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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新加坡的华文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成为有效的语言使用者，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语境

以流利的华语与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为了达致此目标，资讯科技，尤其是视频在教

学和测试上的使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视频除了能够刺激视觉和听觉感官，使学习更

生动有趣外，视频所提供的材料和资源，也能让学生在与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时，说话的内

容更丰富。 
 本研究以新加坡中学四年级修读普通水准华文的学生和中学四年级修读高级华文的

学生为研究对象。第一组学生参与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口语测试。第一种方式是使用视频

（录像短片）作为引起说话动机的材料，第二种方式是使用一张图片作为引起说话动机的

材料。第一种方式让学生在进行口语测试之前观看一段约一分钟的录像短片，然后他们必

须根据录像短片主题相关的提示与主考员进行对话。第二种方式则让学生看一张图片，然

后他们必须根据图片的内容和主考员进行交谈。第二组学生在观看一段内容和旁述较丰富

的录像短片后，针对录像内容作一个两分钟的口头报告，然后根据口头报告的内容与主考

员进行对话。 
 本研究通过量化和质性的方法分析第一组学生在两种口语测试中表现的比较，以及

两组学生对口语测试中使用科技的看法。研究显示两组学生在以视频作为引起说话动机的

口语测试中，表现得相当积极、正面。虽然第一组学生在两种口语测试中的表现差别不大，

但是他们觉得录像短片比图片更能提供贴近生活的真实语境，帮助他们发表看法，让他们

能够更有信心和主考员进行会话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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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新加坡的华文教学旨在为学生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作好准备。语言交际能力是 21 世

纪的重要技能之一，因此，华文教学应重视口语表达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用

华语与人沟通。随着新加坡人的家庭语言环境的变迁，现在在家里主要使用华语交谈的学

生只占三分之一，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华文，我们可以借助资讯科技，鼓励学生学习华

文，并以华语与人沟通。资讯科技，尤其是视频，可通过丰富的画面，让学生在真实的语

境中学习用华语进行交际和沟通。学生可以从中体验到华文的“实用性”，激发他们学习

华文的热情，同时也提升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为确保教学与考试相辅成，中学华文口试

将以视频（录像短片）取代图片，作为引起说话动机的材料。这是因为视频能够反映真实



  
 

的生活情境以及提供贴近生活的材料，让学生说话和讨论的内容更丰富。本研究探讨视频

在口语测试中扮演的角色。 
 
二 相关文献 
 
        近二十年来，科技的进步促使多媒体广泛地在测试中被运用。相关研究显示使用多媒

体进行测试越来越受关注。例如在测试保健专业人员诊断患者状况的能力时，动画已被广

泛地使用，如心跳监视器 (animated heart monitor trace)，静态心电图(static electrocardiogram 
strip)和心跳音频 (Bennett, Goodman, et al (1997)。 

在一个体育教师专业检测中(ETS,1997)，参与测试的准体育教师必须撰写一篇文章，

他们必须以一段显示学生动作的视频作为写作的素材。在测试中融入多媒体的原因主要是

多媒体和其他平面媒体相比，能够更好地展现动态过程，例如动作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Parshall & Harmes, 2007)。测试中使用视频的另一个原因是试题若是融入了多媒体元素，

内容就会跟日常生活中的任务更相似(Parshall & Harmes, 2007; De Leng, 2007)。使用多媒

体的测试也能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激发学生的创意的优点(Tennyson & Breuer, 
2002)。 
        在语文测试上，尤其是使用多媒体的口语测试也日趋普遍。一名韩国学者Lee (2007) 
的研究中，他使用多媒体测试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能力。研究显示这类测试更具真实性、

互动性和实用性。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学生在使用多媒体的环境中的口语产出水平更高，

表达更清楚、更明晰，这有利于考查学生的实际口语水平。使用多媒体的口语测试，也能

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学生的紧张与焦虑感得到舒缓，表现得更有信心。这不仅

有利于学生发挥应有的语文应用能力 ，对学生后期的继续学习活动也产生良好的鼓励作

用（傅跃芳，2013）。测试若以多媒体呈现，学生比较没有考试的感觉，因此他们产生焦

虑和紧张的情绪较低（穆林燕，2013）。 
        虽然使用多媒体进行口语测试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在口语测试中以视频作为引起说

话动机材料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使用多媒体进行口语测试对加强口语表达能力

有诸多优点，本研究的目的是测量学生在使用视频的口语测试中的表现，以及了解他们对

在口语测试中使用科技的看法。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成三个部分。测试A是探究学生对口语测试中使用科技的看法的质化研究。

测试B是针对学生使用视频进行口语测试和使用图片进行口语测试的量化研究，探究和比

较两种口语测试的可操作性，以及使用视频进行口语测试对学生来说是否太难等相关问题。

测试C则是探究使用视频进行听说结合的测试，考查学生能否从录像的旁述提取关键信息

进行口头报告。本研究收集了学生对这种口语测试的反馈。  
 
  



  
 

3.1 研究对象 
 
        参与测试 B 的是 9 所中学的 130 名中学四年级修读快捷华文课程的学生。他们个别

参与两个口语测试。一为看图说话，二为看录像说话。 
        参与测试 C 的是 7 所中学的 98 名中学四年级修读高级华文课程的学生。他们参与了

看录像进行口头报告和根据口头报告进行讨论的口语测试。 
        以上两组学生皆同时参与测试 A。 
        资讯科技是支援母语教学的工具，教育部开发了“乐学善用母语互动平台1”，因此

学生对使用视频进行口语练习并不陌生。因此在本研究中，两组学生对使用视频作为引起

说话动机的材料是熟悉的。 
 
3.2 研究设计及工具 
 
         在测试 A 中，所有参与测试的学生在完成口语测试后得完成一份问卷。问卷是以李

克特 6 点式量表 (6 point Likert scale2) 搜集学生对在口语测试中使用科技的看法。一部分

学生在口语测试后参与一个聚焦小组面谈，进一步搜集他们对口语测试中使用录像的感受

和反馈。 
        在测试 B 中，学生分 A、B 两组进行的两场口语测试。在第一场口语测试中，A 组学

生先进行看录像说话的口语测试，B 组则进行看图说话的口语测试。A 组学生完成第一场

看录像说话的口语测试后，马上进行第二场看图说话的口语测试。B 组学生完成第一场看

图说话的口语测试后，马上进行第二场看录像说话的口语测试。这样的安排是确保学生不

受两种不同形式的口语测试的顺序影响。进行看录像说话的口语测试之前，每个学生有十

分钟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学生可以反复地在手提电脑屏幕上观看一个约一分钟的

录像短片和默读一篇朗读短文篇章。录像短片提供简短的旁述。进行看图说话口语测试之

前，每个学生也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学生可反复默读印在纸上的朗读短

文篇章和看一张黑白照片。 
        在测试 C 中，学生在进行口语测试之前，每个学生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

间内，学生可以反复观看一个约一分半钟的录像短片，他们也必须聆听录像中的旁述。学

生可以利用所提供的纸和笔，记录录像的内容和即将呈现的口头报告的内容要点。 
        为了确保口语测试的信度，所有参与口语测试的口试主考员都参与了统一标准会议，确

保他们熟悉口试的评分标准，并能够准确和有效地评分。 

 
四 测试结果与成效分析 
 
4.1 测试 A- 学生对口语测试中使用视频的看法 
 
        学生对在口试测试中使用视频（录像短片）的反应良好。88%的学生同意“录像短片

对口试中的讨论部分有帮助”。以下是一些学生的反馈： 
 

                                                            
1 http://www.moe.gov.sg/media/press/2012/08/new-imtl-portal-to-help-students.php   
2 非常同意，同意，些许同意，些许不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 



  
 

1．和看图说话相比，看录像使我的说话内容更丰富，让我能够更深入地讨论相关的话题。 
2．录像中不同的画面多，提供的例子比图片丰富。 
3．录像让我感受到真实的生活情境，让我在口语测试时有更多的说话内容。 
4.   我比较喜欢录像，因为录像提供了更多视觉和听觉感官的刺激，比图片有趣多了。 
5.   录像比图片更能反映现实，因为我能够在录像中看到和听到人物的真实表情和声音。 
6.  我觉得录像中的背景音乐能安抚我紧张的情绪，我也能感受到录像中人物愉悦的心情。 
7.  我觉得录像比图片更活泼，所以在口试时，我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感觉轻松很多。 
 
        由此可见，录像不但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讨论的内容，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较轻

松的测试氛围。有 85%的学生同意在口试中使用录像短片比用图片更生动有趣。接近 80%

的学生表示他们更喜欢融入资讯科技的口试方式。一名喜欢这个方式的学生所持的理由是，

他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让他为下一道题做准备。另一名学生觉得融入资讯科技的口试让他

觉得愉悦，因为他认为这是很有趣的，同时这次口试让他印象特别深刻。 
 
4.2 测试B – 使用录像和使用图片作为引起说话动机材料口语测试成绩的比较 
 
        测试结果显示，无论是使用录像或者是使用图片作为引起说话动机的材料，学生的表

现都相当一致。两者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为 0.73。请见以下图表: 
 

图一: 看图说话对比看录像说话口语测试成绩分布图 

 

 

 
 

 
 
 
 
 
 
 
 
 
 
 
4.3 测试C – 学生对使用视频进行听说结合的口语测试的看法 
 
        测试结果显示高级华文学生对使用视频（录像短片）作为口头报告材料的测试方式的

反应积极正面。93%同意录像短片内容可引导他们和主考员进行讨论，91%也同意所提供

的信息足够让他们准备口头报告。以下为学生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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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录像短片的旁述提供了关键信息和范围 
2．录像短片的旁述能够促使他们进一步思考讨论话题内容的细节 
3．录像短片能激发他们更全面的思考 

 
        93%的高级华文学生觉得使用录像短片作为导入口头报告的口语测试比较有趣，同时

他们也更投入。配上旁述的录像短片提供了更生动和详细的画面和情节，比如事件的地点

（环境）、人物的表情和感受等，为他们的口头报告提供了丰富和更有针对性的内容。 
 
        总的来说，中四高级华文的学生喜欢，并且不排斥以看录像进行口头报告的口语测试

方式。一名高级华文的学生反映：“高级华文课程一向着重于写作方面的训练，因此我一

向不注重口语表达方面的练习。现在高级华文考试加入了口试的部分，这样一来，我相信

我的语文学习会更全面”。这显示高级华文学生欢迎使用科技加强21世纪的沟通能力，尤

其是口语沟通能力。 
 

五 思考与建议 
 
        整体来说，学生对口语测试中使用视频作为引起说话动机材料的反应良好，这从他们

在评语中频频提及视频做为引起动机材料，对口语测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可以得到证实。

通过这个研究，证实了录像动态的画面，如人物的动作、表情、交流的情形，对实物的呈

现比平面的图片更真实和清楚，为讨论的部份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以测试的目的而言，测试的编制者必须清楚了解测量的构念(construct),，也就是测试

要测量的能力为何。我们不愿看到因为要在口语测试中引入视频而改变或扭曲了原有的测

量构念。如果视频中提供太多的媒体元素（比如文字、影像、高速画面等），这可能会造

成反效果，因为学生得处理过量的信息，混乱他们的思维。测试的编制必须慎重地考虑这

些元素，因此在选择视频时必须注意信息量的问题，同时也不能忽略测试的信度和效度。 
        研究显示口语测试的方式对学生应考的心情会产生影响。使用视频进行口语测试让学

生觉得有趣，这使他们对学习更投入。有些学生反映，说话时有了视频的辅助，让他们在

口试时更有信心。 
         科技的拥护者认为学生使用科技的考试比纸笔的考试表现得更积极，更有推动力

(Johnson & Green, 2004)，因此未来的测试可以探讨使用科技的测试如何提升学生的自我

效能感，使测试成绩有所提升。 
        测试的结果主要是探讨如何使用科技为测试增值，不过我们也不否定纸笔测试的价值。

这次研究我们并没有探讨纸笔测试的价值和好处。对于在教学和测试中使用科技，我们正

处于萌芽阶段，尚须等候一段时间才可以真正感受其真正的效力。 
 

六 总结 
 
        这个研究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发现视频在口语测试中的作用。总的来说，学生对使用

录像进行口语测试，表现积极正面。大多数学生认为视频为口语测试中讨论的部分提供了

真实的内容，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从中培养了有效的口语表达能力。量化研究也显示学生

无论有没有使用视频作为口语测试引起说话动机的材料，表现皆一致，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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