学生进行问答时，应把大的话题切分成几个子话题，

按照逻辑顺序层层展开，通过学生的回答获得信息，进行真实、互动的信息

交流。避免让学生回答没有逻辑关系的几个问题。10

（4）角色扮演：规定大致情节及交际场景，为考生设定角色，进行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对话。交际性口试特别推崇的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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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看图说话 ：提供图画或者照片，要求学生回答问题（或描述景物、人，

或叙述事件）；或者用图片引出话题。能引发学习者的口语表现，又能较好的

避免阅读或听力技能对口语表现的影响。

（6）口头演讲：用汉语发表意见、论证观点、解释原因、讲解办法。先提供

题目或一段材料，准备后再口试。应该是学习者感兴趣的事件或者问题。

　　许希阳提出成段表达事先让学生准备无可厚非，但学生几乎原封不动地

背诵就不符合口语行为的即席性特征。应该要求学生在新的情境下对原先的

东西进行重新编码和加工。11

（7）小组讨论：3、4个学生根据给定的话题进行口头交流，以观察学生的汉

语口语常规技能（声韵调、流利度和正确度）和汉语应变能力。话题应新颖

有趣，应考察学生如何引入话题、阐述思想、如何结束、表达的清晰度、语

言组织的逻辑性、说话时长等。

（8）口译：汉语翻译成外语，外语翻译成汉语。

　　翟艳（2012）通过调查整理出了4个单位或文献中的口语成绩测试的题

型，如下图。12

　　许希阳认为在设计口语试卷时应该摆脱练习中存在的机械、人为的痕

迹，创造典型、真实的情境让学生能够较为自然地运用所学的内容。认为完

成句子、造句、改说句子、解释词语等不太合适。

表1　题型统计



名古屋外国語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50号（2016.2）

― 206 ―

　　翟艳认为朗读、造句、复述、解释词语、选择判断、说词与听写还停留

在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考察上。多是单向、静态的表达，学生在给定的内容

框架下作答，内容受限制，机械性的表达居多，完全不具有任务型测试特征。

她结合任务型汉语教学提出以被试完成任务的表现来评估学生的语言能力。

测试过程采用动态的一对一或小组互动的方式，通过信息差等任务活动，激

发学习者的主动参与意识和表达。提出任务型汉语口语成绩测试题型：1.看

图说话；2.听指令，做动作，同时做出语言回应；3.角色扮演--考生根据情

境和提示，轮流向对方提问，进行角色扮演。或是小组调查--一是提前布置

任务，考试时，学生以ppt形式展现报告的结果。一种是现场调查，考生随

机分组，根据主题进行组内调查，记录要点，现场公布调查结果。13

　　我们认为，结合成绩测试的原则与功能，机械的、侧重语言形式的测试

题型是必要的，但是所占比例不应太大，如不超过1/3，大部分题型应该是

接近真实交际情境的试题形式。

　2.口语测试任务难度的影响因素

　　不同的口语测试题型难度是否相同，影响难度的因素有哪些？ （聂丹，

2011，2012）对测试任务难度的影响因素做了系列研究。

　　口语测试的任务，就是在测试环境下要求考生使用目标语口头完成测试

作业或试题，其功能是引导考生说出可供评分的话语，以此推论考生在目标

语交际环境中的口语能力。作为口语测试的重要基础，任务及任务难度关系

到口语测试的效度和信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研究，她发现：对被试口语表现影响程度由小到大的因素依次是: 

时间 < 环境 < 考官 < 交际任务 < 话题内容 < 考生心理状态 < 考生口语

能力。可见，考生个人的能力和状态是影响测试表现的主要因素。叙述、描

述和议论说理这三种任务类型由易到难依次为: 叙述任务（介绍一个人或讲

述一件事）< 描述任务（看图说话）< 议论说理任务（讨论一个问题或评说

一个道理）。对任务难度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从大类来看，依次是: 话题

因素 > 输入因素 > 组织与环境因素 > 语言因素 > 体裁因素 > 被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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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类来看，依次是:话题熟悉度 > 词汇难度 > 话题类型 > 输入语言的难

度 > 输入问题理解度 > 话题认知度/输入方式接受度 > 活动方式和类型 > 

测试环境 > 体裁类型 > 话题抽象度 > 输入情境或提示信息的激发性 > 话

题相关度 > 语法句法难度 > 体裁组织思维复杂度。口语考试的三种组织形

式 ：考生独白、考生与考生对话、考生与考官交谈，从考生不喜欢到喜欢的

顺序是：独白 < 考生一考生 < 考生一考官。从考生不紧张到紧张的顺序依

次是：考生一考生 < 独白 < 考生一考官。按照考试有效程度从低到高依次

是：考生一考生 < 独白 < 考生一考官。考官与考生面谈这种形式让考生感

到紧张，但却是最受考生欢迎的，同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14

　　通过对体裁难度的感知调查和实测调查，她发现体裁认知类型由易到难

的序列: 叙述、描述 < 说明--类举、说明--比较 < 说明--阐释 < 议论--

评测 < 议论--论说、说明--决策。15

　　以上的研究对结合考试任务难易程度设计合理的测试任务、测试题型具

有重要意义。考试任务对不同背景、不同特点的考生是否具有不同的难易程

度，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足。

四．口试的评分标准

　　口试的成绩评定，设及到评分标准和考官或者是评分员两种因素。鉴于

汉语口语成绩测试基本是由任课老师一人担任评分员，我们暂且只关注了对

口语评分标准的研究，暂不考虑对评分员的研究。

　　从哪些方面判断口语水平，即口试的评分标准是什么？一直是口试研究

的重点课题之一。近些年来的测试研究，特别是大型的口语测试研究，都较

关注评分标准的讨论。也都有一套与测试概念相适应的评分标准。英国的

IELTS ：流利性和连贯性、词汇、语法及语音四个维度。美国ETS的TSE口

试：语法、语音、流利性和可理解性四个方面。FSI口试（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语音、语法、流利性、词汇和可理解性五个方面。而中国大学

英语口试SET(Spoken English Test)：准确性、语言范围、话语长短、连贯

性、灵活性和适切性六个方面。汉语口语考试（HSKK），陈田顺从内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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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语调、流利程度、词汇、 语法等方面分解了标准。刘镰力认为考官应首先

重视总体印象，在此基础上注意对内容、语音语调、语法、得体性这几方面

的把握。美国的OPI(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评分时考虑了功能 / 

情景 (即交际场合)、话题 (谈话的广度、准确性）、篇章类型 (输出的是段

落、句子还是单词、短语)四个方面。16 显然， 对于评价口语水平的基本维

度究竟有多少、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不同维度在口试分数中所占的

权重分别有多大等问题， 在语言学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

　　规范化、标准化程度都不高的口语成绩测试其主观性更强，影响评估信

度的关键项目―评分标准是一个从研究到操作都不成熟的薄弱方面。评分

员一般都由任课教师担任，考试的随意性、标准的不确定性和对标准认识的

模糊性现象更为严重。目前各校口语成绩测试多为教师一人打分，评分方法

主要为按照不同等级的相关标准、利用打分表进行分项打分。实际上，在具体

操作中，据教师反映，由于比较熟悉学生，老师们在心里多有“先入之见”，

如果学生的表现失常，在分项评分后都会有一次“位置调整”，这时起作用的

就是综合评分。 因此翟艳建议任务型口语成绩测试的评分方法采用分项评分

与总体评分相结合的方式，以分项评分为主，总体评分为辅，总体评分的分

值设为总分的 5%-10%。17

　　许希阳（2005）：期中、期末口语测试时，分数评定基本上有两类:一种

是教师按学生每个题目的回答情况打分，最后计算总分;另一种是教师根据

学生的表现给一个总的印象分。前者看似公平，但只有评定学生对语言知识

的掌握才能保证公平;后者是一种综合的印象式评分，没有明确的标准，主

观性太强。口语测试更强调交际的原则，因此不应只注重学生话语的准确性，

即是否有语音、词汇、语法错误，而且应该注重实际表达的内容所体现的意

思，以及话语的流利性、得体性、连贯性、逻辑性、完整性、思辩性等各种

要素。此外，口语成绩用百分制评定很难准确地说明学生口语水平的高低。

因此她建议列出具体评估项目，并给出成绩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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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高不同的等级考察学生口语能力时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因此评

定学生最后的口语成绩应该着眼那些最关键的指标，以此凸显不同等级的特

殊要求。学生拿到成绩单时不仅看到一个总的评价，也看到了这些具体项目

的评定情况，这对他们进一步提高口语水平有着借鉴的意义。18

　　张军（2014）调查了对外汉语教师心中的口语评价标准，得出的结论认

为：在 “语音（语音语调的准确性、可理解性）、词汇（词汇的广度、选词的

恰切性）、语法（语法的准确性、复杂性）、流利度（语速、节奏和韵律、非

正常停顿― 如长时间搜索词汇、思考、自我修正、重复）和内容（完整性、

连贯性、逻辑性、关联词的使用）”五项标准不是同等重要的，在各个教学阶

段中其所占的比重有较大不同。留学生口语产出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三项是

教师更为关心的，特别是零起点的汉语教学，语音项权重占到三分之二。随

着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各项标准有均衡发展的趋势，但

始终是语音、词汇和语法三项为主，流利度和内容为辅。19

　　杨桦（2013）认为：高级口语课的成绩测试，应以下面十个方面作为标准

进行评判: 充分的准备；发音和语法比较规范；时间长度合适；观点清晰；

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表达流畅；逻辑合理；语句通顺连贯；使用适当的表

达用法和词语。这样既可以充分体现高级口语课的训练目的，又可以切实提

高学生的高级口语交际水平，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在评判标准方面做到细

致统一。20

表2

语音 词汇 语法 内容 流利性连贯性得体性完整性整体交
际效果

其他

优

良

一般

及格

不及格

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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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艳（2012）认为考试标准与一定的任务形式相联系，口语评估标准要

做到简洁、易行、 区分清晰，她探讨了针对成段表达任务设立的测试标准。

确立了五大项 11子项的口语成绩测试标准，如下图 21

　　口试评分标准因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形成了一定的

共识：如语言形式（语音、词汇、语法—正确性，丰富性）、流利度（或听

感）、意义表达（正确、连贯、逻辑清晰）等，也有学者进一步关注了流利度

的研究。但是每一项标准的等级如何制定，每一项标准在总成绩中应占多少

比例，在不同教学阶段不同标准具体如何侧重等，还没有看到更多的研究成

果。汉语口语成绩测试亟需确立更科学的、可操作的统一的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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