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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语言技能类·2年级教材：新闻听力教程（下）》是供掌握2500个词以
上的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或进修生使用的一本新闻听力教材，也可供具有同等汉语水平的人自学使用
。
该书所选的新闻内容，涵盖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基建、交通、外贸、农业、
科技、教育、司法、青年、婚姻、社交等众多领域，都是外国留学生或境外人员关心的热点问题。
共计32课，80余篇课文，150多条简讯，以及与之相关的国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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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练习部分第十七课生词练习听前提示背景知识1．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2．卫视语
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广播语言口语化和通俗化的关系2．怎样收听录音报道第十八课生词练习听前提
示背景知识1．“村委会组织法”的制定与实施2．地方人大建设长足发展 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汉
语中的附加式合成词 2．怎样训练和提高跳越障碍的能力第十九课生词 练习听前提示背景知识1．中国
行政区的辖属关系 2．舆论监督的任务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广播电视新闻中的常见短语2．怎样训
练和提高听力反应能力第二十课生词练习听前提示背景知识1．中国的司法审判和检察机关2．“直播
中国”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广播电视新闻句式特点（一）2．怎样处理精听与泛听的关系第二十一
课生词练习听前提示背景知识1．中国的森林资源2．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通
讯2．顺叙、倒叙和插叙 第二十二课 生词 练习 听前提示 背景知识1．中国环境污染和治理状况 2．系
列报道 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人物专访的语言特点 2．怎样扩大词汇量 第二十三课 生词 练习 听前提
示 背景知识1．“顾全两个大局”与抓住历史时机 2．三大经济地带 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广播电视
新闻结构特点 2．怎样训练和提高概括能力 第二十四课生词 练习听前提示 背景知识1．三峡工程从梦
想到现实 2．“直通现场” 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汉语常见词语格式2．怎样提高猜词能力 第二十五
课 生词练习听前提示背景知识1．中国的农垦事业2．“几代人眼里的新中国”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
．广播电视新闻常见句式（二）2．怎样在实践中提高听力抗干扰能力第二十六课生词练习听前提示
背景知识1．中华民族与民族区域自治 2．“实话实说”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广播电视新闻常见句
式（三）2．如何适应听快语速的新闻 第二十七课生词练习听前提示背景知识1．中国文化与中外文化
交流 2．握手与拥抱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语言的国际性2．克服心理障碍，提高新闻汉语听力理解
能力 第二十八课生词练习听前提示背景知识1．中国的婚姻变革2．涉外婚姻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
新闻对句子用词数量的要求2．克服言语接收障碍，提高新闻汉语听力水平第二十九课生词 练习听前
提示 背景知识1．中国近代以来出国留学概况2．“国际时讯”与“世界”节目 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
．汉语的信息焦点2．正确处理使用固定教材与补充教材的关系 第三十课生词 练习 听前提示 背景知
识1．中国航天事业概况2．城市的别称 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错译一词，损失四亿2．正确处理课堂
技能训练和社会实践的关系 第三十一课 生词 练习 听前提示 背景知识1．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2．“九二共识” 语言知识与听力训练1．“国语”和“普通话”2．正确处理“听”和“写
”的关系第三十二课生词 练习听前提示背景知识1．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概况2．解放军四总部 语言知
识与听力训练1．汉语词语的多音节化2．正确认识听力教学的阶段性特点 录音文本第十七课 第十八课
第十九课 第二十课 第二十一课第二十二课第二十三课第二十四课第二十五课 第二十六课第二十七课
第二十八课第二十九课第三十课第三十一课第三十二课附录一、练习答案二、课外听力材料三、词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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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语双音节化和多音节化的趋势，是汉语词的一大变化，也是汉语词的一大进步。
多音节化使词汇丰富，丰富就是进步。
　　2．正确认识听力教学的阶段性特点　　对外汉语教学的听力课，通常分为初、中、高级3个层次
。
每个阶段既有相对独立性，又彼此相关，具有密切的连贯性。
教学过程中，首先要从本阶段实际特点出发，搞好阶段性教学。
同时也要狠抓基本功训练，切实处理好“承上启下”的衔接工作。
　　初级阶段（一年级）听力教学，同学们面对的主要障碍有：母语消极干扰大，感知汉语声调能力
薄弱，辨别近音词水平不高，汉语习得经验少。
针对这些主要来自语音方面的障碍，应引导同学们在实践中逐步排除母语语音的影响与干扰，接受、
体验新的汉语发音和特殊声调，建立牢固的汉语语音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学会辨别语流中的音节，
积累语言经验，以便提高听力。
　　中级阶段（二年级）的听力教学，是在同学们具备了较强的汉语语音音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汉
语词语和语法规则，初步熟悉了汉语思维特点的基础上开始的。
这一阶段听力障碍主要是词语分辨、言语接收和语义理解方面的问题。
因此，听力教学重点“应放在辨别词义、扩大词汇量，并使词语经常处于活动状态；同时要训练学生
在大脑中储存语法规则和句型，建立句子模式，随时可提取出来对接收到的句子和语段作语法分析的
能力；还要在言语实践中，培养较强的汉语语感，积累较多的言语经验，使之能直接应用汉语来解码
和思维，不断提高听力理解水平。
”（徐子亮：《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识理论研究》）　　高级阶段（三年级以上）的听力教学，训
练的重点是听多种题材和体裁的语篇，要指导同学们克服“三不清”（即：辨别不清语篇层次界限、
辨别不清语篇层次的主次关系、分析不清语篇层次间关系）的障碍，自觉运用关联词、标志语和标识
符号等，分析语篇结构，分析概括段意和文章主题。
还要指点同学们学会分配注意力的策略，加深话语强记能力，延长记忆时间。
此外，引导同学们扩充社会经验，丰富语言和文化知识，搞清中外人士写文章的思维差异（chayi），
锻炼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和听力技能技巧的熟巧程度，也是提高听力理解水平必不可少的。
　　新闻汉语听力课，属于中级阶段特殊语体的听力教学。
它虽然难度偏大，但更具实用性。
同学们只有学好这门课，才能为直接收听收看中国广播电视新闻打下坚实基础，才能掌摊快速了解中
国信息、深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F段，才能为继续提高听力理解水平创造条件，才能更好地胜任未来
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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