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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话语标记语对听力理解
影响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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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起,语用能力研究迅速发展。话语标记语作为语用能力考察的一个范畴而同步发

展。话语标记语和二语听力理解的关联性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大学课堂和机构会话以及传统二语听力

课堂两个维度展开,综述近30年来国内外话语标记语对二语听力理解的影响研究。最后通过对比分析提出今后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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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起,听力研究经历了认识上的一大转变,即从作为语言输入的被忽视、边缘化的接受

性技能到复杂的、动态的信息加工认知过程的转变。虽然与其他三项语言技能相比,听力理解研究和听力教

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然而曾被Nunan[1]认为是“二语学习技能中的灰姑娘”的听力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地

位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近30年来(1986-2016),二语听力理解研究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研
究领域涉及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义学及神经语言学等多个交叉学科。

20世纪后期,随着国外研究的诸多成果被介绍到国内,语用能力与英语语言习得相结合的研究也逐

渐成为趋势之一。如同听力一样,曾经“不值得关注的语言‘碎屑’”[2]———话语标记语,在国内外也日益成

为研究热点。话语标记语和二语听力习得之间的关系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国外有了长足发展。而

在国内,由于教育大背景的差异,不仅研究的着眼点存在差异,而且相关研究只有近十几年的历程,尚处于

起步阶段。本文基于ScienceDirect、Springer
 

Link、Proquest、CNKI等期刊数据库,在回顾近30年以来话

语标记语对听力理解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二语听力理解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二语听力研究和教学

带来启示。

一、研究回顾

(一)国外研究回顾

由于研究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学界对话语标记语的名称和定义界定至今无法达成共识。[3]因而,话语

标记语的功能和语义也因理论研究框架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对于什么是话语标记语的特征界定更是各不

相同。本文讨论的话语标记语不限定于某一种定义,而是具有普遍含义,即话语标记语是指but,so,you
 

know,as
 

a
 

result等对话语的构建与理解产生影响的语用表达式。
国外关于话语标记语和二语听力理解的关联性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是大

学单双向听力理解(lecture,seminar,office
 

hour,consultation
 

talk等),二是传统二语/外语课程听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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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al
 

classroom
 

listening)。因教育环境的差异性,国外学者对于话语标记语和二语听力理解关

系的研究主要在第一个层面上展开。

1.
 

基于大学课程教学的单向听力理解研究

讲授课(lecture)是学术文体中最普遍的一种,在大学学习中具有中心地位,[4]构成大学学术话语的重

要组成成分。传统且最为盛行的大学课堂话语是单向的。单向教学模式的特性要求二语习得者能够理解

和推导表层信息下的语义关系,以便理解授课者表达的连贯意义。对此,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

行研究:朗读式或会话式教学风格,英语为母语或非母语的授课者身份。
(1)朗读式或会话式教学风格之争

Chaudron
 

&
 

Richards[5]进行的开创性测试———以有脚本的实验材料测试课堂话语中不同类别的话

语标记语对英语为非母语的语言习得者的影响———开启了二语习得研究中话语标记语和听力理解的关系

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研究结果在语言教学界影响深远。自此之后,许多研究者复制Chaudron
 

&
 

Richards的实验进行相关研究。实证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不同类别的话语标记语是否能帮助听力理解,
及其影响理解的程度。

Dunkel
 

&
 

Davis采用与Chaudron
 

&
 

Richards相似却简化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宏观

还是微观标记语对听力理解都没有积极影响。[6]
 

研究结果和前后许多研究者在描述性和实证性方面的研

究结果相矛盾。而不少研究者指出,话语标记语在言语处理、标记语篇结构以及相邻话语片段之间的关系

中起积极作用,对语篇理解有帮助。[7][8][9][10]随后,Flowerdew
 

&
 

Tauroza
 

和Flowerdew
 

&
 

Miller对

Chaudron
 

&
 

Davis和Dunkel
 

&
 

Davis关于微观标记语在课堂理解中只起到填充剂作用的分析提出质

疑,认为他们研究结果的消极面源于他们的实验设计问题,实验脚本中的话语标记语位置和使用未能反映

自然话语中的功能和位置。[11][12]有脚本的实验材料和无脚本的会话式自然话语的选择导致实验研究结果

的偏差。学术听力教学中的“真实性”(authenticity)问题,即“朗读式或会话式”之争成为后续研究结果可

接受性的一个变量。
但后期的研究发现,除“真实性”外,在实验研究中听者水平以及听者对实验材料的背景熟悉度也是两

个变量。研究结果显示,话语标记语在大学讲授课中不论在大意理解上还是在细节甄别上都能辅助二语

学习者的听力理解,从而发挥积极作用。[13]

近年来,会话式教学风格研究不再局限于实验脚本的有无,另一个中心问题是授课者与学生的互动关

系。尽管限于教学授课的单向性本质,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元话语以及授课者和学生间的适当互动

如提问、意义商榷等有助于课堂理解。例如 Morell通过对比三个非互动授课和三个互动授课分析话语标

记语等人际因素对大学外语习得者的影响。研究发现,互动课堂出现的大量启发性标记语对于课堂互动

有一定作用,并能促进听者理解力的提高。[14]其他类似研究也发现,按照Chaudron
 

&
 

Richards
 

的分类标

准,宏观标记语和微观标记语在话题转换和话语内容提示上具有积极影响作用。[15][16]

由于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不同,一些研究者得出了与Chaudron
 

&
 

Richards类似的结论,即宏

观标记语(macro
 

markers)有助于更好回忆语篇内容,而微观标记语(micro
 

markers)不能辅助学习者存

储课堂教学内容,过度使用微观标记语可能影响整个教学内容的连贯性。而另一些研究结果则与之相反。
矛盾的研究结论大多归因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即教学风格为有脚本的朗读式抑或无脚本的会话式,或者

实验是基于实验课堂教学还是嵌入式课堂教学。
(2)英语为母语或非母语的授课者身份对听者的影响研究

不少研究者把二语习得者的听力问题一部分归因于授课者的身份特征差异上。William在长达2年

的时间里,以5位母语为英语的助教为参照对象,跟踪录像并分析美国某大学24位英语为非本族语助教

后发现,有计划、有教案的授课更有助于学习者的理解,并且使用显性标记语更多。[17]随后的研究进一步

发现,英语为母语授课者的会话式课堂使用更多的宏观标记语、肢体语言等,因而更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
可以促进学生的理解。语料库对比研究也证实,在二语环境下,话语标记语不仅对英语为非母语授课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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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授课有帮助,同时也促进授课者和听众的互动,从而提高理解力。[18]有研究者以78名在美国大学入

学的中国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英语为母语的教授其英语在授课过程中影响学生课堂理解力的因素。问

卷调查发现,造成中国学生理解困难的其中一个成因是美国教授使用话语标记语的频率。[19]类似的语料

库研究也有与上述研究相反的结论:Eslam Rasekh等在分析伊朗的大学中英语为非母语授课者的话语

标记语使用频率和使用类别时发现,英语为非母语授课者使用微观标记语的频率多于宏观标记语,而且在

会话式课堂中比英语为母语的授课者使用更多的话语标记语。[20]矛盾的结论或许由语料库过小引起,但
这样的研究成果为此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新思路,即在研究设计时应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考虑不同的实验

环境以及设置不同的任务类型来测试影响效果。

2.
 

以大学为主要学术机构的双向听力理解研究

除单向性讲授课为主的听力理解研究外,强调双向听力理解的研讨课、课堂讨论、咨询、团队项目、个
别辅导、访谈和任务型指导类授课模式日益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焦点。Schiffrin认为话语标记语不仅具有

语义和语用功能、社交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且反映了使用者的认知、表达、社交和语篇能力。[21]授课者合理

使用话语标记语不仅能帮助他们组织课堂话语而且能起到人际、语用功能,还能辅助创造一个互动的课堂

氛围。在课堂交际中,授课者使用语境化标记语帮助学习者理解话语是授课者和学习者双方共同的期许。
话语标记语对双向性课堂模式和机构会话的听力理解研究远远落后于对单向性听力理解的研究。近

10年来,有研究者用话语分析法对“also”一词在研究生研讨课和电视圆桌讨论这样的实际互动情境中获

取话语权以及软化/强化后续话语的疏远行为功能进行探讨。[22]也有研究者对“um”在计算机科学学术研

讨会中连接话语碎片、提示话语结构的功能进行了阐述。[23]House以德国大学教授及他们的助教和来自

西班牙的国际研究生之间的42个咨询会话(consultation
 

hour
 

talk)录音为语料,以“yes/yeah”“so”“o-
kay”为研究个案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学生在使用通用英语进行学术咨询时会策略性地重新定

义一些话语标记语,以便帮助自己提高语用能力,达到顺利会话的目的。[24]还有部分研究者的研究则基于

英语以外的语言而展开。
综上所述,目前以大学为主要学术机构的双向听力理解研究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近10年的研究以

个别话语标记语在双向性听力理解中的功能探讨为主,按不同话语类别进行影响差异的描述性和实证性

研究较为缺乏。

3.
 

传统听力课堂教学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外学界对EAP听力课堂中话语标记语和学习者听力理解关系的探究较少。近几年仅

有个别非英语国家研究者对本国的传统二语/外语课堂听力理解产生兴趣。

Fox
 

Tree认为,在传统听力课堂环境下,听者不参与会话,也并非为目标交际对象,因而听者实为旁

听者(overhearers)。[25]Fox
 

Tree在以167名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中发现,旁听者在对话情境下比独

白情境下更能听懂谈话内容,原因在于对话中出现的大量话语标记语能够帮助旁听者跟上会话内容。

Sadeghi
 

&
 

Heidaryan
 

以50位伊朗英语翻译专业学生为实验对象进行了为期12周的教学实验研究。研

究结果显示,在伊朗EFL课程中进行元话语标记语的教学可以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听力能力。[26]除上述研

究之外,也有个别研究者进行实验复制,得出类似的结果。然而发表在有影响力的期刊上的文章并不可

见。研究的缺乏,一方面是由于此类听力课程在英语为母语国家处于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听力是一

种转瞬即逝、复杂且不为人所知的认知过程,使得以听力技能训练为教学目的的二语听力理解研究落后于

大学讲授课听力理解研究。
(二)国内研究回顾

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话语标记语和听力理解的关联性研究刚刚起步。从数量和质量、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上来看同国外相比都有一定差距,研究工具也基本以实验为主。相关论文为本世纪初开始的研究,发
表在CNKI外语类核心期刊的数量仅为5篇(国内相关文献共48篇)。

一些研究者从话语标记语对听力理解的作用上进行了讨论和实验复制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话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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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语对听力理解有促进作用;[27][28][29][30][31][32][33]差生更依赖话语标记语进行听力理解;[34]对文科学生的

影响更显著一些。[35][36]同时也不乏一些研究者从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和听力理解的关系进行描述性研

究并指出话语标记语对听力理解具有语用制约性,听者运用话语标记语的制约性进行合理预测和推断听

力信息、背景知识,有助于听者寻找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联性,推理交际意图,从而促进理解。[37][38]这些研

究同时指出话语标记语对听力教学的启示:话语标记语不仅着眼于对词汇、句子、句群等语言单位的信息

听辨,而且从宏观上引导听者对话语信息进行预测和听辨,从而提升篇章听力效果;[39]话语标记语的显性

学习更有助于提高外语听力水平。[39]

归纳近15年发表的主要研究论文可以发现,在中国教育大背景下,传统听力课程,即为英语专业或公

共外语学生而开设的听力课是研究的焦点和热点。目前甚少有研究者涉猎中国大学中双语课程或英语授

课课程的听力理解。
(三)国内外研究对比

随着语用能力在国内大学英语教学中地位的提升,话语标记语的使用不论作为语用能力的一部分还

是元语用策略的一部分,都引起了二语习得研究者的关注。听力理解和话语标记语的关系研究近年来开

始呈现上升趋势。但国内外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1.
 

研究方法

在国外,话语标记语对听力理解影响的实证研究远胜于理论探讨的描述性研究。从国外数据库收集

的近30年来与本论题直接相关的近30篇左右的论文看,实证研究占大多数。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实验研究。在实验条件下,把lecture处理为带话语标记语和不带话语标记语的不同音视频文本,

以考察话语标记语对二语习得者听力理解的影响。其中,实验研究中单向讲授模式下可听或可视实验材

料的朗读式或会话式,授课者身份为英语母语或二语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探讨是焦点之一。
(2)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摄录两种不同语言、两种授课者身份背景或两类二语授课对象等真实课

堂过程,转录并自建语料库进行比对,或与 MICASE等学术英语口语语料库进行比对,分析话语标记语对

二语听力理解的影响。
(3)基于课堂实验教学的研究。通过课堂教学实验考查话语标记语对传统应试听力理解的影响。此

方法目前仅限于在英语为非母语国家的个别习得研究等。
相比之下,国内对话语标记语和听力理解的关联性研究刚刚起步,相关论文基本为本世纪的研究,发

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的数量仅为个位数。归纳近10年发表的主要研究论文可见,研究主要是基于话语标

记语语用功能的描述性研究,或根据国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生中进行实验复制研究,也有部分研究者进

行传统二语听力课堂教学实验研究。研究方式的使用上,国外研究大量采用访谈、问卷调查、实验、语料

库、非介入式观察等研究方式,单项或多项工具交叉进行以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而国内的研究方式较少,
基本以实验为主。

2.
 

研究理论框架

从研究视角看,国内学界的话语标记语研究起步较晚,又因听力过程的短暂性和一过性的复杂本质,
两者的关联性研究也显得滞后。因而近15年的研究选题几乎都是以国外相关语言学理论,如关联理论和

语言顺应论等为理论框架,从语用和认知语用的角度,对英汉语用标记语的基本功能和意义特征、话语的

生成与理解、语篇和认知语境的建构等主题进行描述性探讨和准实验、显性教学实践。
相比之下,国外学界的研究所涉及的理论比较丰富,主要包括会话分析理论、关联理论、系统功能理

论、话语分析理论以及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语用功能探讨了话语标记语

对大学讲授课听力理解的作用。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和语用学的交叉结合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从较新的研

究角度进行探讨和分析例如话语标记语的跨文化分析和认知分析,话语标记语的二语习得对口语语料库、
学习者语料库中本族语和非本族语教师的口头表达、言语行为,以及EFL/ESL学习者中话语标记语

well、but、you
 

know、however、oh等在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功能、语用差异性及语用能力的发展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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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选题

由于教育大背景的差异,国外研究多着眼于大学课堂的听力理解研究,包括讲授课、研讨课、课堂讨

论、团队项目和任务型指导类授课模式。而国内研究侧重于对传统的二语/外语听力技能训练的研究,涉
及面很窄。尽管应试教学和技能教学仍然是中国听力教学的主导方式,也是国内外英语听力水平测试的

主要手段,但随着国际交流方式的“即时”化,国内部分专业实施的双语授课、全英文授课、英语学术讲座、
外教授课成为流行趋势。如果国内学界仅仅以传统大学英语听力课堂和英语专业听力技能教学为研究对

象就会显得后劲不足,只会拉开同国际听力研究的学术差距。语用知识、语用理解与听力的关系,双向听

力等研究领域将会成为研究的必然趋势。

二、研究展望

尽管听力研究和话语标记语的关联性研究较为滞后,但随着语用习得和语用教学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话语标记语在听力理解中的角色研究将成为听力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综观研究现状,本研究还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构建既科学又合理的研究理论框架

未来研究应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论,结合国内教育现状,建立以国内教育现状为主的研究体

系。目前学界基本从Blakemore的关联理论出发,以此为理论框架和依据探讨话语标记语对听力理解的

语用制约功能。而研究话语标记语的另两大派别———Schiffrin的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研究以及Fraser
的语法语用研究理论鲜有被运用到听力理解研究中来。如何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话语连贯模式、话语分

析及语用意义和二语听力理解研究还有待理论探讨和实证验证。
(二)开展双向听力和对比研究

从本世纪的国内研究看,研究方向比较单一,基本着眼于传统二语听力课堂,个别研究涉及学术讲座。
“听力水平与语用理解的关系”“双向听力”“影响学术听力理解的因素”“语用知识在理解中的运用”等选题

应该成为当前教育大背景下的研究主流。对比研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国内研究以功能描述

性和在校大学生实验研究为主,和英语为母语的语料库对比研究比较罕见。另外,前文所述的授课风格、
授课者背景等因素研究也乏善可陈。在国际教育、双语授课、外教授课等日益盛行的今天,在传统听力技

能教学向真实课堂语境转向的背景下,传统课堂教学环境下获得的听力技能是否为真实课堂语境做准备

的可能性研究也值得研究者在今后加以探索。
(三)二语教材设计和听力理解关系研究

教材研究是一个被边缘化的领域,教材的中心地位也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兴起而动摇。但即使在英

语全球化背景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材在教学中的作用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个别研究显示,

二语习得者呈现出使用部分话语标记语受限、语用功能减少的现象,[40][41][42][43]二语听力教材在反映语言

的真实性上存在局限性(BALEAP
 

Conference,Leicester,2015)。目前学界从这个视角进行的研究还很缺

乏。如何利用语料库进行教材开发设计和优化,二语听力教材如何同真实语料相衔接的研究尚有很大的

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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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has
 

undergone
 

a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1980s.
 

Re-
search

 

on
 

discourse
 

markers
 

is
 

part
 

of
 

praglinguistic
 

study
 

and
 

develops
 

accordingly
 

as
 

one
 

category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This
 

paper
 

is
 

to
 

highlight
 

the
 

studies
 

of
 

discourse
 

markers’
 

effect
 

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I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ssue
 

by
 

focusing
 

on
 

two
 

dimen-
sions:

 

1)
 

academic
 

le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talks
 

in
 

university
 

setting;
 

2)
 

conventional
 

classroom
 

lis-
tening.

 

The
 

final
 

section
 

summarizes
 

to
 

emphasize
 

the
 

necessity
 

of
 

further
 

research
 

and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role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ESL/EFL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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