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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 英语教师编制的听力测试存在诸多问题， 如文本内容与学习内容无关； 听力教

学与考试脱离； 听力训练时学生更关注结果， 而非技能的掌握等。 研究者从听力理解的实质、 特征和

考查的内容进行分析， 提出了依托单元话题和学习内容编制听力测试的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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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语言运用能力之一的听的技能， 在高中

英语学习中占据重要位置。 无论是阶段性的单元

测试， 还是总结性的期中、 期末考试， 听力测试

都举足轻重。 高中英语听力测试共 ２０ 道小题， 全

部采用特殊疑问句， 几乎涵盖所有的疑问句类型，
选项为 “三选一”。 听力测试通常分为两节： 第

一节是五段简短对话， 每段对话后有一道小题，
只播放一遍， 主要考查学生听力微技能的掌握。
第二节包括五段对话或独白， 共 １５ 道小题， 每段

材料播放两遍， 主要考查学生对较长对话或短文

的整体理解和把握能力， 以及对细节的归纳综合

与判断推理能力。
笔者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 当前英语教

师编制的听力测试存在诸多问题： 听力文本与学

生学习内容无关； 听力教学与考试脱离； 听力训

练时学生更关注结果， 而不是技能的掌握等。
鉴于此， 笔者认为教师有必要针对教学内容

和考试模式设计合理、 有效的听力测试， 帮助学

生巩固、 补充英语语言知识， 并在听的过程中训

练听力技能， 提高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 各种音频软件为教师录制听力提供

了技术可能。 可见， 教师针对教学内容编制听力

测试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二、 听力测试的实质、 特征和考查内容

１ 听力测试的实质

听力测试通常以对话或独白的语篇为载体，
要求学生在语言运用的具体场景中听音辨意， 主

要考查学生对所听信息的正确理解能力和快速反

应能力。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和认知学习理论， 听

力理解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处理过程， 是对信息进

行积极筛选、 储存和再构建的过程［１］２５－３０。 听力理

解过程实际上不是听话人被动地接受， 而是在积

极参与的过程中用自己已有的知识 （包括语法、
词法、 常识等） 对所听到的内容解码， 然后进行

筛选、 过滤、 整理、 分类， 进行重新组合的过

程［２］。 和阅读理解题不一样， 学生在做听力测试

题时， 只能看见听力试题， 而不能阅读听力文本。
听力测试前， 学生往往会先浏览问题和选项， 进

行一定的预测并做简单标记。 听力测试开始后，
学生会边听录音边进行答题。 因此， 完整的听力

测试编制既包括听力文本， 也包括针对听力文本

的问题和选项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