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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中的互动协同及其语境创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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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堂有效教学已成为外语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语言教学离不开互动，互动与协同又密不可分。语言形式

与语境交互，如主题发言及同学问答、讨论并分享、读写结合等形式，能促进协同效应，有效地激活英语语言结构的使用，

提高英语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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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离不开听说读写，但如何有效学习外语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近年来，课堂有效教学逐渐

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也逐步从引进外国理论发展到以自身实践探究课堂

有效教学的理论和路径［１，２］。我国英语语言学家王初明［３］提出了外语学习的学伴用随原则，强调外语

学习过程中相关变量之间的关联与整合，认为不同的情境相伴是语言结构抽象化的重要促变因素；语言

能否学好，不仅在于语言本身的操练是否熟练，还决定于伴随语言学习的语境是否有助于启动语言的后

续使用。探讨英语教学中如何在课堂内外创设不同的学习语境，促进协同效应，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

习，是英语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１　关于互动与协同
课堂互动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已被广泛应用于外语教学各个方面。课堂互动能保证学习者有

机会参与信息交流，是培养二语能力的有效方式。在互动的过程中，参与者通过协调、配合，可以构建相

互趋同的情境模式，从而理解对方话语，促进话语理解。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４］等学者指出，学习就是学习者与社会认知环境不断协同的过程，学习者将这种学习体
验融入到自己的学习模式、策略等知识结构中；协同是第二语言能力被习得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外语教学

离不开互动和协同。在语言教学中灵活使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加强协同，可以补充和强化语言输入，提高

学习效果。学者张德禄和王璐［５］就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角度，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多模态话语模态之间的

相互协同，有利于共同实现教学目标；多模态话语是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

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王初明［６］在“互动协同与外语教学”一文中指出，对话

可能是协同效应最为显著的互动方式，因为对话的过程涉及听和说，听者要在对方说的基础上做判断，说

就是在听的基础上做反应。会话就是在协同情境模式的过程中进行交流，其过程由协同驱动。可以说，有

效的外语教学离不开互动，多模态的教学能创造协同的语言环境，互动与协同密不可分。

２　在英语教学中创设互动语境以促进协同效应
根据互动和协同的外语学习理论，我们探讨在英语教学中如何根据课文的内容，创设合适的互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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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促进协同效应，提高英语学习效果。

２．１　通过主题发言和问答进行互动以促进协同
如果说对话是协同效应最为显著的互动方式，那么，在语言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教学的

设计，合理安排互动的内容和形式，增加学生对话互动的时间。对话互动既可以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

也可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例如，根据相关的课文内容，提前安排好学生准备好５分钟的主题发言，
在课上一个学生进行完主题发言后，其他同学针对该学生所讲的相关内容随意发问，主题发言的必须回

答所有问题，这样的问答对话进行８到１０分钟，教师最后才点评。从我们的教学实践反馈来说，这样的
课堂活动很受学生喜爱，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因为问答环节是没法提

前准备的，只能凭实力说话。同学们的问题可谓五花八门，有易有难，有风趣幽默的，或令人尴尬窘迫

的，也偶有不知所云的。在这看似简单的一问一答过程中，学生首先要听清楚才可能回答好，而要使别

人听懂自己就必须表达清楚，因此听与说都是在说话双方协同情境模式的过程中进行的。在这互动的

过程中，全体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积极思考，努力说清楚和听明白，这就产生了协同，在这过

程中，学生的语言知识结构被激活了，语言能力受到了考验。通过学生的会话，教师又能从中观察并了

解学生的语言知识掌握情况，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语音、语法或词汇问题，有利于针对性教学。

２．２　通过问题、讨论、分享进行互动以促进协同
互动与阅读内容结合起来，有利于学习语境的创设，促进协同效应。教师可以把课文的内容作为契

点，合理设计课堂口语交际活动。例如，《新编英语教程》第三册的课文Ａｆｔｅｒ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二十年后》）
是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经典作品之一，为帮助学生了解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熟悉并深刻体会

《二十年后》的内容，教师至少可以设计以下一些教学活动：一是要求学生查阅有关欧·亨利的生平和

作品，课前阅读欧·亨利短篇小说原文至少１篇，然后在课堂上先小组交流收集到的信息，讲述故事的
梗概和阅读心得，最后教师抽取部分学生在班上分享。二是在深入学习《二十年后》这个故事前，可让

学生聆听英文歌曲“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ＷｉｌｌＢｅ，ＷｉｌｌＢｅ”，抛出一些问题让其讨论，如“在人生中二十年意味着什
么？”，“二十年后你将会有怎样的生活？”等，可以很好地激发学习兴趣，而且在这又听又说的互动过程

中，协同也产生了效应。三是在完成课文学习后，让几个学生把《二十年后》简单改编成舞台剧，在课堂

上表演。这样，通过课外阅读、课堂对话、讨论、表演等互动方式，学生不但对欧·亨利这位作家及其作

品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对课文的理解也必然更深刻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就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２．３　通过读与写结合进行互动以提高协同效应
语言学习者是集学习变量于一身的整体，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协同就能产生最佳学习效应。为了

让学习者全方位投入学习，我们可以把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这样就能加大互动的力度，提高协同效应。

一是读后续写。我国一些学者曾探讨过读后续写促学原理和操作方法，以及读后续写的协同效

应［７］［８］。我们认为，读后续写的过程就是“输入—内化—输出”的过程，也是互动和协同并举的学习过

程。在学习完一篇故事或有一定情节的作品后，要求学生接着读物的情节续写，补全故事或拓展故事情

节。这就意味着，学生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构建情境模式，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推理能力，充分调动所学

的语言知识结构，才有话可写并言之有理。

二是写梗概。写课文梗概也是一种提高协同效应的好方式。要写好课文梗概就必须先内化输入的

语言知识才能有合理的输出，阅读并理解课文才能保证语言的输入。根据课文内容长短不同，教师可以

设置不同的梗概字数要求，有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有时布置课后完成，有时在课堂

上以口语的形式抽查等。

三是仿写。仿写就是教师根据课文的体裁和主题，给学生布置相关的作文任务。例如，根据《新编

英语教程》第三册的课文 ＯｎＢｕｙｉｎｇＢｏｏｋｓ（《关于买书》），教师可以设计“ＯｎＢｕｙｉｎｇＢｏｏｋｓＯｎｌｉｎｅ”或
“ＯｎＲｅａｄｉｎｇ”等相类似的作文题目，让学生通过思考而整理和内化输入的信息，通过写作来巩固和强化
所学的知识。

无论哪种形式的写，都迫使学生理解读物内容并通过写的方式进行协同。把阅读与写作有机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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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就提高了协同效应，提高了学习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语言知识结构得到了催化和启动，

协同产生了语言学习效应。“如同对话中的说与听结合能够强化协同效应一样，读后续写有助于强化

读者与读物的互动，强化读者和读物情节之间的协同，强化习作语言与读物语言的协同”［６］。

语言的学习和掌握只有通过互动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有互动就必须有语境，在教学活动中创设

合适的互动语境，让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协同，在互动协同中训练听说能力，让听与说、读与写、学与用紧

密结合，切实提高英语学习效果。

３　结语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６］最早提出了互动与语言学习的关系，认为人的大脑具有天生的关联能

力，新学到的语言结构会融入到语言动态系统中，与其他变量交互关联并相互作用，进而影响所学语言

结构的使用。Ｅｓｋｉｌｄｓｅｎ［９］的实验也证明了情境语境能激活外语结构的使用，在课堂互动中用过的一些
英语表达一旦与语境发生关联，就会相互启动，即便时隔数月，也能在相同语境下被激活。这说明了互

动有利于语言形式与语境的交互，从而促进语言形式的后续提取。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根据课文的内容

创设合适的互动语境，促进互动协同，将有利于提高英语学习效果。互动协同研究为促进外语教学开启

了一个新视角。但目前关于互动协同的教学实验和实证研究还在起始阶段，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

广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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