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新闻访谈对高级对外汉语
口语教材会话编写的作用

ｓ

徐素 萍
？

［摘 要 ］ 文章 分析 了 当 前 对 外 汉语 高 级 口 语教材会话 编 写 中存 在 的 问 题 ：

一

、会话部 分

所 占 比 例 不 足 ；
二

、 会话语料真 实 度 、
口 语 度 有待加 强 ；

三 、 会话话題 与 交 际 功 能 的 联 系 不 够 紧

密 。 文章探讨 了 新 闻 访谈语料对解 决 这 些 问 题 所起 的 作 用 ：

一

、 新 闻 访谈语料可 以 增 加教材会

话真 实度 、
口 语度 ；

二
、新 闻 访谈语料蕴含 了 大 量 最新话题及 交 际 功 能 项 目 ， 实 用 性较 强 。 文章

进一 步 阐 述 了 如何把新 闻 访谈语料加 工 为教材会话材料 的 具体 思路 ， 对 高级 汉语 口 语教材 的 会

话编 写 有 一 足 的 参考 价值 。

［关键词 ］ 新 闻 访谈 ； 语料 ； 对外 汉语 ； 高 级 口 语教材 ； 会话

Ｔ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Ｎｅｗｓ Ｉｎ ｔｅ ｒｖ ｉｅｗｔｏＴＣＳ 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ｐｏ ｋｅｎ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Ｔｅｘ ｔｂｏｏｋＣｏｍｐ ｉ ｌ ｉｎｇ

ＸｕＳｕｐ ｉ 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 ｉ ｓａ ｒ ｔ ｉｃ ｌ ｅａｎａ ｌ ｙｚｅｓｔｈｅｃ ｕ ｒ ｒｅｎｔｐ ｒｏｂ ｌｅｍｓｅｘ ｉ ｓ ｔ 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ｈ ｉ ｇｈ
－

ｌ ｅｖ ｅ ｌｓｐｏｋｅｎ

ＴＣＳＬｔ ｅｘ ｔ ｂｏｏｋ ｓ ．Ｆ ｉ ｒ ｓ ｔ ｌ ｙ ， ｔｈ ｅｃｏｎｖｅ ｒｓ 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ｐａ ｒ ｔａ ｃ ｃｏ ｕ ｎｔｓｆｏ ｒ ｌ ｅｓｓｔｈａｎｗｈａ ｔ ｉ ｓｎｅｅｄ ｅｄ ．

Ｓｅｃｏ ｎｄ ｌ ｙ ＊ｔｈ ｅｃｏｎｖ ｅ ｒｓ 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ｉ ｎ ｔ ｈ ｅｔ ｅｘｔｂｏｏｋａ ｒｅｎｏ ｔｒ ｅａ ｌ ．Ｔｈ ｉ ｒｄ ｌ ｙ ，ｔｈｅ ｒｅｓ ｈｏ ｕ ｌ ｄｂ ｅａｃ ｌ ｏ ｓ ｅ ｒ

ｒｅ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ｓｈ ｉｐ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 ｈｅｃｏｎｖｅ ｒ ｓ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ｔｏｐ ｉｃｓａｎｄｔ ｈｅ ｉ ｒ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 ｖｅｆｕ ｎ ｃ ｔ ｉｏｎｓ ．Ｔｈｅ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

ａ ｒｇｕｅ ｓ ｔｈａ ｔｎｅｗ ｓ ｉ ｎ ｔ ｅ ｒｖ ｉｅｗｓｃｏｕ ｌ ｄｓｏ ｌ ｖｅｔｈｅ ｓ ｅｐ ｒｏ ｂ ｌ ｅｍ ｓ ．Ｏｎｏ ｎ ｅｈａ ｎｄ ， ｎｅｗ ｓ ｉ ｎ ｔｅ ｒｖ ｉ ｅｗ ｓｃａｎ

ｉ ｎ ｃ ｒ ｅａ ｓ ｅｔｈｅｎａ ｔ ｕ ｒａ ｌｎｅ ｓ ｓｏ ｆｔｈ ｅｃｏｎｖｅ ｒｓａ ｔ ｉｏｎ ｓ ｉ ｎ ｔｈｅｔ ｅｘ ｔ ｂｏｏｋ ｓ ．Ｏｎｔ ｈｅｏ ｔ ｈｅ ｒｈａｎｄ ， ｎｅｗｓ

ｉｎ ｔ ｅ ｒｖ ｉ ｅｗｓｃｏｎ ｔａ ｉ ｎａ ｌ ａ ｒｇｅａｍｏｕ ｎ ｔｏ ｆ ｔｈｅ ｌ ａ ｔ ｅ ｓ ｔ ｔ ｏｐ ｉ ｃ 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 ｎ ｉ ｃａ ｔ ｉｖｅ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ｉ ｔｅｍ ｓ ．Ｆ ｉ ｎａ ｌ ｌ ｙ ，

ｔ ｈｅａ ｒ ｔ ｉｃ ｌ ｅｐ ｒｏｖ ｉ ｄ ｅ ｓｓｏｍｅａ ｄｖ ｉ ｃｅｏｎｈｏｗｔｏａｄａｐ ｔｔ ｈｅｎｅｗｓ ｉ ｎ ｔｅ ｒｖ ｉｅｗｔ ｏｓ ｅｎ ｉｏ ｒ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ｃｏｎｖｅ ｒ ｓ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 ｒｐｕ ｓ ．Ｔｈ ｉ ｓａ ｒ ｔ ｉｃ ｌ ｅｈａｓａｃ ｅ ｒ ｔ ａ ｉｎｒｅ ｆｅ ｒｅｎｃ ｅｖａ ｌ ｕ ｅｏｎｃｏｍｐ ｉ ｌ ｉｎｇｃｏｎｖｅ ｒｓ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ｔ ｅｘ ｔｂｏｏｋ 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ｓ ｉｎ ｔｅ ｒｖ ｉ ｅｗ

；ＴＣＳＬ ；ｔｅｘ ｔｂｏｏ ｋｏ ｆｈ ｉｇｈ
－

ｌ ｅｖｅ ｌｓｐｏｋｅｎＣｈ ｉ ｎｅｓｅ
；ｃｏｎｖｅ ｒ ｓａ ｔ ｉｏｎ

①本文是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基金项 目 （ ２ ０ １ ３ＳＪＤ ７ ４ ０ ０ ２ ４ ）

“

与 ＨＳＫ 考试 大纲 语法部分配套 的新 闻 访谈

音像库
”

的 阶段性成果 ？

② 作者 简介 ： 徐素萍 ， 三江学 院讲师 ， 研究 方 向 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



８ ４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１ 引 言

会话 ， 是你一言我一语 ， 表面简单 ， 可细究起来 ， 却有其复杂 的结构和规则 。 我们 曾对南

京部分高级汉语 口语教材 的使用者进行调查 ，结论是教师多认为
“

会话不 自 然
”

、

“

话题范 围

不广
”

、

“

会话练习 不太好用
”

， 留 学生则认为
“

很 多话题与 留 学生无关
”

、

“

会话过长 ， 信息 陈

旧
”

、

“

跟阅读课会话差不多 ， 不实用
”

。 我们查 了有关研究资料 （徐子亮 ，
２ ０ ０ ２

； 陈莹 ，
２ ００ ３

； 吴

勇 毅 ，
２ ０ ０ ５

； 孙雁雁 ，
２ ０ １ ０

； 徐兰 ，
２ ０ １ ２ ） ， 发现高级 口语教材 已 引 起很大关注 ，但会话编写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陈绂 （ ２ ０ ０ ６ ） 指 出 ， 口 语会话应是师生共 同 使用 的
“

工具
”

或
“

资源包
”

。

赵雷 （ ２ ０ ０ ８ ）进一步指 出 ， 应通过现代技术手段 ， 以 多样化 的输人形式 ， 提供多样化 的学 习 活

动 。 文章将在这些研究 的基础上 ， 总结髙级 口 语教材会话部分存在的 问题 ，并提 出
一些建议

及操作方法 。

２当前对外汉语高级 口语教材会话部分存在的 问题

高级 口 语教材的编写 目 的是培养学生 的高级 口 语交际能力 。 上世纪 ８ ０ 年代初 ， 在海姆

斯提 出 的交际能力学说 （ Ｈ ｙｍ ｅ ｓ ， １ ９ ７ ２ ） 的基础 上 ， 卡纳 尔 和斯温创建 了 交际能力 模式 。 根

据该模式 （ Ｃａｎ ａ ｌ ｅ＆Ｓｗ ａ ｉ ｎ ， 
１ ９ ８ ０ ） ， 交际能力包括 四个子能力 ： ① 语法能力 ， 即语音 、 词汇和

语法等知识 ； ② 语篇能力 ， 即组句成篇 的能力 ， 保证话语结构 的连贯性和
一致性 ；③ 社会语

言能力 ，是在一定 的社会情景下得体使用语言 的能力 ，包括语用能力 、话题选择 以及对交际

目 的 的预设等 ；④ 策略能力 ，是一种运用语言或非语言手段达到交际 目 的 的策 略 ， 包括如何

开始说话 、修正话语 、重新指导交际活动 以及结束说话 的能力 。 目 前高级 口 语教材编写能真

正深入应用这些理论 、加强会话编写投人的并不多 ， 多 的 是强化第 一项交际子能力 的教材 。

当前汉语高级 口语教材会话部分在培养第二 、三 、 四项交际子能力 （高级会话能力 ）方面存在

以下具体问题 。

２ ． １ 会话所占 比例不足

高级 口 语教材应为使用者提供可 以模仿的会话范例 。 可很多教材名 为高级汉语 口 语教

材 ， 主体 内 容却是从报纸 、杂志或者文学作 品 中 摘录 的 书面材料 ， 会话部分所 占 比 重不足 。

比如 《经贸高级汉语 口语 》 （黄为之 ，
２０ ０ ７ ）主体部分为长篇经贸资讯阅读材料 ， 教材在话题选

择 、语体风格上过于正式 ， 与 日 常会话差距较大 。 《说汉语 ， 谈文化 》 （吴 晓露 、 程朝 晖 ，
２ ０ ０ ８ ）

用大量书面材料介绍 中 国大学生就业难 、送礼成风等现象 ， 对会话部分不够重视 。 《 高级汉

语 口 语 话题交际 》 （章纪孝 ，
１ ９ ９ ３ ） 的主体也是大量 的 书 面 阅读材料 。 该书共二十 四课 ，

包含会话形式 的课文只有六课 ， 比重偏少 。

２ ． ２ 会话语料真实度 、 口语度有待加强

绝大多数高级汉语 口语教材对会话语料来源及使用 未作详细说 明 ， 这表 明这些人物会

话多是根据词汇 、语法大纲编写 ，并非来 自 对现实 口 语语料 的深度加工 。 这方面 《汉语 口 语

速成 》 （ 马箭飞 ，
２ ０ ０ ６ ）做得较好 ，该书前言指 出

“

此套教材在语料选取 、练 习 形式等方面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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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 尽量选取和加工真实语料 ， 增加交际性练 习 内 容
”

， 但教材 中详细注 出语料来源的并

不多 （提高篇 中第十七课 中注 明是 电视采访节选 ， 高级篇第三课注 明是
“

口述实录
”

） 。 《高级

汉语 口 语 ： 话题交际 》在语料真实度方面做得更加充分 ， 该书 素材多取 自 报纸杂志 、广播录

音 ，并在课文末一一注明语料来源 ，但这些语料完全来 自 口 语的 比较少 。

高级 口语教材会话语料的真实度 、 口 语度 的不足导致 了
一

系 列 的 问题 。

一是会话交际

不真实 ，仿佛说话者交际 的 目 的 只在造一些正确 的句子 。 二是会话结构安排不够合理 。 会

话开头 、结尾方式单一 ， 有 的会话为 了凑篇幅 ，话轮过多 ， 比如 《 发展汉语 ： 高级汉语 口语 》 （李

禄兴 ，
２ ０ ０ ６ ）上册第八课关于黄龙旅游区 的谈话 ，前面还在 问到黄龙 的 风景如何 ， 后面就扯到

修建索道的 问题 ； 三是会话策略体现不 明 显 。 自 然会话 中 的 回 避 、 拒绝 、 反馈 、填充 、修正等

策略体现不 明显 ， 教材 中缺少
“

你 的意思是说
”

、

“

不是我说你
”

、

“

坦 白 地说
”

等
“

话语标记语
”

（王迪 ，
２ ０ １ ０

；孙利萍 、方清 明 ，
２ ０ １ １

；杨德霞 ，
２ ０ １ ２ ） 。 因 此 ， 课后练 习 与会话部分 的联系 只在

语言点 、话题方面 ， 无法针对具体会话策略训 练学生 的会话交际能力 。 四是高级 口语教材所

配的 ＭＰ３ 、 ＣＤ 、 ＶＣＤ 材料多为读会话 ， 稍好一点 的是人物配情景表演讲话 ，但 由 于会话材料

的虚拟性 ，发音人说话的表情 、语调常常不够 自 然 。

２ ． ３ 会话话题与交际功能的联系不够紧密

由 于高级汉语 口 语会话多是为语言点定做的虚拟会话 ， 除 了 有些话题略显陈 旧 以外 ，更

大的 问题是话题没有从 留 学生 的实际 口语交际需要 出 发 ， 未 能按一定 的 功能体 系 （赵建华 ，

１ ９ ９ ９
； 易峰 ，

２ ０ ０ ９ ） 为学生提供实用 的交际任务 。 无论是普适 的高级汉语 口 语 ，还是有专 门针

对性 的商务汉语 口 语教材 ，话题种类均较多 ，但功能设置普遍存在 问题 。 很多教材对功能大

纲不置
一词 ，好一点 的 ， 比如 《汉语 口语速成 》高级篇 ， 在前言说到

“

涉及社会文化 、专业工作

内容 的复杂交际项 目 ， 注重训练学 习 者综合表达 自 己 的 见解 和分析评判 事情 的 能力
”

， 但教

材会话输人功能项 目 不够体系化 ， 不够细 ； 有的是功能套话题 ， 顾此失 彼 ， 比如 《发展汉语 ： 高

级汉语 口语 》的编写框架包括讨论 、调查采访 、综述 、演讲和辩论等功 能项 ， 每一单元集 中训

练相应的交际和表达技能 ， 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 可 是教材 主体还是 以话题 即 内 容 为主 ， 没有

针对功能子项 目 进行具体交际任务编写 。 要解决这些 问题 ， 必须对 留 学生进行高级学 习 阶

段的 口 语交际需求调查 ： 他们最关心 的话题是什么 ？ 话题之 间 有什么联 系 ？ 在此基础上对

功能大纲进行细化 ， 整合 出 与功能真正相关的 、井然有序 （前后相关 、 由 易 到难 ） 的话题结构 。

３ 新闻访谈语料对高级对外汉语 口语教材会话编 写 的作用

我们认为 ， 留 学生在学 习汉语 的高级阶段不仅有语言学 习 的需要 ， 更有对 中 国 国 情 、 对

中 国 文化了解的需要 ， 高级汉语 口 语教材编写应贴近 中 国发展 的实际 ，贴近外 国受众对中 国

信息 的要求 。 我们应在 国 际传播 的大视野 中进行高级 口 语教学 ， 语言教学要善于运用新 闻

界 的信息及其传播方式 ， 教材的 口语语料要尽量真实 、 现实 、全面 。 据我们 了解 ， 剑桥商务英

语 、托福 、雅思等成熟 的 ＴＥＳＬ 教材根据真实 的商务 录音 、新 闻 采访的 录音编写教材语料 ，

且注 明 出处 。 汉语高级 口 语教材 的会话编写应 以此为鉴 ， 走 出 根据词汇 、语法大纲编写会话

的模式 。 据我们调查 ，在汉语学 习 的髙级阶段 ， 留 学生对 中 国 《 实话实说 》 、 《焦点访谈 》 、 《 面

对面 》 、 《 可凡倾听 》 、 《鲁豫有约 》等新 闻访谈节 目很感兴趣 。 我们认为 ， 可 以尝试将新闻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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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编进高级 口语教材之 中 （可 以 出 整本采用新 闻访谈语料 ， 也可 以在教材 中采取一部分新

闻访谈语料 ） 。 以下是新 闻访谈语料对高级 口语教材会话编写 的具体作用 的分析 。

３ ． １ 新闻访谈语料可以増加会话语料的真实度 、 口语度

新 闻访谈是最近十多年来在 中 国兴起的 电 视栏 目 ， 主持人接受 了新 闻业发达 国 家 的访

谈栏 目 的谈话策略 。 他们学会与嘉宾 、参与者拉近人际关系 ， 互动频繁 ，传播方式更加真实 ，

更加 口语化 。 新 闻访谈 内容信息新 ， 有细节 ， 有故事 ， 易 引 起 留 学生 的兴趣 。 主持人 以一个

假设的 问题发起话题 ，对话 中 有省 略 、插话 、 重 复 、补救 、 纠 正 、 反馈等会话策 略 ， 非常 自 然 。

访谈 中 主持人发音标准 ，深谙话轮控制 、话题激发 的 技巧 ， 采访对象往往是各行各业 的 代表

性人物 ， 可帮助 留学生 了解 中 国不 同 阶层人员 的说话风格 。 这样的会话语料经过语言点 、会

话功能点处理后便可 以进人教材课文 。

新 闻访谈语料的真实度和 口语度在于它们是音像一体 ， 具有情境性 。 这种现实感很强

的材料既方便教师教 ， 又方便学生学和练 。 拿话语的反馈项 目 来说 ， 新闻访谈音像语料不仅

包含视听到 言语性项 目 （ 比如
“

我在听呢
”

，

“

你继续说吧
”

，

“

我 的意思是… … 是的
”

，

“

噢
”

，

“

啊
”

等话语标记语 ） ， 还蕴含大量非言语性反馈项 目 （ 点头 、 眼神 、表情等 ） ， 学 习 者可 以 从语

音 、语速 、沉默 、停顿 、表情等方面对会话进行全方位 的把握 。

３ ． ２ 新闻访谈语料蕴含了大量最新的话题及交际功能项 目 ，实用性较强

新 闻访谈节 目 将人际交流引 人大众传播节 目 ， 在谈话 的话题广度方面 ， 不仅社会生活等
“

软
”

性话题继续得到关注 ， 而且政治 、经济 、文化等
“

硬
”

话题也会较多地涉及 ， 敏感话题 、边

缘话题也能略有展现 。 在这些话题展开时 ， 主持人提 出 问题 、寻求答案 、给 出 建议 ， 嘉宾提供

信息 、 回答 问题 ， 同时也不乏 陈述性辩论 ，访谈双方运用各种会话策略 ，话语参与者的不对等

性 、 冲突性与合作性水乳交融 ， 蕴含 了大量的交际功能项 目 。 教师可 以 引 导 、组织学生听 、模

仿 、说访谈语料 中 的 内 容 ，最后有针对性地训练新 闻访谈语料 内 部蕴含的交际功能 （估计 、论

证 、建议 、辩论 、商量 、评价 、推论等 ） （赵建华 ，
１ ９ ９ ９

； 易 峰 ， ２ ０ ０ ９ ） ， 有 了 音像合一 的模板 ， 有 了

教师对交际功能和语言结构 的关系 的展示 ， 他们会 自 觉对所学 内容进行意义建构 ， 真正成为

汉语学 习 的 中心 。

４ 新闻访谈语料 向高级对外汉语 口 语教材会话语料的转换

既然新 闻访谈语料如此有益于髙级汉语 口 语教材会话编写 ， 我们应该如 何将新 闻访谈

语料变为教材 中 的语料 呢 ？ 针对 以 上 问题 ， 我们做 了很 多 相关研究 （徐 素萍 ，
２ ０ １ １ 、

２ ０ １ ２ ） 。

我们认为 ，不管是教材全面采用新 闻访谈语料还是部分采用新 闻访谈语料 ， 教材编写者都需

要在 以下方面努力 ：

（ １ ） 加强话题针对性调查及研究 ， 了解 留学生在 口语的学 习 高级阶段最感兴趣 、最需要

深人了解的话题 。

（ ２ ） 在第一项工作 的基础上 ， 采用从 网上采集 、 节 目 翻 录 的方式采集新 闻访谈视频 ， 从

中找到含有合适话题和功能的材料 ， 对这些新 闻访谈语料进行文字转写 。 再进一步从 中筛

选包含高级阶段语言点 （符合高级汉语教学大纲 、 Ｈ ＳＫ 高级考试大纲要求 ） 的语料 ， 去粗取



论 新 闻 访 谈 对 高 级 对 外 汉 语 口 语 教 材 会 话 编 写 的 作 用 ８ ７

精 ， 为学生提供音像形式的真实语料范本 。

（ ３ ） 目前新 闻访谈会话分析文章数量众多 ，研究的广度及深度均初具规模 ， 教材编写者

可 以从中借鉴有关新 闻访谈会话角色 、会话结构 、会话策略的研究成果 ， 对转写后 的语料进

行会话分析 ，标注其结构 （话轮 的开始 、展开 、转换 、结束 ）及话语标记语 （位置 、用法 、情境 ） ，

再把这些结果运用到教材会话编写 中 。

（ ４ ） 编写转写文字 、音像资料教学使用说明 ， 帮助使用 者分层次完成不 同 的 教学任务

（读 、 听 、模拟说 、写 、实际交流等 ） ，保证会话与课后练习 在语用 、话轮控制技巧等方面 的一致

性 ，做到一课一功能 ，

一课一会话原则或策略 ，课课相扣 ， 由 易 到难 ，连成一 片 。

下面我们综合 了刘虹 （ ２ ０ ０ ４ ） 、王迪 （ ２ ０ １ ０ ） 、杨德霞 （ ２ ０ １ ２ ）等人的会话研究成果 ，对 《鲁豫

有约 》对五月 天乐 队成员 的访谈 （凤凰视频 ｖ ． ｉ 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２ 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２ ５ 日 ） 的主要结构及

蕴含 的会话策略进行 了 标注 ， 提供一个新 闻访谈语料转换 为课文会话语料 的 案 例供大家

指正 。

鲁豫 如果 （话轮开 头 方 式 ： 假设 ）有一天拍个 电 影讲五 月 天 ， 然后将你们 这个

乐 队 刚 开始很难很难 （ 重 复 ） 的 时候 ，要选几 个 小 故 事 的 话 ， 你会 想 到 哪 个 （ 开放性

问 题 ，便 于 听者展开 ） ？ 比如 （ 启 发回 答 ） 你 在 森林公 园 里 面 ， 连夜 帮 着 看 乐 器 或 者

会场 ， 你会想到 哪个故事 ？ 最 开始 。 （倒 置 ， 补救 ）

阿信 就 想到 这一 个 （ 回 忆 ） ， 因 为


（省略 ）

鲁豫 会想到 全 身被咬的 那 个蚊子 的 包 （ 打 断 ，插话 ，表示共鸣 ，促进听说者之

间 感 情 ） ，是不 是 （ 求 同 询 问 ） ？

阿信 有 （ 肯定反馈 ， 合作原 则 ） ， 因 为 那 时候其 实 为 了 有更 多 的机会演 出 嘛 ，

然后 （ 与 后 面 多 个
“

然后
”

重复 ） 就跟很 多 好朋 友一起办 了 这个表演 ，

… …

， 然后 那 时

候一整个公 园 里 面 都没有人 ， 然后就 只 有我 坐在 那 个 长椅上 ， 就这样 盯 着 那 个舞 台

盯 了
一夜 ， 然后 也不敢睡 ，

一 直被蚊子咬这样子 （ 回 答 问 题 ， 完整话轮 ） 。 那 时候 对

未 来其 实还是会有点彷徨 （转换话题 ） ，很想说这只 是年 少 轻狂的 一场 梦 ， 梦醒来就

什 么 都没有 了 这样 （ 情 感表述 ， 感叹 心 里也不 是难受 ，但是就是有 点 落 寞有点孤

单 （ 情感表述 ） 。

这一会话语料的话题是 中 国流行乐坛动态 ， 是很多 留 学生感兴趣 的 。 语料标 出 了会话

功能项 目 等 ， 教师可 以根据需要选择训 练重点 ， 除训练词汇 、 句型之外 ， 还可让学 生模仿视

频 ，操练功能项 目 。 教师应告诉 留 学生 口 语中 的一些词语的重复是正常的 ，鼓励他们大胆去

说 ，去试错 ，结合课文对话 内 容 留实际 的交际任务 （开始对话 、表达反馈 、表达感叹 、打断别人

等 ）让学生课后完成 ， 条件允许的话 ，要求他们录制 自 己 与 中 国 人交流 的对话 内 容 以 备下
一

次课检査及纠 正 ，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环节将对学生 的交际能力 的培养有较大帮助 。

５结语

新 闻访谈语料对高级 口 语教材会话编写有很多作用 ，但要充分地利用新闻访谈语料 ，需

要增加教材编写人力 、财力 等方面 的投入 ， 要把 口 语教学型 的 、 口语资源获取技术型 的 、 口语



８ ８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研究型 的 、 口 语教材编写型 的人才组织起来 。 大家群策群力 ， 才能完成这一重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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