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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系统考察了2009~2023年间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的英语听力测试研究文献。

作为语言能力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听力测试不仅能够全面反映学习者的语言综合能力，还对教

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反拨作用。研究发现：1) 研究对象分布不均，以大学生群体为主，初高中阶段研究明显

不足；2) 研究范畴集中于全国性统一考试，对区域性及校本测试关注度较低；3) 研究主题呈现多元化特

征，主要聚焦于测试题型设计、信效度验证、反拨效应分析、认知诊断理论应用、真实性探讨及难度控制

等方面；4) 新兴研究领域如技术辅助测试及听力理解的心理认知机制等尚未得到充分重视。通过系统梳理

近十五年的研究进展，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不足，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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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bibliometric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English 
listening assessment published in Chinese core journals between 2009 and 2023. As a crucial compo-
nent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evaluation systems, English listening tests not only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learners’ integrated language abilities, but also exert significant backwash effects on teaching 
practic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Research subjects are uneve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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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with predominant focus on college students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secondary educa-
tion levels; 2) Research scope primarily concentrates on national standardized tests, while regional 
and school-based assessments receive limited attention; 3) Research themes are diversified, mainly 
focusing on test item desig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verification, backwash effect analysis,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diagnostic theory, authenticity exploration, and difficulty control; 4) Emerging research 
areas such as technology-assisted testing and psychological-cognitive mechanisms of listening com-
prehension remain understudied. Through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limitations in this field, providing theoret-
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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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听力理解能力的评估需要通过标准化的测试来实现，这是衡量

该语言能力的主要手段。而有效可信的英语听力测试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科学研究。鉴于其重要性，近年

来国内学者对于英语听力测试的研究有所加强，由此，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

提高。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 2009~2023 年期间国内英语听力测试研究进行系统性综述，重

点考察研究热点、方法演进，以揭示该领域的发展轨迹与未来研究方向。 

2. 英语听力测试的研究趋势 

基于中国知网学术趋势分析工具，本研究对“英语听力测试”、“听力理解测试”以及“听力测试效

度”三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出以下发现：首先，就“英语听力测试”研究而言，2009~2011 年间呈现显

著上升态势，其中 2011 年达到峰值，年度发文量达 34 篇(见图 1)。然而，2012~2023 年期间，该领域研

究热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其次，“听力理解测试”研究趋势同样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数据分析显示，

2010 年为该领域研究高峰期，当年中国知网收录相关文献 40 篇(见图 2)。最后，关于“听力测试效度”

的研究呈现出波动性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该领域研究达到顶峰，年度发文量为 7 篇(见图

3)，此后虽有起伏，但整体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3. 英语听力测试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高一虹等(1999)提出的研究方法分类框架，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划分为实证性研究与非

材料性研究两大范畴[1]。以此为依据，对 24 篇英语听力测试研究的文章就其研究方法进行了分类，其中

实证性研究为 16 篇，占 66.7%，非材料性研究为 8 篇，占 33.3% (表 1)。国内英语听力测试研究中实证

性研究总体比例高于非材料性研究，这与语言测试研究自身的特征密不可分，因为离开实验研究和数据

的语言测试无异于纸上谈兵。 
研究数据显示，英语听力测试研究方法呈现出显著的范式转变。蒋显菊(2007)的研究表明，1998~2007

年间，非材料性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80.1%)，而实证性研究仅占 19.9% [2]。彭康洲和袁巧玲(2015)的
研究进一步揭示，2000~2015 年期间，非材料性研究比例下降至 55%，实证性研究则上升至 45% [3]。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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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研究的数据统计，近 15 年来实证性研究方法的使用率已超越非材料性研究方法 33.4 个百分点(见表

1)，这一显著变化反映了该领域研究方法的实质性转变。 
 

 
Figure 1. Trends in listening tests research (2009~2023) 
图 1. 听力测试研究趋势(2009~2023 年) 

 

 
Figure 2. Trends i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research (2009~2023) 
图 2. 听力理解研究趋势(2009~2023 年) 

 

 
Figure 3. Trends in research on the validity of listening tests (2009~2023) 
图 3. 听力测试效度研究趋势(2009~2023 年) 

 
Table 1. Status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English listening test (2009~2023) 
表 1. 英语听力测试研究方法情况(2009~2023 年) 

分类 实证性研究 非材料性研究 总计 

篇数 16 8 24 

比例 66.7% 3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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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一转变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语言测试理论的纵深发展推动了理论

建构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其次，研究者对定量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掌握程度显著提升，为开展实

证研究提供了方法学支撑。 

4. 英语听力测试的研究对象 

基于研究对象的教育阶段属性，本研究对听力测试研究进行了系统分类。数据分析表明(见表 2)，大

学生群体最受研究者关注，相关文献达 13 篇，其中非英语专业学生研究 12 篇，英语专业学生研究 1 篇。

其次为高中生群体，相关研究 6 篇。相比之下，初中生听力测试研究明显不足，仅 2 篇文献涉及。 
 

Table 2.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n examinees as the subject 
表 2. 以考生主体为对象的论文情况 

考生 
大学 中学 其他 

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高中 初中 无特别说明研究对象的年龄段 

篇数 1 12 6 2 3 

比例 4.2% 50% 25% 8.3% 12.5% 

 
研究数据显示(见表 3)，2009~2023 年间，听力测试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性统一考试，而针对区域性

考试及校本测试的研究明显不足。这里所研究的大学统一考试包括：大学英语四、六级(CET4/6)，专业英

语四、八级(TEM4/8)、雅思、托福等考试。 
 

Table 3.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n test types as the subject 
表 3. 以测试类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情况 

试题 全国性统一听力考试 
(大学统一考试、全国高考) 

非统一性听力考试 
(地区考试、校本考试) 其他无特别说明的考试 

篇数 11 3 10 

比例 45.8% 12.5% 41.7% 

5. 听力测试的研究内容 

基于对 24 篇文献的系统分析(见表 4)，本研究采用主题分类法将其归纳为六大研究类别。在分类过

程中，通过文本细读和内容分析，重点考察了各文献的核心研究主题，并妥善处理了主题交叉问题。从

研究主题分布来看，听力测试的反拨效应及信效度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命题研究、认知诊断理论探讨

及测试方法创新等主题的文献数量相对均衡。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表 4. 文献分类情况 

类别 篇数 所占比例 

反拨效应 7 29.2% 

题型、命题方法 4 16.7% 

信效度 6 25% 

认知诊断评估 4 16.7% 

真实性、难度 3 12.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4397


陈琳琳 
 

 

DOI: 10.12677/ml.2025.134397 672 现代语言学 
 

5.1. 听力测试的反拨效应 

反拨效应指语言测试对教学实践和学习过程产生的影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该领域研究受到

学界持续关注，形成了多维度的研究范式。代表性研究包括：张宁娇和杜苗(2010)从测试内容、形式维度，

结合教材、教师、学生三重视角，系统考察了新四级听力测试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双向反拨效应[4]。杨维

秀和陈洪宇(2012)构建了四级考试反拨效应的三阶段模型：早期阶段受限于测试信息不足，正向效应未能

充分显现；中期阶段随着测试经验的积累，教与学逐步趋于理性；后期阶段则出现教学重心向应试技巧

偏移的现象，导致正向效应减弱[5]。董连忠(2017)聚焦高考英语听力测试，在肯定其提升学生听力能力的

同时，提出了优化考纲、提高效度、改进教法等对策建议[6]。 

5.2. 听力测试的题目类型、命题 

此类研究聚焦听力测试的题型设计及其影响。蒋京丽(2019)基于语篇、情境和语用三个维度，构建了

系统的命题框架，并据此开发了适用于不同年级和主题的听力测试题型，为听力测试命题提供了系统的

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7]。雷雪梅和席仲恩(2016)通过对比实验，探讨了试题语言对听力测试的影响，发现

母语命制的试题虽能提供辅助信息，但在主旨理解类题目中可能产生干扰效应。上述研究在理论构建和

实践应用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8]。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特定测试类型，缺乏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普适性探讨，这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5.3. 听力测试的信度和效度 

在听力测试效度研究领域，学者们从多维度展开深入探讨。莫玉秀和覃元姣(2011)采用多元效度验证

框架，指出四级网考听力测试的共时效度可通过规范命题和试测程序得以保证，但其预测效度和内容效

度仍存在改进空间[9]。钟伟轩(2012)强调在听力测试设计中平衡信度与效度的重要性[10]。李廉和杨舒

(2018)基于整体效度观，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听力构念，验证了仿真测试的效度建构可行性，为提高测试

效度提供了新思路[11]。上述研究系统探讨了听力测试效度的关键问题，从理论构建到实践应用均有所突

破，为提升测试质量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5.4. 认知诊断评估 

认知诊断评估作为传统评价方式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肖云南和罗娟(2019)运用 G-
DINA 模型，从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视角识别出 8 项关键认知属性，并系统分析了学生群体、分层群体及

个体三个层面的听力认知特征与缺陷，揭示了不同水平学习者的显著差异[12]。何莲珍和张娟(2021)则聚

焦《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应用研究，通过开发个性化诊断报告，将量表描述语言与补偿式教学有

机结合，有效提升了学习者的语言能力[13]。认知诊断研究在模型构建和应用实践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为

传统评价方式的革新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实践路径。 

5.5. 听力测试的真实性、难度 

此类研究涉及测试的各种特征、各种测试方法。刘宁(2012)探讨了雅思听力测试的真实性。她指出雅

思听力测试的真实性体现在真实生活用语的使用及其交互性方面，并指出真实性是指听力材料应当是真

实的、现实生活中所用的自然语言[14]。何莲珍等(2018)采用 Coh-Metrix 文本分析工具与 SPSS 统计分析

软件，通过多维度的实证研究，系统考察了测试方法对英语听力任务难度的作用机制及其特征间的相互

关系。该研究不仅为听力测试设计提供了理论框架，还通过实证数据支持了相关假设，具有重要的方法

论意义[15]。大部分都是对于大学的听力测试研究，对中小学听力测试几乎无研究，未来可参照教材探究

其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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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近年来，国内在英语听力测试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研究

方法经历了从单纯的理论探讨和问题分析向更多实证性研究的转变，这种趋势的增长对于我国听力教学

与测试任务的科学化设计及开发提供了重要支持；其次，研究视角从单纯关注听力测试本身转向更加重

视应试者群体，这一变化体现了“以评促学”的理念，强调了考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再者，跨

学科研究逐渐受到重视，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听力测试的研究手段；最后，随着多

种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的应用，听力测试研究的精确度得到了有效提升。 

然而，当前国内听力测试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多数研究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听力

测试，而对基础教育阶段的相关测试关注不足；另一方面，研究多侧重于大规模、高风险测试，而对于

小规模或校本课堂测试的研究则相对稀缺；此外，尽管现代科技手段为改进听力测试方法、实现测试智

能化与个性化提供了可能，但相关的探索仍然有限；在题型研究方面，更关注客观题，而对主观题关注

不够。更重要的是，从 2015 年开始，国内英语听力测试的研究数量呈下降趋势，研究者的兴趣可能转向

了其他领域，如口语、写作或综合语言能力评估。在未来的听力测试研究中要更全面地考虑不同层次教

育的需求以及题型多样性；进行多模态研究，研究听力与其他语言技能(如口语、阅读)的相互作用。 
展望未来，笔者认为国内的听力测试研究可以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拓展研究对象，

多关注小规模测试和基础教育测试。比如在基础教育测试方面，设计适合不同学段的听力测试框架，结

合课程标准，开发符合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的测试任务。在一些小规模测试中鼓励校本测试研究，探索基

于课堂的听力评估模式，开发适用于小规模测试的题库和评分标准。 
二，拓展对影响听力能力测试表现因素的全面性探究，深入分析影响听力理解能力的各种因素，如

语言输入环境、语音识别能力、心理因素(焦虑、自信心)、认知策略运用以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等，并探讨

如何通过教学干预改善这些影响因素。比如探讨听力理解中的认知策略运用，如预测、推断、总结等，

并开发相应的教学干预方案。例如，可以通过实验研究，比较不同认知策略对学生听力理解能力的影响，

并设计相应的教学策略，如预测训练、推断训练等。 
三，开发更具挑战性和适应时代变化的新颖题型，比如利用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源，模拟真实场

景对话，测试学生在复杂语境下的听力能力。例如，可以设计基于视频的听力测试题目，如观看一段英

语电影片段后回答问题，测试学生对真实语境下听力材料的理解能力。增加主观题比例，如听后复述、

听说测试(Listen to Speak)、听写测试(Listen to Write)等，以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同时，制

定更为细致、科学且能够体现多元技能水平的评分标准。最后，改进研究方法。运用多维度数据分析方

法，如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分析语言输入环境、心理因素、认知策略和跨文化

交际意识对听力能力的综合影响。 
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眼动实验研究学生在听力理解过程中的注意力分配情况，分析不同听力材

料对学生注意力的影响。为听力理解过程提供更加客观、直观的数据支持，从而深化对听力理解机制的

认识。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未来听力测试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仍然存在不足，即研究样本量较少，

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验证结果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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