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４

论中国语境下的任务型语言教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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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务型教学法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用中学”，对中国的外语教学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简要介
绍了任务型教学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定义，针对任务型教学法在中国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作了相关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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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外语教学都
尝试使用任务型教学法，中国也不例外。随着该教学法

在中国的推广，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

为了帮助中国教英语 师更加全面地了解任务型教学法及

其应用，本文主要对中国环境下的任务型教学进行全面

分析，以期帮助中国英语教师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任务型

教学法。

１　任务型教学法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９０年

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交际教学法日
趋兴盛。交际教学法的本质特征是“学用一致”，强调教

学过程交际化。但在如何看待交际与教学的关系问题

上，却出现了“激进派”与“温和派”两种观点。“激进派”

强调“通过交际来学”即“在运用中学习英语（ｕｓｉｎｇＥｎｇ
ｌｉｓｈｔｏｌｅａｒｎｉｔ）”；“温和派”则认为要“为了交际而学”，或
者说“要学会用英语（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ｕ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激进
派”代表人物英籍印度语言学家 Ｎ．Ｓ．Ｐｒａｂｈｕ在印度南
部班加罗尔（Ｂａｎｇａｌｏｒｅ）地区的实验旨在改革“语言结构
为本”的传统教学，教学内容摒弃了传统的结构大纲或者

功能 －－意念大纲，而代之以任务大纲。教学单元由一
个一个任务组成，课堂教学围绕完成具体的交际任务，强

调在实践中学习语言，学生专注于完成任务，而语言的学

习是在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或者说是完成交际任

务的副产品（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即“通过交际（在无意识中）学
英语”［１］。１９８２年，Ｐｒｂｈｕ向英国文化协会提交了班加罗
尔试验情况的报告，并于１９８３年提出了任务型教学方法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　任务及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是任务型教学的灵魂。什么样的任务符合任务

型教学的要求？Ｓｋｃｈａｎ［２］认为任务应该具备下列五个主

要特点：ａ）意义是首要的；ｂ）有某个交际问题需要解决，

而不是语言问题；ｃ）与真实世界中类似的活动有一定的

联系，即任务是人们日常交际过程的再现；ｄ）完成任务是

首要的；ｅ）根据任务的结果评估任务的执行情况；换句话

说，“任务”首先关注的是学生如何用语言沟通信息，进行

有真实意义的交际，而不是强调使用何种语言形式；任务

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学生应该把学习的重

点放在如何完成任务上；评估的标准时任务是否成功

完成。

任务型教学是通过语言学习者在课堂上完成任务来

进行教学，它是交际教学法的一种新的形态，而不是交际

教学法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任务型教学强调教学过程，

力图让学生通过完成真实的生活任务而参与学习过程，

从而形成运用英语的能力；任务型教学强调培养学生运

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强调以真实生活任务为教学活

动中心，要求教学活动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

能力。

３　任务型教学法在中国语境中存在的问题
任务型教学法因为其独特之处深受中国外语教师及

学生的喜欢，学者们更是针对这种教学法进行了多方位

的研究，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

３．１　传统语言教学与任务型教学的矛盾

受传统语言教学的影响，中国的英语教学无论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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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教学目的、教学内容都与任务型教学相背离。在

教学过程中，一切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是绝对的权威。教

师决定讲授什么材料，讲授多少，如何讲授等。学生在课

堂上扮演的完全是被动的听众角色。学生的实际需求得

不到真实的反映，学生对教学决策过程没有参与的机会，

学生真正参与语言交际的机会也不多。教学目的都以应

试教学为导向，考试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

么。学生的最终目的不是为培养他们的综合语言运用能

力，而是为了在各种考试中得高分。教学内容上也完全

以考试为准绳，教师完全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进行教学，

以此来提高升学率，确保学生能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这

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学生对语言学

习本质的理解，误导了学生学习外语的方法。他们认为，

只要掌握、记忆、背诵了语言规则就可以把这些规则直接

应用到语言实际中。语言学习就是一个学习语言知识、

记忆语言规则的过程。

３．２　“任务”与“练习”概念等同
“任务”与“练习”是语言教学课堂上必不可少的活动

形式，但两者又不能等同。“练习”的侧重点是语言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而“任务”的侧重点取决于该

任务是否有意义，并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在教学过

程中，有的教师的教学设计表面上都是由一个个的“任

务”组成，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学生都是在完成一个个的

练习，没有充分体现出任务型教学法的教学原则，即真实

性和交互性原则。

４　中国语境下推行任务型教学的几点思考
任务型教学法研究已经成为外语教学研究的热点，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受到广泛关注，为第二语言和外语

教学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现在的外语教师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使用了一些任务型教学，但缺

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如何真正把任务型教学贯穿

到外语课堂教学中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任务的设计要合理。任务是任务型教学法的

中心内容。任务的设计既要难易适中，使学生感兴趣，又

要注重信息交流，避免表演味太浓。任务型教学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注重互动性原则，因此，教师设计任务时就

要注意任务的真实性、生活性和趣味性［３］，使学生能直接

接触目的语文化，获得真实体验。另外，教师应引导学生

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如何完成任务上，即重视任务过程，避

免任务结果。传统的外语教学忽视过程性，一味将学生

的注意力引向学习结果。而任务型教学法倡导，有效的

语言学习不是通过传授，而是通过亲身经历，由学生在完

成任务中体验语言、参与各种任务，在用目的语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学会交际。

第二，倡导新的语言学习观和教学观。传统教学法

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宰者；而在任务型教

学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不仅仅是传授或讲解语言知识，而

更应是学生的帮助者、促进者、支持者。全新的学习观和

教学观要求课堂上师生角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１］。学生

成为课堂活动的主体和中心，把学习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教师要从“学”的角度设计课堂，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精心

选择语言素材，确定难度适宜的交际任务；努力营造愉快

的课堂气氛以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５　结　语
任务型教学法是交际教学法的延伸和发展，它充分

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强调学生的合作学习

精神；语言材料的真实性和任务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拉

近了课堂与生活的距离，学生在学会合作、学会共处的同

时，也培养了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其意义远远超越了语

言学习活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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