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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纠错问题是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关乎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课堂的教学

效果,也关乎教学活动的完成情况。文章从错误产生的根源、错误的主要类型、对待错误的态度、纠错

策略四个方面入手,对国际汉语教师口语教学纠错这一论题作以简单探讨,旨在对此理论方面有所补充

和梳理,为国际汉语教师的对外汉语口语教学提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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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rror correc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oral Chinese teach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effect of oral Chinese teach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comple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Starting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root causes of errors, the main types 

of errors, the attitude towards errors and error correction strategies, this paper makes a simple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of error correction in oral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in order to supplement and sort out 

this theoretical aspect,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oral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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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

升,语言和文化在全球得到了大力传播,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汉语热”的浪潮。

与此同时,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

者越来越多。对于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

者来说,学习汉语势必要经历繁杂且漫

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也将频繁与出错、纠

错打交道；对国际汉语教师来讲,在对外

汉语口语教学课堂中势必要面对以及解

决学习者产生的各种错误。由此可见,

纠错问题是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不可忽

视的重要问题。 

语言的错误在第二语言学习者习得

汉语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口语交际中是

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笔者阅读关于对

外汉语口语教学及教师纠错的相关文章

发现,大多数文章都围绕课堂本身展开

探讨,即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或单一

列举纠错主体、纠错时机等,较少把重点

放到口语教学的纠错策略中且鲜少出现

综合全面的纠错策略分析,而研究纠错

策略无疑对提高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质量

有着积极的意义。文章着重对国际汉语

教师口语教学纠错策略这一论题作以探

讨,提出口语课堂纠错的遵循原则和教

学建议,希望对此理论与实践方面有所

补充和梳理,更希望能对国际汉语教师

的对外汉语教学有些许帮助。 

1 错误产生的根源 

探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所

产生错误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 

第一,学习者母语对目的语的干扰,

即母语负迁移。在学习汉语初期,学习者

大都对目的语规则不熟悉,他们往往依

赖母语知识。在此情况下,学习者的母语

就会对目的语产生一定的干扰和影响,

由此生成偏误。 

第二,目的语知识负迁移,又称为过

度概括或过度泛化。学习者在没有完全

掌握目的语的情况下,往往使用中介语

进行交际和学习。中介语介于母语和目

的语之间,是一种不正确的语言形式,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容易受此影响,

在表达过程中产生错误。 

第三,其他因素影响。如,文化因素

负迁移,即学习者在不了解目的语国家

文化的情况下,将本民族的文化类推至

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上,由此造成了误解

和错误；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

学习环境的影响,即教师的不正确示

范、不专业解释、不合理引导,教材缺

乏科学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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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错误的主要类型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产生的错

误类型,目前学界说法不一,在此仅列举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分类形式。科德把错

误分为失误和偏误,失误即疏忽性错误,

这种错误一般在表达者意识到后会自行

更改；偏误即认识性错误,是由于对目的

语规则掌握不牢而产生的一种错误,这

种错误会影响表达者的交际活动,甚至

产生沟通障碍,使听话者误解或无法理

解其言语之意。科德在此基础上又将错

误分为系统前错误、系统中错误、系统

后错误。曹晓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将错误分为系统外错误、系统后错误、系

统形成中错误。系统形成中错误又包括

语境性错误、语内性错误、语际性错误。

其中,系统外错误是指由于外部因素的

误导而形成的错误；系统后错误是指学

习者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目的语规则系统,

但由于焦虑、压力、遗忘、疲劳等偶然

性因素而产生的错误；系统形成中错误

则是指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识负迁移

等因素而生成的错误。 

3 对待错误的态度 

以行为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情景

法、听说法等,所倡导的教学观点和教学

模式深受行为主义影响,尤以听说法

为显著。尊崇听说法教学观的国际汉语

教师主张从学习初始阶段起,用模仿、重

复、记忆的方法形成习惯,排斥和限制使

用母语,且无论是学习语音、词汇还是语

法,都要求学生反复操练、准确表达。教

师若发现学生出现错误,则要求立即纠

正,避免其形成错误的行为习惯。受行为

主义心理学流派影响的国际汉语教师,

在纠错问题上往往持严苛的态度,及时

纠正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错误,帮助其养

成正确的语言习惯。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团体语言学习

法、交际法等诸多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这些教学法深受人本主义心理学说影

响。尊崇交际法教学观的国际汉语教师

主张将功能与结构相结合,采取循序渐

进、螺旋式前进教学法,强调言语内容和

信息的传达,不苛求形式。受人本主义心

理学观点影响的国际汉语教师与受行为

主义心理学观点影响的国际汉语教师在

纠错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前

者鼓励第二语言学习者不要畏惧出错,

敢于运用目的语进行交际,提高学习者

在非母语环境中运用第二语言交流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教师认为出错是不可避

免的现象,应该注重交际任务而非语言

本身,所以在此观念的影响下,第二语言

学习者的错误往往被忽视不纠。 

4 对外汉语教学纠错策略 

关于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纠错策略,

学术界涌现了许多适应现代教学且具

有前瞻性的理论观点,笔者在国内外学

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以下纠错

策略。 

4.1坚持柔性原则与刚性原则相

结合 

柔性原则即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中产生的错误采取容忍态度,能

不纠就不纠；而刚性原则是对学习者出

现的错误采取不容忍态度,有错必纠且

要立即纠正。两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

即是一个系统中的两个极端措施,不论

在教学活动的纠错问题上坚持哪一个原

则,都会有所偏颇,失去科学性和合理

性。国际汉语教师应坚持对立统一原则,

即把柔性原则与刚性原则相结合,视学

生出错的类型和情况而定。 

4.2坚持因生而异原则 

第二语言学习者由于个体因素的差

异,如国籍、性格、智力、学能、动机、

态度等,在学习和掌握目的语的进度及

效果上会有或多或少的差距。在第二语

言学习的初级阶段,教师应对学生给予

更多的鼓励,提高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

培养学习者学习的兴趣。尤其面对内向、

被动、焦虑、压力大的学生,对其出现的

错误应采取包容态度,在不伤害其自尊

心以及挫伤其积极性的前提下,给予合

理的解释和纠正,切忌有错必纠或者直

接纠正,这不仅极易打击学习者自信心、

增加学习者的焦虑,也不利于学习者后

续完整地学习目的语。 

4.3坚持抓主要矛盾原则 

抓主要矛盾强调教师应正确区分偏

误和失误、系统中错误和系统后错误、全

局性错误和局部性错误、语言能力错误

和语言应用错误等。针对第二语言学习

者在学习过程中由于焦虑、压力、遗忘、

疲劳等偶然性因素而产生的错误,教师

通常不进行直接干预。此类错误不影响

听话者理解以及整体交际过程,学习者

通常能在表达过程中意识到并自行改

正。针对学习者在未充分掌握目的语规

则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错误,教师往往要

予以纠正。此类错误往往影响听话者和

表达者的交际过程,使听话者难以理解

对方意图,无法顺利完成交际任务,而

且学习者往往很难自己意识到此类错误

的存在,相应也就需要其他人的点拨和

纠正。 

4.4坚持多主体纠错原则 

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纠错应坚持以教

师纠错为主,自我纠错和同伴纠错为辅

的多主体纠错原则。在第二语言学习过

程中,纠正学习者产生的错误不仅是教

师的责任,同样也是学习者自身和同伴

的责任。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习者自

身以及小组同伴的纠错能力,这样不仅

可以直观了解学习者的听课情况,也可

以培养学习者对错误的敏感意识,提高

其目的语知识水平。再者,根据克拉申的

监控理论,学习者自身纠错和同伴纠错

都有助于提高监控能力。而且,同伴纠错

也可以避免学习者因畏惧心理不敢与老

师直接接触的情况出现,缓解部分学生

的紧张情绪。当然,无论是采用自身纠错

还是同伴纠错,都不能忽视 重要的教

师纠错。学习者纠错或多或少会出现不

深入原因只局限于表面纠错的情况,此

时就需要教师进行专业的点拨和指导,

保证学习者吸收正确的目的语知识。 

4.5坚持多措并举原则 

对外汉语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往

往会遇到第二语言学习者产生的各种不

同的错误。针对这些不同的错误类型,

教师应采取不同的纠错措施,这样才能

取得良好的纠错效果。对外汉语口语教

学的具体纠错措施有示范法、诱导法、

提示法、重复错误法等。对外汉语教师

在口语教学过程中,应该依课堂以及学

生的情况而定,及时判断错误类型,采取



国际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合适的纠错方法进行纠错。在特殊情况

下,教师应采取多措并举的纠错方式,保

证不挫伤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前提下,达

到口语教学的纠错目的。 

4.6坚持预错防错原则 

教师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应善

于总结教学经验,及时归纳学习者经常

出现的错误,预设偏误,调整教学内容,

将学生可能出现的错误扼杀在“摇篮”

中。例如,日本学生的母语中没有zh、ch、

sh、r,所以他们经常将zh、ch、sh、r

错发成ji、qi、xi、li,还有一些学生在

区分zh、ch、sh与z、c、s的发音上有困

难。教师在总结学习者易犯错误的知识

点后,应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加强对易错

点的练习,将易混淆的发音作对比,防止

学生出现掌握不牢的情况。教师提前预

设错误并作出教学方法的调整,不仅可

以有效避免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出错犯错,还有利于及时归纳易错点,

高效解决普遍性错误。 

4.7坚持把握纠错时机原则 

在纠错时机上,有延时纠错、及时纠

错之分。关于对外汉语教师口语教学中

的纠错时机选择,应根据课堂内容来定。

在口语教学的课堂上,如果是语音、词汇

的操练,若学生出现错误,为保证其吸收

目的语知识的准确性,在不打断学生思

路的情况下,教师可以选择及时指出他

们的错误。如果是句子的操练,教师应该

鼓励学生大胆表达,锻炼学生口语交际

能力。面对学生的错误,教师应选择延时

纠错,避免打断学生的完整表达,影响话

语的流畅性。教师在此种情况下,应认真

倾听并记录学生产生的错误,在学生表

达结束后进行合理的点评和指正。 

5 结语 

一直以来,纠错问题都是对外汉语

口语教学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它关乎对

外汉语口语教学课堂的教学效果,也关

乎教学活动的完成情况。现如今,在对外

汉语口语的课堂教学中仍存在许多纠错

问题,例如教师纠错方式单一、未考虑学

生接受度、打断学生发言、使用消极用

语、未突出纠错重点、忽视学生的个体

因素等。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其教学技能、纠错理念必然会对纠错行

为产生影响。所以,国际汉语教师必须提

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加强课前准备和课

后反思,以更宏观、整体、辩证的观点完

成教学活动,坚持柔性原则与刚性原则

相结合、因生而异、抓主要矛盾、多主

体纠错、多措并举、预错防错、把握纠

错时机的原则,采取合理、专业的方式

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产生的错误予以纠

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指导和帮助更多第二语言学习者掌握目

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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