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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四种近十年(2013~2022)国内汉语类专业期刊中关于汉语二语口语习得文献的梳理和统计，发

现：1) 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重视度提高。2) 研究视角多样化。多数学者从不同的

理论和方法出发，对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开始关注到习得者的主体因素和母语差异。

3) 研究内容丰富。既有对汉语二语口语整体发展的研究，还有从不同维度和不同方面对汉语二语口语习

得的讨论。同时，本文对该领域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总结，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等多

方面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出新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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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orting and statistics of the literature on oral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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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professional journal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last decade (2013~2022), it is found 
that: 1) the research on oral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on the rise as a whole, and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has increased. 2)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is diversified. Most scholars, starting from 
differ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have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cquisition of oral Chi-
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ain factor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mother tongue of learners. 3)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abundant. There are not only stu-
dies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ora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but also discussions on the 
acquisition of ora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puts 
forward new prospects for further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ob-
jects, research field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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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汉语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和应用，汉语二语的口语习得研究也不断得到学者们的

关注，并逐渐成为汉语二语研究的主题之一。目前，已有的述评研究均为汉语二语口语教学研究，如刘

晓雨在对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研究成果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汉语的特点，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述评[1]。
周梅对 2003 年至 2007 年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并提出具体的教学实践方法[2]。此外，

还有针对汉语二语口语具体方面教学的综述研究，如宋璟瑶对近二十年对外汉语篇章教学作了述评，并

提出一系列教学理论和方法[3]。邢雅迪对对外汉语口语语块方面的研究作了述评，并提出自己的教学建

议[4]。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关于汉语二语口语的综述研究逐渐聚焦于口语教学的具体方面，但值得

注意的是，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研究述评相对欠缺。故本文从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角度，选取了近十年

(2013~2022)学界公认的四种汉语类专业期刊，对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相关研究进行量化分析，从研究内

容和研究展望等方面勾勒近十年国内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的发展情况。 

2. 论文数量和主题分布分析 

2.1. 论文数量分布及发展趋势 

本次研究选取的四种汉语类专业期刊分别是《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语言教学与研究》

和《华文教学与研究》，共统计出 27 篇关于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文献，其逐年发表数量和趋势如图

1 所示。 
通过观察图 1 可知，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相关论文的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该趋势并不明显，在 2018

年的出现骤降后逐渐回升。论文整体数量较少，2022 年最多，却也只有 5 篇，2013 年和 2018 年都只有

1 篇。可以看出，国内关于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研究处在徘徊上升阶段，对该领域的关注度有提高的趋

势，但从汉语二语习得的整体部分来讲，针对口语的研究还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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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ac-
quisition of oral of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in China from 2013~2016 
图 1. 2013~2016 年国内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论文数量及发展趋势 

2.2. 论文研究主题分布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研究主题分为三类，即口语整体发展、口语习得的三个维度和

口语习得的不同方面。其中口语习得的三个维度分别为准确度研究、复杂度研究和流利度研究，口语习

得的不同方面主要涉及到口语韵律研究、口语词汇研究和口语语篇研究。 
为了进一步从量的角度对各主题分布进行说明，本文将一篇文章内涉及多个研究主题的分别记 1 篇

次，共统计出主题分布论文数量 35 篇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theme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acquisition of oral of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in China from 2013~2016 
表 1. 2013~2016 年国内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论文主题分布及比例 

 口语 
整体发展 

口语习得的三个维度 口语习得的不同方面 
总计(篇次) 

准确度 复杂度 流利度 口语韵律 口语词汇 口语语篇 

2013 年     1   1 

2014 年 1   1   1 3 

2015 年 1 1 1 1 1   5 

2016 年    1  1  2 

2017 年 1   2  1  4 

2018 年  1 1 1    3 

2019 年 1   1 1   3 

2020 年     1 1  2 

2021 年 1  1 1    3 

2022 年 1 2 2 3  1  9 

总计(篇次) 6 4 5 11 4 4 1 35 

比例(%) 17.14 
11.43 14.29 31.43 11.43 11.43 2.86 

100 
57.15 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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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表 1 可知，国内对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讨论多集中在口语习得的三个维度，且大部分为对

口语流利度的考察，其次是对口语复杂度的研究，对准确度的考察仅是在四篇综合类文献(陈默，2015；
房艳霞，2018；马庆、柴省三，2022；伍秋萍、向娜，2022)中提及。对汉语二语口语整体发展的研究和

汉语二语口语不同方面的研究数量基本相当，前者主要是在不同视角下考察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的发

展路径，后者则重点关注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具体方面。其中，口语词汇和口语韵律的研究持平，口语

语篇的研究较少，只有一篇。由此可见，该领域研究主题分布不均衡，多数学者更倾向于讨论口语习得

的三个维度。 

3. 研究内容 

通过上述对文献的整体把握，本节结合不同研究主题对研究内容进行梳理。 

3.1. 口语习得整体发展 

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整体发展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的，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视角，对口语习得

的影响因素作出分析，比如情感因素。陈默基于投资理论和言语适应理论，对汉语二语学习者认同构建

过程、言语适应和口语发展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认为族群认同、文化归属感、言语适应策略均存在个

体差异，自我身份定位转变有助于二语口语习得[5]。其中，情感因素对汉语二语口语表达的影响，吴柳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和活动理论，对活动调节中不同目标导向和主观能动性进行了考察，发现活动调节可

以提升汉语二语学习者的口语表达能力，学习者的目标导向和主观能动性均会影响口语表达[6]。这说明

情感因素在汉语二语口语习得中具有重要地位，汉语二语学习者要重点把握。 
丁安琪等通过考察 2018 年汉语水平口语考试(HSKK)数据，对全球汉语学习者口语能力表现的现状

与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考生整体口语表现良好，大部分考生成绩都在平均分以上[7]。然而，刘峰在现

有自我修正理论的基础上，发现留学生具有较强的语言监控意识和监控能力，具备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

外，但也提出留学生重语言形式、轻交际内容等倾向，其整体的口头表达能力较薄弱的观点[8]。 
针对上述结论，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习得难点和进一步发展可从内外因素上进行讨论。外因包括实

际口语任务中的情况[9]和时间压力[10]，内因则与自身的汉语水平[9]和注意力资源的分配[10]有关。 

3.2. 口语习得的不同维度 

口语复杂度、准确度、流利度(CAF, complexity, accuracy, fluency)是口语能力评价过程中常用的典型

语言特征，在口语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陈默发现，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特征的发展有各自的特

点，而且同一维度下不同特征的发展程度也存在差异，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之间呈现出竞争和合作

的关系[11]。马庆和柴省三统计了口语复杂度、准确度、流利度三个维度 28 个典型测量指标考察与口语

成绩之间的关系[12]。 

3.2.1. 流利度 
汉语二语习得者的口语流利性发展呈现不同的步调，在时间性的多数指标上取得明显进步，在表达

性和准确性的多数指标上则没有显著变化[13]。 
汉语二语口语习得流利度影响因素中，提高语块意识的教学[14]、两类任务即时总结发言[15]、自我

语言调控中内在知识的重构和技能掌握自动化的完成[16]和适当的焦虑情绪[17]对汉语二语习得者口语

输出的流利度具有促进作用。 
同时，陈默提出言语任务本身的认知要求制约了口语输出的流利度[11]。刘瑜认为认知活动中的调动

心理词汇节点是最容易导致非流利现象产生的环节，词汇的通达能力是影响口语表达是否流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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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母语、形近字也是影响流利度的因素[18]。 
关于对汉语二语口语习得流利度的预测上，柴省三和鲍杰发现在选取的 14 项流利度指标中，百音节

更改次数、T 单位正确率、剔除更改音节占比、修正比例、语速这 5 项指标对汉语二语者的口语水平具

有较高的预测价值[19]。胡伟杰和王建勤还发现口语认知流利性能够有效地提高对第二语言口语能力的预

测力，而且比表达流利性具有更高的预测贡献度[20]。 
在对汉语二语口语流利度的感知上，刘瑜和吴辛夷认为母语者对流利度的感知判断是在速度、语流

长度、无声停顿、有声停顿、修正/重复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基础上建立的，其中对二语学习者语速的感知

最为敏感、稳定而且具有一致性[21]。 

3.2.2. 复杂度 
柴省三和马庆发现在口语复杂度的众多测量指标中，Guiraud 指标、丙级词使用比率、甲级词使用比

率、单元词语数量、内容复杂度、超纲词使用比率、每 50 词 AS 单位等指标与学生口语水平之间存在显

著的相关关系[22]。 
汉语二语口语习得复杂度影响因素中，言语任务本身的认知要求[11]和两类任务即时总结发言[15]制

约了口语输出的复杂度；提高语块意识的教学[14]对口语产出的复杂度没有影响。 

3.2.3. 准确度 
汉语二语口语习得准确度影响因素中，言语任务本身的认知要求制约了口语输出的准确度[11]；提高

语块意识的教学[14]和两类任务即时总结发言[15]可以提高习得者输出的准确度。 

3.3. 口语习得的不同方面 

3.3.1. 口语韵律研究 
对汉语二语口语语音的习得主要集中在了韵律习得方面，分别对口语韵律习得的边界特征和位置进

行了研究。陈默肯定了韵律边界特征是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言语计划发展的重要维度，发现美国留学生

口语韵律边界特征从中级到高级的发展不均衡[23]。高思畅、王建勤考察了韩国汉语学习者在产出句子时

的韵律边界的位置，结果说明，高水平学习者将边界置于合理的句法关系之间的能力更强，这可能是高

水平学习者的句法能力优于低水平学习者的结果[24]。 
对韵律边界强度和口语韵律组块的讨论中，停顿时长主要受句子长度[25]与性别因素和语言水平交互

作用[23]的影响。在延长频率和韵律组块方面，二语习得者则受到句法结构和句子长度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25]。 
此外，张林军借助语音编辑和合成技术，发现韵律和音段信息对于汉语二语口音感知和言语可懂度

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也说明汉语二语口音强弱和言语可懂度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26]。 

3.3.2. 口语词汇研究 
汉语二语口语词汇习得关注到了词汇习得的丰富性、复杂性、流利性、准确性。丁安琪、肖潇发现，

意大利学习者口语词汇流利性、复杂性和准确性都有显著提高，多样性没有显著变化[27]。刘瑜基于认知

假说的理论基础，认为不同文本类型和交际方式所输出的词汇在词汇多样性和词汇难度上都有显著差异

[28]。曹贤文、田鑫发现任务构思条件在词汇变化度方面影响较为显著，同时对口语表达质量也有比较明

显的影响；两种任务构思条件下学习者的口语产出长度、词汇准确性和口语表达质量均有显著提高[29]。 
关于口语词汇习得的影响因素，梁珊珊等从母语正负迁移的角度，考察归纳了韩国学生习得“所以”

时的语义偏误和语法偏误，发现学习难度在语法方面和语法凸显度有关，在语义方面除了和两种语言的

对应关系相关以外，还要考虑母语同一形式所表达的不同语义之间的语义关联度，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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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母语语法参与程度等因素[30]。 

3.3.3. 口语语篇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韩国学生叙述性口语语篇逻辑连接习得情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连接语

篇时，韩国学生多用连词，频率最高的是“所以、但是、然后”，频率与具体用法跟汉语母语者明显不

同；到高级阶段后，韩国学生“所以、但是”频率降低，“就”频率上升，但仍跟汉语母语者有显著区

别[31]。 

4. 研究展望 

4.1. 加强汉语二语口语习得整体研究 

关于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研究整体上较少。从研究数量上来看，近年来虽有上升的趋势，但总量仍

然较少，相较于国内对英语口语的习得研究，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亟需加强。从研究主题上看来，汉

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还比较狭窄，对习得偏误研究、习得策略研究、口语的发展模式等方面需要系统加

强。此外，国内对口语的整体研究多为教学法研究、教材研究，从学习者的角度讨论口语发展的研究较

少，即需要加强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理论的探索和归纳。 

4.2. 丰富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学者们多习惯从不同视角对某一研究主题进行分析，汉语二语口语也应如此，从而探索影

响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多方面因素。从已有研究也可以看出，学者们选择的视角不同，考察的影响因素

也随之发生变化，为汉语二语习得者在口语发展上提供了参考性意见。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需要不断扩大。目前较多地集中在了美国、韩国、意大利等，这与汉语二

语习得者的实际情况不符，对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一线汉语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充分地了解不

同国家和地区汉语二语习得者的主体因素、习得特征、认知风格和习得策略等，才能更好地塑造汉语二

语习得的相关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要不断测试研发汉语二语口语的测量标准及方法，在对英语口语习得测量方法的使

用中，要充分考虑汉语的特点，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使结论更可靠。 

4.3. 均衡汉语二语口语习得不同维度、不同方面的研究 

从已梳理的研究来看，汉语二语口语习得三个维度的研究不均衡。除部分文章对三个维度同时进行

研究以外，多数为对单个维度的研究，没有对口语准确度的研究。将三个维度同时研究和对单个维度进

行研究的文章进行比较会发现，很多影响因素会同时对三个维度产生影响，单个维度的研究很难对各影

响因素的特点较好地把握。 
同样，目前对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研究集中在韵律和词汇方面，对语篇的研究较少，同时，对口语

语音的其他方面，口语语法方面还亟需加强。口语的整体发展应该是综合性的发展，语音中除过韵律以

外的元音、辅音等，口语语法的运用都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5. 结语 

本次研究的文献梳理集中在了少数期刊上，对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的全貌描写还存在局限性。在

梳理了国内四种汉语类专业期刊 2013~2022 年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现阶段研究成果

的特点总结如下： 
第一，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重视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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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视角多样化。多数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对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开始关注到习得者的主体因素和母语差异。 
第三，研究内容丰富。既有对汉语二语口语整体发展的研究，还有从不同维度和不同方面对汉语二

语口语习得的讨论。 
同时，对该领域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总结，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等多方面为今后

的进一步研究提出新的展望。 
总之，汉语二语口语习得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量的角度还是研究

领域的广泛度，与英语口语习得相较而言，汉语二语口语习得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后来者不断开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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