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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对短期沉浸式汉语学习项目中两位学习者的口语发展进行了多维度的追

踪，发现两位学习者口语CAF维度发展呈现出跳跃性、曲折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相同的教学环境下

的两位学习者呈现出个体差异。短期沉浸式汉语学习项目能够提供充足目的语输入环境，高频的练习与

纠错对学习者口语发展有积极作用，但须制定清晰、细化的词汇、句法、语段的教学目标，以期更好地
提升项目对学习者语言水平提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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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plex dynamic systems, this study tracked the oral develop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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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learners in the short-term immersion Chinese learning project in a multi-dimensional way, 
and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learners’ oral CAF dimension presented jumping, tor-
tuosity, complexity and imbalance. There a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earners in 
the same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 short-term immersion Chinese learning project can provide 
an adequate target language input environment. High frequency practice and error correctio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learners’ oral development. However, clear and detailed teaching objec-
tives of vocabulary, syntax and paragraph must be formulated to better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e 
project on learners’ languag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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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短期沉浸式在华中文项目由来已久。1966 年，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创办了第一所

暑期中文学校，学生须在为期数周的沉浸式汉语学习中排除一切母语干扰，。由于“明德模式”效果良

好，越来越多海外名校与中国高校合作开展暑期沉浸式汉语项目(如：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合作

项目、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合作项目等)，这为汉语二语者提供了目的语环境下集中强化学习的平台，使

其在短期内完成在自己国家内一个学期学习的中文课程，汉语听说能力的提升尤为突出。那么在此模式

下学习者口语发展趋势如何？受哪些因素影响？沉浸式汉语教学方式还可进行哪些改进？目前学界还未

有相关研究。 
自 Larsen-Freeman (1997) [1]将 CDST 引入二语习得领域后，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二语习得，CDST

视角下的二语习得实证研究开始大量涌现。相关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二语学习者语言产出流利度、复杂度

和准确度的动态发展模式(Larsen-Freeman 2006 [2]；Verspoor, Lowie & Van Dijk 2008 [3]；Verspoor et al. 
2012 [4]；Spoelman & Verspoor 2010 [5]；Baba & Nitta 2014 [6]；Vercellotti 2015 [7]；王海华等 2015 [8]；
郑咏滟，冯予力 2017 [9]；于涵静 2020 [10])。不过现有研究多仅关注笔语，口语发展研究尤其是对短期

沉浸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者的口语发展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Complex 
Dynamic System Theory, CDST)，对短期沉浸式汉语学习项目中的两位学习者的口语发展进行追踪并结合

回溯性访谈的结果对口语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 

2. 研究设计 

2.1. 受试 

美国某大学两名本科二年级的英语母语者(化名 Y 和 S，均为女性，19 岁)，参加了北京某高校与其

所在大学合作的 8 周暑期沉浸式汉语学习项目，学习动机较强。学生每周有四天学习包括综合、听说、

读写和一对一辅导四种类型的课程，每周五进行测试，周末参加文化体验活动。Y 是美国华裔，大学期

间学习汉语两年，认知风格为冲动型；S 大学期间学习汉语一年，认知风格为审慎型。她们的分班考试

成绩相近，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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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收集与处理 

项目共 8 周，第 1 周为准备阶段，实际教学 7 周。教学内容涉及旅游、消费、求职等话题。学生每

周学习两课并进行一次口语测试。本研究选取两名学生第 2~7 周的口语周测语料。第 4 周为学生外出采

访，此语料较难搜集，因此录音材料每人 5 次，共 10 次。测试形式为回答问题(表达不少于 3 分钟)，内

容是与当周所学内容相关的话题，均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我们用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将口语录音将

转写成文本并进行分析，使用 Pkuseg 对语料进行分词，并进行人工干预。 

2.3. 测量指标 

本研究从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三个维度(CAF)对其口语动态发展过程进行探析，三个维度均采用

多项分析指标以全面了解汉语二语者口语的产出表现，具体见表 1： 
 
Table 1. Oral measurement dimension, measurement index and calculation formula 
表 1. 口语测量维度、测量指标及具体计算方法 

维度 测量指标 计算方法 

复杂度(C) 

词汇复杂度 
词汇多样性 

( )
( )

2logTokens
logTokens logTypes

U =
−

 

“高级词汇”比例 “高级词汇”词符数(type)/总词符数* 

句法复杂度 
复句比例 复句数/总句数 

T 单位平局分句数 分句数/T 单位总数 

准确度(A) 

词汇准确度 无误词语比例 无误词数/总词数 

句法准确度 无句法错误 T 单位比例 无句法错误 T 单位总数/T 单位总数 

语音准确度 无误音节比例 无误音节数/总音节数 

流利度(F) 

词汇流利度 
口语语段长度 总词数 

无误 T 单位总词数 无误 T 单位总词数 

句法流利度 
T 单位长度 总词数/T 单位总数 

无误 T 单位长度 无误 T 单位总词数/无误 T 单位总数 

 语速 总音节数/产出总时长(包括停顿) 

语音流利度 停顿率 停顿次数/总音节数 

 百音节重复更改率 重复更改次数/总音节数 × 100 

注：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我们将《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2010) [11]中除一级词汇之外的词汇定

义为本研究的“高级词汇”。 

3. 结果 

3.1. 口语复杂度的动态发展 

3.1.1. 词汇复杂度 
使用二次多项式拟合两位学习者口语词汇多样性和“高级词汇”比例的发展轨迹，如图 1、图 2 所

示。两位学习者口语词汇多样性的起点均为语料收集阶段的最高值，都在第 2 次测试时出现下滑，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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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测试有所回升后，之后又呈下滑趋势。Y 的口语词汇多样性持续下滑，S 的口语词汇多样性则在波动

中发展。Y 在口语产出中的词汇多样性起点较高且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高于 S，但 Y 的口语词汇多样性下

降速度较快，有与 S 交汇的趋势。 
S 的口语“高级词汇”比例在前 4 次测试中持续下降，第 5 次测试出现较大幅度上升。Y 的口语“高

级词汇”比例则一直在大幅波动中发展。S 的口语“高级词汇”比例起点较高，但在第 2 次测试中出现

下滑后，其口语“高级词汇”比例一直低于 Y。 
 

 
Figure 1. Road map for oral vocabulary variation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1. S 和 Y 口语词汇多样性发展路径图 
 

 
Figure 2. Road map for oral advanced vocabulary proportion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2. S 和 Y 口语“高级词汇”比例发展路径图 
 

两位学习者口语词汇多样性的起点均为语料收集阶段的最高值，都在第 2 次测试时出现下滑，在第

3 次测试有所回升后，之后又呈下滑趋势。Y 的口语词汇多样性持续下滑，S 的口语词汇多样性则在波动

中发展。Y 在口语产出中的词汇多样性起点较高且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高于 S，但 Y 的口语词汇多样性下

降速度较快，有与 S 交汇的趋势。 
S 的口语“高级词汇”比例在前 4 次测试中持续下降，第 5 次测试出现较大幅度上升。Y 的口语“高

级词汇”比例则一直在大幅波动中发展。S 的口语“高级词汇”比例起点较高，但在第 2 次测试中出现

下滑后，其口语“高级词汇”比例一直低于 Y。 

3.1.2. 句法复杂度 
学习者口语复句比例和 T 单位平均分句数发展趋势如下图 3、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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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oad map for complex sentences proportion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3. S 和 Y 口语复句比例发展路径图 
 

 
Figure 4. Road map for average T-unit sentences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4. S 和 Y 口语“高级词汇”比例发展路径图 
 

S 的口语复句比例一直在较大起伏中发展，复句比例在第 2 次测试出现大幅下滑后，在第 3 次测试

又升至与第 1 次测试相近的水平，随后又逐步下滑。Y 则呈现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虽然其口语复句比

例的起点较低，但在第 2 次测试中上升至较高水平，随后保持在高水平稳定发展。S 和 Y 口语 T 单位平

均分句数的起点差不多，但两者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S 的口语 T 单位平均分句数发展趋势相对平稳。Y
的口语 T 单位平均分句数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3.2. 口语准确度的动态发展 

3.2.1. 词汇准确度 
S 和 Y 的口语词汇准确度一直保持平稳发展，呈轻微的上升趋势，且两者均处于较高水平。如图 5、

图 6 所示，Y 的口语词汇准确度并无明显增长趋势，出现停滞现象。S 的口语词汇准确度起点较低，但

相比第 1 次测试，后几次测试中无误词语比例呈出上升趋势，最终超过 Y。 
图 6 是 S 和 Y 口语句法准确度的发展轨迹。总体来看，虽然 S 和 Y 口语句法准确度的发展路径并不

相同，但两位学习者的无句法错误 T 单位比例均有明显上升趋势。S 的口语句法准确度起点较高，在第 2
次测试中有所下滑。随后，其口语句法准确度不断上升，并在第 4 次测试时达到 90%。虽然在最后一次测

试中，S 的口语句法准确度出现下滑，但总水平一直高于 Y。而 Y 的口语句法准确度起点较低，在前 3 次

测试中不断上升，并在第 3 次录音中达到峰值，随后又下降至较低水平，在最后一次测试中又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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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Road map for oral vocabulary accuracy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5. S 和 Y 口语词汇准确度发展路径图 

 

 
Figure 6. Road map for syntactic accuracy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6. S 和 Y 口语句法准确度发展路径图 

3.2.2. 语音准确度 
图 7 显示了两位学习者口语语音准确度的发展轨迹。S 的口语无误音节比例一直呈现稳定增长的趋

势：在前 4 次测试中不断上升，最后一次有轻微下滑。Y 的口语无误音节比例一直在波动中上升：在第

2 次测试中呈跳跃式上升，随后进入高水平波动阶段，增长趋势较明显。总的来说，两位学习者的语音

准确度都有明显提升。 
 

 
Figure 7. Road map for oral speech accuracy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7. S 和 Y 口语语音准确度发展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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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口语流利度的动态发展 

3.3.1. 词汇流利度 
图 8 是 S 和 Y 口语语段长度的发展轨迹，两位学生均呈轻微上升的趋势。S 的口语语段长度起点较

高，但在第 2 次测试时下滑至最低点，随后在较低水平波动上升。虽然起点较低于 S，Y 的口语语段长

度却呈现相对平稳的上升趋势：在第 2 次测试中出现明显增长，随后进入高水平稳定发展阶段。从图 9
可以发现，S 和 Y 的口语无误 T 单位总词数与其口语整体准确度(无误 T 单位比例)的发展趋势完全一致，

都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 
 

 
Figure 8. Road map for oral segment length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8. S 和 Y 口语语段长度发展路径图 
 

 
Figure 9. Road map for the words in T-unit without error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9. S 和 Y 口语无误 T 单位总词数发展路径图 

3.3.2. 句法流利度 
如图 10 所示，S 和 Y 的口语 T 单位长度一直处于波动发展中，但整体上都呈现增长趋势。图 11 显

示了两位学习者口语无误 T 单位长度的动态发展轨迹。S 和 Y 口语无误 T 单位长度的起点和终点是在相

同水平，但两者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路径。 

3.3.3. 语音流利度 
图 12、图 13 显示了两位学习者语速和停顿率的动态发展轨迹，两者之间呈现出极高的相似度。总

体来看，S 和 Y 的语速都呈现上升趋势，S 的语速是在第二次测试中出现骤降后，才逐步上升。S 的语速

在前 3 次测试中持续增长，而 Y 持续下降，在后两次测试中，S 呈现“下降–上升”模式，而 Y 呈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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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下降”趋势。S 和 Y 的语速虽然起点差不多，但在其后的测试中 Y 一直高于 S。如图 14 所示，S 和

Y 百音节重复更改率的发展趋势类似：两位学习者的百音节重复更改率起点一样，都处于较高水平。在

第 2 次测试中，都出现大幅度下降，S 的百音节重复更改次数为 0。 
 

 
Figure 10. Road map for oral T-unit length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10. S 和 Y 口语 T 单位长度发展路径图 

 

 
Figure 11. Road map for oral T-unit length without error of S & Y 
图 11. S 和 Y 口语无误 T 单位长度发展路径图 

 

 
Figure 12. Road map for oral speed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12. S 和 Y 口语语速发展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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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Road map for oral pause rate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13. S 和 Y 口语停顿率发展路径图 
 

 
Figure 14. Road map for repeat and change rate per 100 syllables development of S & Y 
图 14. S 和 Y 百音节重复更改率发展路径图 

4. 讨论 

4.1. 短期沉浸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者口语 CAF 各维度发展特点 

通过对 S 和 Y 口语三个维度的动态发展轨迹进行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学习者汉语口语系统各维度

并非直线匀速发展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体现出复杂、动态系统的特征。在相同的教学环境下，两位学习

者口语各维度发展各具特点。S 和 Y 口语在准确度和流利度方得到的提升尤为显著。通过回溯性访谈，

我们发现这与沉浸式教学模式、课程设置、语伴活动以及特色口语交际活动有密切关系。在沉浸式汉语

教学项目中的“语言誓约”会给学习者一种心理压力，迫使其用汉语思考、尝试用汉语表达来完成基本

生活需求；项目设置了口语课和口语一对一辅导课，为学习者提供了大量的练习和纠错的机会；每周日

还会安排有趣且兼具实用性的外出口语交际活动，此类活动对提升学习者的口语很有帮助。 

4.2. 学习者认知风格对口语词汇产出的影响 

S 和 Y 口语词汇的产出可能与她们的认知风格有关，因为认识风格会影响学习者选择回答问题的难

度。我们从前文口语句法复杂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最后两次测试中 Y (冲动型)选择了相对具有挑战

性的职场中男女不平等问题和美国移民文学问题而 S 则选择了难度较低的话题，这是造成后期 Y 的复句

比例和 T 单位平均分句数都高于 S 的原因之一。虽然 Y 选择使用较复杂的句型来进行口头表达，但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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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Y 的语言能力还不能够熟练使用复杂的句型。我们也可以推测，如果两位学习者选择话题的难度相

同，Y 的口语句法准确度可能会呈上升趋势，且在最后两次测试中高于 S 的口语句法准确度。审慎型的

认知风格使得 S 倾向于在语言学习中采取较保守的策略——牺牲复杂度和流利度来保证准确度；冲动型

的认知风格使得 Y 认为新词和复杂的句型是语言能力提升的表现。不过两位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均未达到

兼顾多个维度同步发展的水平。 

4.3. 口语词汇复杂度发展的再认识 

本研究显示，S 和 Y 的口语中“高级词汇”比例的发展一直是起伏不定的，发生起伏的原因可能是

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学到了数量更多、等级更高的词并尝试在口语中使用，使复杂度有所提升，但由于词

汇产出要求学习者具备词义、语法、搭配、语用等词汇深度知识，这些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转化为产出性

词汇系统中的稳固成分，因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又出现了词汇复杂度下降的情况，形成提升与下降交替

出现的状态。由于口语测试中需要学习者快速反应，没有构思和修改的时间和机会，所以她们倾向于在

口语表达中使用简单的词语和句子，牺牲口语的复杂度来保证语言的准确度和流利度。 

4.4. 项目评分和反馈形式对口语发展的影响 

经过项目的学习，两位学习者的语音准确度都有明显提升，这可能与项目的评分标准和反馈形式有

关。在该项目中，口语语音测试的评分标准细化到声、韵、调，每类错误对应不同的扣分比例，如：声

调错误扣 0.5 分；声母或韵母错误则算整个字错误，扣 1 分。在口语测试的第二天，教师需要将每个学

生的错误整理成报告并发放给学生。报告中需标明学习者语音、声调、整体流利度等部分的分数。在这

种评分标准下，学习者会比较重视语音的准确度，调整学习策略以提高整体分数。我们还注意到，两位

学习者的口语语音准确度在第 1 次测试中都比较低，与后 4 次测试中的口语语音准确度相差较大。从后

面关于语速和作文长度的分析中，可以知道：这可能是因为在第 1 次测试中，学习者的语速较快，口语

作文长度较长，因为学习者更关注输出的内容，从而牺牲输出形式的准确度。同时，口语测试的性质以

及该项目的口语测试评分标准设置可能导致学习者产生“轻口语复杂度，重口语准确度和流利度”的想

法，这是该项目后期需要认真思考并改进的方面。 

5. 结语 

本研究考察了短期沉浸式汉语学习项目中两位学习者 S 和 Y 的口语 CAF 各维度的发展轨迹。研究

发现，学习者二语口语系统各维度并非直线匀速发展的，发展过程中表现现出复杂、动态系统的特征。 
在相同的教学环境下，两位学习者口语各维度的发展也各具特色：首先，S 和 Y 的口语准确度四个

测量指标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词汇准确度和语音准确度持续上升且都达到 90%以上的水平。虽然

两位学习者的口语语段长度和语速没有出现显著变化，但 S 和 Y 的口语无误 T 单位总词数、口语 T 单位

长度以及口语无误 T 单位长度都在波动中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说明 S 和 Y 自我监控能力有所提升，

能够发现错误并有意识进行自我纠正。其次，S 和 Y 的口语复杂度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S 的

口语“高级词汇”比例有所下降，其他测量指标均在波动中停滞不前。同时，虽然 Y 的口语“高级词汇”

比例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其口语词汇多样性持续下滑，口语句法复杂度无显著变化。最后，在流利度

方面，S 和 Y 的口语流利度都有较大进步。虽然两位学习者的语速和口语语段长度没有出现显著变化，

但口语无误 T 单位总词数、口语 T 单位长度以及口语无误 T 单位长度都在波动中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

此外，虽然两位学习者的百音节重复率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她们的停顿率保持不变。 
根据回溯性访谈以及研究者对教学过程的反思，我们认为，短期沉浸式汉语教学项目的教学模式、

课程设置、活动安排等对提高学习者口语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学习者的认知风格、项目评分和反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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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都会影响学习者口语各维度指标的发展。当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尚未达到兼顾多个维度同步发展的水

平时，项目应在开展丰富多样的语言交际活动、为学习者营造良好的目的语环境的同时，为学生提供适

当的生词、句法及语段练习和纠错的机会，并针对词汇、句法等制定清晰、细化的教学目标，以期更好

地提升项目对学习者语言水平提升的效果。 
本研究是对短期沉浸式汉语教学项目中的学习者口语发展进行的探索性研究，还存在观察周期短、

被试数量少、口语语料采集存在局限等方面的不足。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拉长观察的周期，寻

找更多被试，继续探索短期沉浸式汉语教学项目下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多维度发展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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