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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面向课外自主学习的汉语词汇学习应用程式的评测

肖静茹 *  赵敏名

摘要

移动应用程式正普遍应用于第二语言学习领域。汉语词汇学习 app，

作为在市场中占有很大份额的特殊类型，凸显了词汇学习的重要性与

移动技术在自主习得领域的巨大潜力。本研究基于对中文学习者的需

求分析进行问卷调查，并依据结果设计了评估汉语词汇应用的检查

表，使用该检查表评估了六个用于课外自主学习的 app。结果表明，

半数选定的 app缺乏共享和动机功能，并且在反馈与纠正机制中表现

不佳。这些应用在内容质量方面表现最好。

一款名为 trainchinese的中文词汇学习 app在本研究的检查表中获得最

高分，随后由三名志愿者进行体验。结果显示，尽管该应用相对其他

同类更符合学习者的心理期望，但在实际体验过程中仍然只能满足学

习者的部分需求。此外，学习者在汉语水平和学习风格上的差异也是

对研究的干扰因素。

本文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从学习者需求出发评估中文词汇学习 app的崭

新角度。然而，有针对性的应用程式评测标准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并通过多对象的使用体验加以补充。

关键词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  词汇学习  移动应用程

式  评测  自主语言学习

线上汉语教学中教师话语重复功能及形式研究

朱淑仪

摘要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教师话语重复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为了深入探

究教师话语重复在线上汉语课堂中的出现情况和特点，本文以六个熟

手教师和六个新手教师的 12段教学录屏作为观察对象，对录屏中所有

的教师重复现象进行转写、分类并深入分析其功能和形式，发现线上

汉语教学中教师重复话语的六种功能和四种形式，新手熟手教师的课

堂语言重复功能主要以肯定性为主，形式主要以对等式为主，经多重

分析表明，新手教师在对学生话语进行肯定性功能的重复比熟手老师

多，但对学生语言输出中的错误的纠正性重复比熟手老师少；新手老

师对等式重复比熟手老师多。

关键词：线上汉语教学　教师话语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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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有关重复的话语模式、分类和功能的研究，国内已有李悦娥（李

悦娥，2000）、安美丽（安美丽，2016）、张咏群（张咏群，2004）等

人的探讨，但是从重复作为一种二语课堂教师话语策略角度，细致考

察重复在汉语教学中的模式和功能的研究非常少，田在原率先从课堂

互动框架出发，对教师话语重复的概念、功能和运用进行探讨，确认

了其作为重要课堂教学策略的地位 (田在原，2004）。

    对于重复在二语教学中的作用的研究，经历了从纯教学手段，

到教学手段与真实话语交际相结合的历程。第二语言教学法流派中的

“听说法”和“直接法”都把重复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来使用，随

着教学法流派的不断演进，这种机械训练的教学理念式微，而与意义

相结合的交际教学法逐渐为语言教学界认同，“在交际观点教学框架

中 ,重复被视为交际性对话中用来确认意义的手段。即受话者通过重

复说话者句子的方式提问以寻求意义确认和说话者同样以重复方式对

意义加以确认。”(田在原，2004）在这种框架下，重复已不再是纯

粹的“为教学而教学”的手段，而被认为是结合真实话语交际的“互

动”。在这种教学理念下，二语教师如何利用重复，其重复的类型、

内容和功能如何？这方面，实为需要一些实证研究。本文选取了线上

汉语教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对比。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角度的选取 

对于话语重复现象，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

如语义上的重复和形式上的重复，全部重复和部分重复，简单重复和

曲折重复，自我重复和他我重复等。在对教师话语进行梳理时发现，

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复现象更加复杂，有教师的“自我重复”（即教

师重复自己的话语），也有教师的“他我重复”（即教师重复学生的话

语），为了便于进行定量标注和分析，以下重复语料仅从“他我重复”

角度选取。

（二）研究材料的收集及研究问题

1.研究材料的收集

本文考察了某大型汉语在线互动教学平台的汉语教师的课程，通

过对教师学历结构、教学经验、所授学员水平、学员稳定性等的综合

考虑，最终选择了 12段教学录屏作为研究材料，其中有六段熟手教

师教学录屏和六段新手教师教学录屏。关于新手教师和熟手教师的界

定，在 Shuell(1990)提出教师职业发展三阶段后，很多学者在 Shuell

的理论基础上展开了研究，但尚未达到共识（汪薇，2020），参照刘

力嘉的“教学水平发展框架”的标准（刘力嘉，2019)，本文的新手教

师为处于实习阶段的学生教师或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新教师，熟手教

师为有较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的教师（3至 4年线上汉语教学教龄）。

通过剔除一些特殊的片段，如教拼音的、教汉字的片段，整理

后得到共 410分钟（各 205分钟）的教学录屏，然后对此进行文本转

写，相关数据见表 1。

表 1: 教学录屏的基本情况表

录屏片段编码 熟手教师录屏时长 录屏片段编码 新手教师录屏时长

L1a 37:37（注：录屏时长 37：37
表示 37分钟 37秒，下同。） L1b 24:41

L2a 33:27 L2b 31:10
L3a 31:39 L3b 25:26
L4a 46:23 L4b 41:32
L5a 25:44 L5b 47:21
L6a 30:54 L6b 35:43

录屏总时长 205分 44秒 205分 53秒
转写文本总字数 26,524字 28,279字
中文字 19,351字 22,675字

注：上表中，L1a表示熟手教师一的录屏片段，L2a表示熟手教师二的录屏片段。依此类推。L1b表示新手
教师一的录屏片段，L2b表示新手教师二的录屏片段，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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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转写完后，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把所有“他我重复”（即

教师重复学生）的话轮抽取出来，进行定量标注，共标注新手教师重

复话语 269 句，熟手教师重复话语 212 句，共计 481 句重复话语，

新手教师的话语重复标记为 N1—N269，熟手教师的话语重复标记为

M1—M212。

2.研究问题

本文关注的问题有：（1）在线汉语教学中，教师话语重复的功能

和形式有何特征？各有什么表现类型？（2）熟手教师和新手教师在重

复策略的使用上有何差异？对差异的分析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三、教师话语重复的功能对比

（一）教师话语重复功能的研究

关于话语重复的功能，周红民用动态的语境观从生理和人际关系

方面来探讨，认为话语重复有生成省力、助听解、填补空缺的语用功

能（周红民，2004），在人际交往中，其有实现施为用意的功能。安

美丽通过 245句重复话语的语料分析，得出重复具有表达情感态度、

减少听话人话语加工努力等功能（安美丽，2016），张咏群通过对电

视节目中会话语料的分析，发现受话人的重复则有肯定答复、确认信

息、回应、强调等作用，而说话人的自我重复则有修正话语、赢得时

间等作用（张咏群，2004）。以上是基于日常生活语料的研究成果，

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对重复的功能的研究，理应有所区别。

（二）对话语重复功能的定性标注及统计说明

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尚无对汉语教师话语重复功能的针

对性研究，关联性最强的研究仅在英语教学领域发现，即在《中学英

语课堂中教师话语重复的研究》中作者对课样中的例句分析得出教师

语言重复的 6大功能 :调整话语，强调话语，同意话语，证实话语，

澄清话语和纠正话语（王成菲，2008）。但在该研究中，对功能进行

概括时是基于一个较为含糊的视角，并没有限定该重复的”具体参数

“，其中既有他我重复，也有自我重复。而本文通过对 481句重复话语

（他我重复）及其上下话轮间的语用关系的分析，总结梳理出汉语在线

教学中教师重复话语的六种功能，即：肯定性、纠正性、启发性、求

证性、疑问性、调整性。在文本分析中，我们是如何定义各个功能的

呢？现结合实例对此进行说明。

（1）肯定性：即教师对学生的话语进行完整重复，该重复的作用

是肯定在上一轮话语中学生的话语输出，对学生的语言表现作出积极

肯定的回应。如：

例 1 ：

T: 嗯，对，这是餐厅。那是，一个餐厅吗？

S: 不是。

T: 那是什么？

S: 一间？

T: 对，一间。好。       （N2)

（2）纠正性：即学生的语言输出中有语音或词汇、语法方面的错

误，教师对学生话语进行“接近原义”重复（即形式不完全一致，但

表达的意思一样），目的是纠正学生的话语输出中的偏误。这一功能

中大部分的例子都是纠音，如例 2。

例 2 ：

S: 对不起，我不 ji 道。

T: 我不知道。（纠音）知

S: 我不知道，知道。    (N8)

例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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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对不起，我不 ji 道。

T: 我不知道。（纠音）知

S: 我不知道，知道。    (N8)

例 3 ：



113112

T: 嗯，非常好，（笑）他怎么样？

S: 他，他是很高兴。

T: 他很高兴。

S: 他很高兴。

T: 对，对，and needn’t to add the 是。OK? 他很高兴。

S: 他很高兴    (N106)

（3）启发性：教师对学生话语输出中的偏误，用重复学生话语的

全部或片断内容的方式，进行启发提醒，目的是启发学生纠正，在此

情况下教师的语调常为升调。

例 4 ：

全部重复：

T: 对，玫瑰，玫瑰花，this flower. 花，那它，你觉得它怎么

样？它好看吗？不，它漂亮吗？Sorry. 漂亮

S: 对，它漂亮，太漂亮。

T: 太漂亮 and?（疑问语气）

S: 太漂亮了。           （N35）

例 5 ：

片断重复：

S: 一个葡萄。

T: 一个？一个吗？（N249）

（4）求证性：因为各种原因，教师对学生的语言输出内容不是非

常明确，因此想通过重复的语言形式希望学生进行证实，通常而言，

教师在重复学生话语后会加上“对不对”、“对吗”之类的问句。

例 6 ：

S: 喝，喝可乐。

T: 喝可乐，对吗？

S: 嗯。（N235）

（5）疑问性：即教师通过重复学生话语内容的方式，来向学生表

示疑问，有时是教师对学生上一话轮所表达的意思不清楚而引起的疑

问。Rod Ellis在概括教师话语特性中有一条是“用升调重复学生的话

或加个附加疑问句以检查落实学生说的话”（Rod Ellis，1985），其所

指正是这个疑问功能的体现。

例 7 ：

S: 太晚了。

T: 太晚了？（笑）那我们就现在去，那我们现在去，可以吗？   

（43N）

（6）调整性：教师通过调整完善话语的方式对学生的话语进行重

复，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汉语中更完整的语言表达形式。

例 8 ：

T: 他在做什么？

S:（长时停顿）看书

T: 对，很好，他在看书。Just now I can’t hear you,now I can I 

can hear you.    （67N）

（三）统计结果

对转写文本中所有重复话语的定性标注及数量统计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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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教师话语重复的功能类型对比

新手教师 比例 熟手教师 比例

肯定性 157 58.36% 87 41.04%

纠正性 38 14.13% 67 31.60%

启发性 5 1.86% 8 3.77%

求证性 22 8.18% 2 0.94%

疑问性 23 8.55% 15 7.08%

调整性 24 8.92% 33 15.57%

合计 269 100% 212 100%

由统计数据可见，在重复策略的使用上，新手和熟手教师使用重

复的功能类型基本处于趋同模式，对其所有重复性质的标定都集中于

前述的六个功能，没有特异数据。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肯定性和纠正

性。这跟前人的相关研究结果是吻合的，“从教学过程来分析 ,教师的

自我重复起强调作用，对学生话语的重复起表示肯定的作用，有时有

暗示学生改正的作用，或直接批评。”（李悦娥，2000）

    值得注意的数据有三个，一是新手教师在肯定性功能方面的使

用次数大大多于熟手教师；二是熟手教师在纠正性功能方面的使用次

数大大多于新手教师；二是新手教师在“求证性”功能方面的使用明

显多于熟手教师。

四、教师话语重复的形式对比

（一）重复形式的类型及表现

根据 Chaudron 的观点，重复是教师的话语修复策略的一种，

而重复又包括精确式重复，扩展式重复，重构式重复（王禹博，

2010）。而分析我们所得的语料，发现除以上三种形式外，还有一种

形式是“缩小式重复”。因此，我们在 Chaudon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

出了四种重复：对等式重复，扩展式重复，缩小式重复，重构式重复。

1.对等式重复（例 9），即话语内容完全一样的重复。

例 9 ：

S: 哦，哦，他家有几口人？

T: 对，他家有几口人？一二三四

S:（长时停顿）

T: 他家有？（M97）

2.扩展式重复，即学生只说了一个词语或短语，但教师说的是含

有该词语或短语的句子，或是进一步丰富该语言点的表达形式。

例 10 ：

S: 哦，很有意思。

T:yeah, 我觉得画画很有意思。（M145）

3 . 缩小式重复，即教师只重复学生句子中的部分词语或短

语。如：

例 11 ：

T: 好。他去哪儿？

S: 他去学校。

T: 学校（纠音）。（M23）

4.重构式重复，也即微调式重复，指教师对学生话语中的语言结

构进行调整后再重复出来。如：

例 12 ：

S: 哪里，哪里商店吗？

T: 对，你可以说：商店在哪儿？（M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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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结果

对转写文本中所有重复话语的定性标注及数量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教师话语重复的形式对比

新手教师 比例 熟手教师 比例

对等式 156 57.99% 76 35.85%

扩展式 23 8.55% 38 17.92%

缩小式 39 14.49% 52 24.53%

重构式 51 18.96% 46 21.69%

合计 269 212

由表 3可知，在教师话语重复的形式方面，新手教师大量使用对

等式，占绝对优势，而熟手教师虽然较多使用对等式，但不占绝对优

势。在四种形式中，扩展式是新手和熟手教师都运用较少的形式。

五、新手熟手教师话语重复的功能和形式的相关性分析
新手熟手教师的话语重复总量和比例不同，同时重复话语呈现 6

种功能和 4种形式，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下面通过数据模型分

析对此做一些探索，本模型由数据合并、数据指标基本情况分析、指

标相关性分析等组成。

表 4：教师话语重复的功能和形式的分布情况

（注：其中 0-5代表新手教师，6-11号代表熟手教师）

由表 4可知，新手熟手教师的课堂语言重复功能主要以肯定性为

主，形式主要以对等式为主。

经多重分析表明，新手教师在对学生话语进行完整重复，即肯定

性功能比熟手老师多，但对学生语言输出中的错误纠正较少，即纠正

性功能比熟手老师少；新手老师在话语内容完全一样的重复，即对等

式重复比熟手老师多。

表 5：新手教师话语重复的功能和形式的情况分析

由表 5可知，肯定性的标准差最大，启发提示性的标准差最小，

说明在重复话语中肯定性的语句分布较为不稳定，而启发提示性的语

句分布较为稳定。其中肯定性的语句中最少出现了 8句，而最多出现

了 45句，说明在实际教学中肯定性语句无论是在新手教师还是熟手



117116

（二）统计结果

对转写文本中所有重复话语的定性标注及数量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教师话语重复的形式对比

新手教师 比例 熟手教师 比例

对等式 156 57.99% 76 35.85%

扩展式 23 8.55% 38 17.92%

缩小式 39 14.49% 52 24.53%

重构式 51 18.96% 46 21.69%

合计 269 212

由表 3可知，在教师话语重复的形式方面，新手教师大量使用对

等式，占绝对优势，而熟手教师虽然较多使用对等式，但不占绝对优

势。在四种形式中，扩展式是新手和熟手教师都运用较少的形式。

五、新手熟手教师话语重复的功能和形式的相关性分析
新手熟手教师的话语重复总量和比例不同，同时重复话语呈现 6

种功能和 4种形式，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下面通过数据模型分

析对此做一些探索，本模型由数据合并、数据指标基本情况分析、指

标相关性分析等组成。

表 4：教师话语重复的功能和形式的分布情况

（注：其中 0-5代表新手教师，6-11号代表熟手教师）

由表 4可知，新手熟手教师的课堂语言重复功能主要以肯定性为

主，形式主要以对等式为主。

经多重分析表明，新手教师在对学生话语进行完整重复，即肯定

性功能比熟手老师多，但对学生语言输出中的错误纠正较少，即纠正

性功能比熟手老师少；新手老师在话语内容完全一样的重复，即对等

式重复比熟手老师多。

表 5：新手教师话语重复的功能和形式的情况分析

由表 5可知，肯定性的标准差最大，启发提示性的标准差最小，

说明在重复话语中肯定性的语句分布较为不稳定，而启发提示性的语

句分布较为稳定。其中肯定性的语句中最少出现了 8句，而最多出现

了 45句，说明在实际教学中肯定性语句无论是在新手教师还是熟手



119118

教师都经常出现。而启发提示性语句，最少出现 0句，最多出现了 4

句，说明了在实际教学环境当中启发提示性语句常常被教师所忽略。

表 6：相关系数矩阵表

表 7：相关性热力

（注：其中表 6、表 7所展现出的均为相关系数 r,r的绝对值越接近于 1，
说明两者相关性越强，r的绝对值越接近于 0，说明两者的相关性越弱。）

表 8：相关系数的意义

分析表 6、表 7、表 8可得，肯定性与对等式的相关系数最高，

与重构式的相关关系亦为高度相关，与缩小式的相关关系为低相关，

与扩展式的相关关系为极低相关。

纠正性与缩小式的相关关系为中度相关，与重构式为低度相关，

与对等式和扩展式的相关关系均为极低相关。其中纠正性与缩小式的

相关关系最强。

启发性与重构式和扩展式相关关系均为低度相关，与缩小式和对

等式的均为极低相关，其中启发性与重构式的相关关系较强。

求证性与对等式的相关关系为中度相关，与重构式的为中度相

关，与扩展式和缩小式均为极低相关。其中求证性与对等式的相关性

最强。

疑问性与缩小式的相关关系为高度相关，与对等式的相关关系为

中度相关，与扩展式和重构式均为低度相关，其中疑问性与缩小式的

相关关系最强。

调整性与缩小式和重构式的相关关系为低度相关，与对等式和扩

展式为极低相关。其中调整性与重构式的相关关系最强。

以上分析可知，在实际的教学中，在教师话语重复方面不同的语

言功能常常伴随着不同的语言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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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果探讨 

（一）教师话语重复的类型和特征

基于 410 分钟的教学录屏进行教师话语重复的定量标注，共收

集到新手教师重复话语 269句，熟手教师重复话语 212句，通过对这

些重复话轮的细致考察发现：教师话语重复在功能表现方面有六种类

型，即肯定性、纠正性、启发性、求证性、疑问性、调整性，在形式

表现方面有四种类型，即对等式重复，扩展式重复，缩小式重复，重

构式重复。

相关研究显示，在一般言语交际中，重复话语的功能有很多，如

反馈功能、修复功能、衔接功能、强调功能、证实功能、补白功能、

建立密切关系功能等（闫重霖，2018）又如有学者从微观角度探讨了

重复具有“对出现的话语表示强调、对别人的话表示认同、使全文更

连贯”等功能（高月，2019）。而在第二语言教学课堂这个特殊语境

下，重复的功能有哪些？目前来说，在教师话语重复方面，针对汉语

教学的研究非常少见，而对于英语教学研究较多，相关学者把教师话

语重复作为一种重要的课堂教学策略进行研究，发现 [T-S]重复模式

（即教师重复学生）中重复有“肯定的反馈、修正错误、延续话题”等

功能（任秀英，2010）。发现教师课堂话语重复主要具有“突出强调、

澄清请求、接纳公示以及修正错误或偏误”等功能（欧光安，2018）。

从功能上看，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 ：线上汉语教学中教师话语

重复的主要特征是以肯定性和纠正性为主，以启发性、求证性、疑问

性、调整性为辅，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存在一致的地方，突出的表现

为都有肯定、纠正等“主功能”，不过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本

文还区分梳理了启发性、求证性等体现二语教学特色等“辅功能”。

在细致考察语料时，还发现：对于学生水平为初级的课堂，纠正性重

复多用于纠音，而且纠音类型的重复经常会反复数次。

目前的研究中，由于重复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因

此前人的分类体系存在分歧，部分学者在研究时分类体系存在问题，

如将重复分为“全部重复、部分重复、释义性重复、自我重复、涉他

重复、紧随重复和间隔重复七种类型”（欧光安，2018），功能角度和

形式角度的分类杂糅在一起，而本文按照重复话语与“原式”的对比

这个单一视角进行划分，避免了分类体系的混乱。

从形式上看，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线上汉语教师重复话语中，

对等式居多，这说明教师在使用这一策略时，倾向于完整地重复学生

的话语，给予学生更多的尊重，这对增强学生学习语言的信心有一定

的作用。

研究还发现，实际教学中，在教师话语重复方面不同功能常常伴

随着不同的形式，功能和形式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二）新手熟手教师重复策略的差异

研究发现，新手和熟手汉语教师使用话语重复这一策略时在功

能和形式上有一定的共性：新手熟手教师的课堂语言重复功能主要以

肯定性为主，形式主要以对等式为主，但也呈现一定的差异：功能方

面，新手教师在对学生话语进行完整重复比熟手老师好，但对学生语

言输出中的错误的纠正意识比熟手老师弱；形式方面，新手老师在话

语内容完全一样的重复比熟手老师多。

    在对语料进行细致的转写和分析中，我们还发现熟手教师在进

行重复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会适当放慢语速进行重复，二是整

体而言出现更多的对同一语法结构的反复操练，我们暂称之为“递进

式重复”，不过这不属本文考察的重点范围，另文讨论。

（三）关于重复的研究对教学的意义

“近年来，国外对重复的研究表明，重复在语言教学中具有很大

的应用潜力。要充分发挥重复的在教学中的潜力就应该明确外语课堂

中重复的类型和模式”（任秀英，2010）。通过文献查阅我们发现，国

内对重复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英语课堂教学，在英语教学中虽有关于

重复的研究，但总体成果不多，基于课堂师生话语细致考察与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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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很少。而在汉语作为二语的教学中，对重复的研究非常少，大部

分汉语教师在使用重复策略时仍是处于自发的状态。因此，通过课堂

大量语料的分析，进一步从微观角度梳理与分析重复在汉语作为二语

教学课堂这一特殊语境中的呈现类型、表现形式、功能意义，并深入

揭示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于增强汉语教师课堂上使用重复策略的自

觉意识，提高其教学效率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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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s and Forms of Teacher's Speech Repetition in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ZHU, Shuyi

Abstract

The functions and forms of teacher's speech repetition in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Abstract: In th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frequency of teacher's speech 

repetition is very high.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occurr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 talk repetition i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this paper takes 12 teaching 

video screens of six experienced teachers and six novice teachers as the object of 

observ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s and forms of teacher repeti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ix functions and four forms of teacher repetition in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The repetition function of novice and proficient teachers 

is mainly positive, and the form is mainly equivalence form. Multiple analysis 

shows that novice teachers repeat more affirmatively than proficient teachers. 

However, there were fewer corrective repetitions by novice teachers than by 

proficient teachers, and more equivalent repetitions by novice teachers than by 

proficient teachers. 

Keywords: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teacher talk, re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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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材中的成對型關聯詞語練習之設置分析與編寫芻議

莊雅婷 *  信世昌

摘要

本文以華語教材練習編寫視角作為研究的切入點，探討國際華語綜合
課教材中的成對型關聯詞語之練習設置。研究以五套 14 冊使用率極高
的華語教材為研究對象，從宏觀及微觀兩個層面進行探討，宏觀層面
顯示了缺乏交際型練習、題型缺乏變化、練習類型的比例分配不均，
及同一題型重複性太高導致針對性不足等問題，微觀層面則呈現了練
習題型單調缺乏針對性、練習數量與講解總量未予對應、練習難度
跨度太大，以及語境設置不明確或不具普遍性等問題。經由深入的分
析，文末提出了幾項相應的對策：（1）加強練習之針對性。（2）使用
具有真實性且具普遍性之語境加強形式與內容之關聯。（3）運用雙向
輸出任務增加交際性，期能有效提升成對型關聯詞語練習的針對性以
及有效性。 

關鍵詞  : 綜合課華語教材 成對型關聯詞語 教材練習分析 練
習編寫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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