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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针对当前汉语口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数字化叙事的教学实验对策，以此考察数字化叙事对

汉语学习者口语表达能力的影响。通过对两个语言班的留学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学生的口语成绩有显著提升，且在二语产出的三个衡量维度(流利度、准确度以及

复杂度)均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叙事教学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对学生具有积极

的促学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数字化叙事在汉语口语教学中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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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d the existing challenge in Chinese oral language instruction and proposed a 
teaching experimental strategy based on digital storytelling to examine its impact on the oral ex-
pression skills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Through a two-month empirical study involving inter-
national students from two language classes,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emon-
stra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oral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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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of second language (L2) production: fluency, accuracy, and com-
plex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digital storytelling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oral expres-
sion abilities an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learning, thereby confirming the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Chinese oral language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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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口语课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与听力课和阅读课并重的一门主干课，它以培

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为教学目标，要求学生在听懂的基础上，都能开口说话，都愿意开口说话[1]。但

当前的口语教学多以教师为中心单纯围绕着教材授课，以记忆对话和重复练习为主[2]，因此，缺乏足够

的输入与输出训练。学生被动参与口语练习，课堂所学与实际交际需求脱节[3]，学用分离导致学生学习

效率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特别是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各种数字化、智能化教学手段日益先进的今

天，传统口语教学逐渐暴露出一系列的不足与弊端，而这些问题需要一种更有效的交际方法来帮助汉语

学习者发展口语能力，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利用新技术资源的创新教学策略。 
数字化叙事(Digital storytelling，简称 DST)被看作是一种基于项目、以技术为载体并以学生为中心的

建构主义教学策略[4]-[6]。它结合了传统叙事教学与新兴数字技术，即利用声音、图像、文本和音乐等多

媒体信息技术来呈现故事，从而实现社会意义构建[7]。因此，数字化叙事使教学不再局限于课堂，超越

了传统的课堂界限，能为学习者创造有意义的社会交际语境，进而实现有意义的语言输出。此外，研究

发现数字化叙事作为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旨在培养外语学习者的口语能力[8]。在数字化叙事的指导下，

国外外语教学课堂上做了很多相关的教学实验[8]-[10]，证明了这一教学策略在提升二语学习者口语能力

方面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然而，国内学界关于二语教学中数字化叙事的研究与应用并不多见，对其在

口语教学中的探讨更是关注甚少，特别是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领域，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验证其在汉语

口语教学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提高汉语口语教学的教学效果，本研究尝试在

中级汉语口语课上应用数字化叙事教学策略，旨在探讨数字化叙事在汉语口语教学中对学生口语能力的

影响，以期为新时期口语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化叙事教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数字化叙事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社区艺术活动，作为短篇叙事电影在加州伯克利的数

字故事工作坊引入，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数字化叙事的先驱者达纳·阿奇利(Dana AtChley)使用计

算机将老照片和个人叙述相结合制作成数字故事，受到大众的欢迎与认可[11] [12]。之后，他又于旧金山

成立了数字故事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Storytelling)，此后数字化叙事迅速流行起来，影响甚广，现已广泛

应用于各个领域，如计算机科学、教育、文化传媒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特别是近年来，数字化叙事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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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领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 Ohler [13]看来，数字化叙事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学

习者将内在的想法与数字媒体技术结合，进而转变为基于媒体的表达形式，这为他们创造了语言输出的

环境和机会。Hung [14]认为数字化叙事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教学方法，它可以帮助学习者用讲故事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意图，从而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同时还能培养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语言技能。由此可

知，通过制作数字故事，学习者能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主动成为故事和知识的创造者，而不是被动的

接受者。Wu 等[12]通过对 57 项带有实验或准实验性质研究的回顾与梳理，发现数字化叙事在语言和读

写学科中的应用最为常见，且总体上对学习者的学习表现具有显著性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表明在促进学

习者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高阶思维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 
此外，数字化叙事与当下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趋势相呼应，符合“互联网 + 教育”新形态的

发展趋势[15] [16]。许多研究者认为数字化叙事将传统叙事与用于知识建构的信息技术和视觉素养等新时

代综合能力结合在一起，是传统叙事艺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13] [17] [18]。综上，数字化叙事推进

了多媒体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相比单一的文字或口头叙述而言更具有创造潜力，因而改变了传

统的学习与教学方式。 

2.2. 数字化叙事在第二语言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由于讲故事本质上是个人叙事的呈现，因此需要学生使用语言以口头、书面和视觉形式来表达意义，

且数字故事教学进一步要求学生掌握信息技术，以数字化方式来实现语言表达[8]。因此，数字化叙事可

以被视为一项综合而复杂的实践任务，适用于语言教学。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以技术为载体数字化叙事作

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表达能力，读写能力、创造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促

进学习者多元智能的发展[8]-[10] [19] [20]。所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数字化叙事在非母语者第二语

言或外语课程上的作用，以期使用这一教学策略来提高学习者的口语能力。Kim [19]关注学习者的口语能

力发展，他发现使用数字故事方法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发音水准、词汇量和句子复杂度。根据 Hwang
等[21]的研究，数字故事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语言输出的机会，让他们在口头记录自己的故事时使用目标

语言进行练习，从而提升了学习者的口语能力以及整体的英语成绩。Yang 等[8]以 54 名七年级学生为研

究对象实施数字化叙事教学，发现实验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Fu 和 Yang [10]的研究也证实数字化叙事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口语流利度，促进语言能力发展。通过对以往

相关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数字化叙事教学为语言学习提供了大量的输入与输出练习，使学习变得更有

意义，在提高英语学习者口语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多

方面的思维能力。因此，数字化叙事应用于课堂教学，有利于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提高学习者口语

水平的一种可行的教学策略。 
综上所述，数字化叙事为学习者提供了脚手架，让学习者利用多媒体手段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训练

口语能力，从而实现在真实的语境中建构意义和学习知识，这比传统的语言教学更有意义，同时实现了

传统课堂教学的多模态化，智能化拓展。因此，可以认为数字化叙事是一项综合性的任务，更是一种有

效的语言交际策略，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口语表达技巧，对口语能力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然而，尽管以往的研究探索了数字化叙事教学策略对外语学习的影响，证实了其在外语学习者口语

表达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数字化叙事对于国际中文教学的影响仍缺乏研究，更未涉及其对汉语口

语表达的影响。因此，为检验数字化叙事在国际中文口语教学中的作用，基于当前口语教学存在“学用

分离”的问题以及对数字化叙事教学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本研究将在中级口语课堂上进行为期两个月的

实证研究，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 
(1) 数字化叙事教学策略对学生的口语能力是否有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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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口语产出的三个维度(流利度、准确度以及复杂度)有怎样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次教学实验的对象为浙江省某高校人文学院中级语言班 C1 班和 C2 班的学生 43 人，其中实验组

23 人(男生 13 人，女生 10 人)，对照组 20 人(男生 14 人，女生 6 人)，他们来自阿根廷、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加拿大、罗马尼亚、秘鲁、也门等国家。所有学生均已通过 HSK-3 级考试，汉语

水平属于中级。 
本次数字化叙事教学实验为期两个月，也就是 8 周，每周 4 个课时，共计 32 个课时。两个班均由同

一位女教师进行口语授课，教学进度一致，且使用同一教材，教学内容相同，但教学活动不同。对照组

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词汇讲解–句式练习–课文讲解–综合操练”来展开教学，每单元结束后，

要求学生完成课后习题的口头任务(情景对话)。实验组采用数字化叙事教学方法，将数字化叙事融入每周

的课堂活动，要求学生在完成每单元的学习后用中文完成 3~5 分钟的数字故事创作。具体而言，第 1~8
个课时围绕教材三个单元的语言目标进行生词、句型以及语法点的教学，并向学生介绍数字化叙事的概

念以及教学流程，以自制视频为参考，讲授视频制作和编辑技术，为学生提供培训。其余的 24 个课时进

行数字故事创作活动。在这一环节的设计中，本研究借鉴了 Ohler (2013)、Robin (2016)和 Yang (2022)等
人的做法，具体分为以下六个步骤：(1) 头脑风暴；(2) 讨论、确定主题；(3) 创作故事板；(4) 撰写、修

改文本；(5) 练习输出；(6) 录制故事。 
简言之，实验组的学生需要运用每单元所学的语言知识来进行口头叙述以创作故事。在此过程中，

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围绕特定主题进行头脑风暴，学生通过讨论确定最终主题后在故事板模板上完成情

节的初步设计，包括开端、发展和结尾等的详细描述。接着，学生撰写故事文本，并将他们创作的故事

与文字、图片、音乐、视频等多媒体元素进行整合，期间学生可进行录音或配音等的语音练习，同时反

思自己的语言问题。最后学生展示作品，并接受教师和同学的反馈。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二语产出的三个衡量维度——准确度、复杂度、流利度(Complexity，Accuracy，Fluency，
简称 CAF)作为本次口语测试的评分标准，并以此为测量工具[22]。这三个维度分别考察了：1) 准确度，

即发音是否准确，具体将从声调准确度、声母准确度以及韵母准确度这三个方面的语音准确度进行评分；

2) 复杂度，即语言产出的复杂和多样化程度，分别从词汇多样性和词汇难度两个层面来考察，具体将从

不重复词语的数量和词语总量以及《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规定的甲级词、乙级词、丙级

词、丁级词和超纲词的使用数量来评分；3) 流利度，即语言是否具有流畅性，我们将从发音时间内没有

声音的停顿次数、犹豫时长以及“嗯、啊”这类充实停顿的次数和时间长度两个方面来衡量流利度并进

行评分。 

3.3.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具体数据来源于学生的前后测试成绩。 
实验开始前对两组的学生进行前测，以评估学生在口语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初始水平。实验结束后对

两组学生进行后测，即期末考试。测试的题型与前测类似，且试题均改编自教材，两组学生的考试题目、

内容、难度以及考试时间等均保持一致。测试内容包括单词朗读、句子朗读、看图说话以及话题陈述四

个部分，共 24 题。评分员分别从流利度、准确度和复杂度等三个维度进行渐进式综合评分，具体分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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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级，其中 1 表示很差，2 表示差，3 表示及格，4 表示良好，5 表示优秀，三项总分为 15 分。 
前后测试的评分分别由三位评分员同时进行，结束后通过 ICC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对评

分员评分信度进行计算，前后测试 ICC 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ICC (C, K) = 0.908~0.802 和 ICC (C, K) = 
0.798~0.864，该结果表明评分员一致性较高，他们之间的评分具有可靠性[23]。此外，研究者运用 SPSS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和差异性统计分析。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对汉语口语总体水平的影响 

研究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前测成绩间的差异(见表 1)。结果表明，实验组的口

语总体水平略高于对照组，但不具有显著差距(t = −0.613, p = 0.547)，确保了被试的同质性。这表明实施

不同的教学策略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口语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test oral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口语前测对比 

维度 
实验组(N = 23) 对照组(N = 20) 

t (df) p 
M SD M SD 

流利度 3.49 1.02 3.40 0.68 −0.250 0.805 

准确度 3.64 0.52 3.47 0.42 −0.866 0.396 

复杂度 3.67 0.53 3.53 0.48 −0.630 0.535 

总分 10.80 1.65 10.40 1.37 −0.613 0.547 
*p < 0.05, **p < 0.01.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教学实验后，实验组在后测阶段的成绩整体都有所提升(见表 2)，且两组的后测成

绩存在显著性差异(t = −3.581, p < 0.01)。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实验组经过数字化叙事教学后口语成绩有

显著提高，与传统教学相比，数字化叙事在汉语口语教学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有利于提升学习者口语表

达能力。 
 

Table 2. Comparison of post-test oral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口语后测对比 

维度 
实验组(N = 23) 对照组(N = 20) 

t (df) p 
M SD M SD 

流利度 4.11 0.59 3.33 0.53 −3.127 0.006** 

准确度 4.17 0.39 3.70 0.42 −2.605 0.017* 

复杂度 3.95 0.47 3.33 0.37 −3.225 0.004** 

总分 12.22 1.27 10.37 1.02 −3.581 0.002** 
*p < 0.05, **p < 0.01. 

4.2. 对汉语口语产出各维度的影响 

为了考察数字化叙事对口语产出的具体影响，本研究从流利度、准确度和复杂度三大维度[23]出发，

比较两组学生在前/后测中口语成绩的变化差异，以进一步了解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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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和表 2 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流利度”、“准确度”和“复杂度”三个维度上前测成绩

并无显著差异(p > 0.05)，而在后测阶段中实验组这三个维度的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流利度：t = −3.127，
p < 0.01；准确度：t = −2.605，p < 0.05；复杂度：t = −3.225，p < 0.01)，这说明数字化叙事教学对汉语口

语产出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学生的口语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输入与输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基础性作用。简言之，数字化叙

事教学以其多模态的语言输入和频繁的语言输出，为发展学生的口语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依据输

入假说理论(Input Hypothesis) [24]，语言习得依赖于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即略高于学习者

当前语言水平的输入(i + 1)。在本次的数字化叙事教学中，学生需要接触并使用大量的多模态资源，如丰

富的音频、图片、视频和文本，这些资源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输入形式，还通过生动的故事情境

增强了输入的可理解性和实际关联性，属于学习者有能力获得的新知识或语言结构的“下一个增量”。 
此外，Swain [25]的输出假说理论(Output Hypothesis)提出，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产出驱使学习者更加积

极主动且深入地加工语言，从而促进第二语言学习，提高语言产出的准确性。在语言教学中，不少教学

实验都关注了数字故事对学习者在写作[20] [26]、口语[8] [27]等方面的第二语言产出技能的影响，其研究

结果都证明了数字故事教学的有效性。这表明数字化叙事为学习者提供了有意义的语言环境，以产出式

故事创作的方式来鼓励学生输出目的语，从而达到口语训练的目的。在本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

生都有输出练习的机会，但结果表明实验组的学生在口语输出的各个维度都表现得更好。这可能是由于

数字故事的创作需要录音或者配音，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大声朗读、反复重听，不断反思自己在发音、

语调等上存在问题，及时检查与修正，在频繁的操练和实践中使口语表达趋于准确、流利；且在创作过

程中涉及编写脚本和记录叙述，学生需要充分调动自己的语言资源，有利于提升口语表达的多样性与丰

富性，进而实现有意义的语言输出。 
而反观传统教学下的对照组，学生在经过短期学习后“准确度”虽有提高，但其他两个层面均有下

降，这也许是因为传统教学以重复操练为主，学生有开口练习的机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语音准确度

的提升有所帮助，但教学内容仅局限于教材，缺乏足够的输入与更多输出的训练，学生可能觉得枯燥乏

味，被动参与口语训练，因而吸收效果不佳，所以在流利度与复杂度方面无法得到提升，甚至呈现下降

的趋势。因此，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叙事教学有助于语言习得，它使学习者实现有意义的语言输出，

从而促进口语能力的快速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化叙事教学策略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口语教学中对学生口语能力的影响，经过两

个月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口语成绩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实验组的学生在口语产

出的三个衡量维度，即“流利度”、“准确度”以及“复杂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学生。因此，研究表

明，基于数字化叙事的口语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促进学生二语产出水平的提高。 
此外，这两个月的实证研究将数字化叙事教学融入二语课堂，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开口练习的平台与

机会，学生在创作数字故事时利用各种多媒体技术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进而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方

面，当前数字化资源为学习者的叙事提供了大量的语言学习素材，使学生有充足的语言输入与练习，这

些输入既符合学生现有语言水平，又具有趣味性和情境化，激发了学习兴趣，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内化语

言知识；另一方面，数字故事以其独特的方式引导学习者用叙事的方式进行特定的交际，创造了有意义

的社会交际语境，对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这一教学策略恰好符合学生的实际

交际需求，有利于解决当前汉语口语教学中学用分离的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推

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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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研究只是做了初次尝试性的努力，教学实验还存在不足之处：由于语言班学生人数有限，

因此本研究样本规模较小，且参与者仅限于中级水平的中文学习者，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可能有限；此外，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的教学实验只进行了两个月，未能充分考察数字化叙事对学生口语能力发展

的长期影响。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数量，并在中文水平上拓宽研究对象的范围，延长教学实

验时间，不断探索数字化叙事在中文口语教学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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