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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是当今英语教学特别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平衡活动教学法集中国

传统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二者之长，在教学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灵活运用平衡活动教学法，平衡

“输入”“练习性输出”和“交际性输出”三部分教学内容，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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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对外交流的加强，外语人才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需要有较高的

综合素质，而交际能力就是其中的一项。２００７年教育部高教司在其制定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
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

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

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１］。

有鉴于此，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已不能适应新的教学目标的需要，交际教学法因为顺应了培养学

生应用能力和交际能力的要求而甚为流行，但对于交际教学法的具体实施却没有统一的标准。而 Ｈａｒ
ｍｅｒ的平衡活动教学法强调教学过程中需在语言输入、练习及输出之间取得平衡，从而在确保学生语言
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培养其交际能力，集传统教学法与交际教学法之长，对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提

高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１　平衡活动教学法的定义、目标及优势所在
１．１　定义

平衡活动教学法是英国的教育学家Ｈａｒｍｅｒ提出的。根据Ｈａｒｍｅｒ的定义，在平衡活动教学法中，教
师应组织一系列促进学生习得与学习的活动；整个教学过程应在语言输入、练习及语言输出之间取得平

衡；在课堂中既要强调语言输入与语言练习的必要性，也要看到组织交际活动的必要性［２］。从该定义

可以看出，平衡活动教学法并不只是单方面地强调语言输入或是输出，而是应在二者间取得平衡。

１．２　目标
平衡活动教学法认为学生应达到的语言水平是“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即“交际有效性”，而不

是完全意义上的“交际能力”。Ｈａｒｍｅｒ特别指出，学习一门外语的学生不可能获得与母语者同样的交际
能力；除非外语学习者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否则不可能完全学会恰当地、适如其分地运用一门语言。

“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教他们使用英语这门工具来进行交际。”［２］

从这一点来看，平衡活动教学法的目标与中国外语教学的目标比较吻合。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３１
基金项目：２０１４年湖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平衡活动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湘教通［２０１４］２４７号）
作者简介：徐琼（１９８０－），女，湖南新宁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及英语教学研究。



第１２期 徐琼：论平衡活动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１．３　优势
平衡活动教学法结合了传统教学法与交际教学法二者的优势，能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

传统教学法近年来受到了猛烈批判，人们普遍认为传统教学法费时低效，只是一味地灌输语法，忽

视了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显然，传统教学法有许多弊病：老师在课堂上唱主角，学生只是被动地吸收

知识；过于注重语法知识的传授，使得学生往往对语法规则记得很牢，而在语言的使用上就会出现困难。

传统教学法是否一无是处呢？回答是否定的。Ｈａｒｍｅｒ指出，在课堂教学中还是需要“明示教学”，即将
一些重要的词组、句型提出来进行教授，学生通过这种“显性学习”了解并加以练习的语言项目以后会

成为“习得储备”的一部分。

交际教学法是近年来比较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提倡交际教学法的英美学者都认为：交际教学法

将交际能力的培养作为语言教学的目标；在教学中强调语言的交际性，并设法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

综合技能［３］。交际教学法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这是比传统教学法进步的地方。但交际教学法

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模式；不同的人对交际教学法可能有不同的阐释，

因而教师在进行具体教学时可能仍会陷入茫然。另外，如果只是单纯地强调课堂上的交际活动，而忽视

语言项目的输入，那么学生的语言习得的发展也会受到妨碍。

鉴于此，尽管大多数老师对应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达成共识，但一些教师仍怀疑交际教学法在中国

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如果把重点放在交际能力的培养上，学生的语言能力就得不到发展。但事实上交

际能力的提高与语言能力并不矛盾。Ｈａｒｍｅｒ指出：“承认语言的交际能力并不意味着要否认语言结构
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教师既要让学生恰当地使用语言，也要

让学生能创造性地使用语言。”［３］基于此，李观仪建议，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建立在语言能力发展的

基础之上［４］。

Ｈａｒｍｅｒ的平衡活动教学法取长补短，注重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交际活动来培
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它强调的是一种平衡，即：语言学习和习得的平衡；语言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平衡；语

言结构的讲授与交际活动之间的平衡。平衡活动教学法由“输入”（Ｉｎｐｕｔ）、“练习性输出”（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ｕｔ
ｐｕｔ）和“交际性输出”（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ｐｕｔ）三部分组成。首先在课堂中教师应给予学生适量的合理
输入；其次要给学生安排输出活动：一是练习性输出，即学生在有教师适当控制的情形下输出语言；二是

交际性输出，学生在课堂中积极参与到用英语进行交际的活动中来。

２　运用平衡活动教学法，提高学生交际能力
尽管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培养并不能完全分割开来，但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将分开探讨如何运用

Ｈａｒｍｅｒ的平衡活动教学法，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其交际能力。
Ｈａｒｍｅｒ将输入分为“粗调输入”（ｒｏｕｇｈｌｙ－ｔｕｎｅｄｉｎｐｕｔ）和“微调输入”（ｆｉｎｅｌｙ－ｔｕｎｅｄｉｎｐｕｔ），前者主

要用于提高学生的接收技能（或理解能力），后者则意在培养学生的产出技能（或产出能力）。相应地，

在处理生词和词组时也应区分对待：有些只要求学生理解、记忆，有些还要求学生能加以运用。

在提供“粗调输入”时，教师最常用的做法就是给出某个生词的中文或英文解释，但这样的做法往

往难以在学生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那么，如何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生词意义的理解中而不只是被动地

接受词义呢？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应培养学生的猜词能力，引导学生通过上下文猜测生词的词

义。除了“粗调输入”还应有“微调输入”，即重要的生词和词组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还能运用。为

了便于学生掌握生词的用法，首先要提供恰当的例句。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Ｒｏｄｇｅｒｓ指出，“对学习者有意义的语
言更有利于语言习得。”［３］在提供例句时最好是选取比较贴近现实生活的，这样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微调输入”光有输入还不行，还需要通过“练习”来加以巩固。这种“练习”实际上也是一种输出，或者

称之为“练习性输出”，它是在教师半控制下的输出，尽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际，但也应尽可能地提供

真实的语境。例如，在教授“ｈｅｓｉｔａｔｅ”这个单词时，教师在讲授了相应的用法“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ｔｏｄｏ”和“ｈｅｓｉｔ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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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ｏｕｔｄｏｉｎｇ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ｏｄｏ…”并给出例句之后，可以让学生组对造句，讲述他们在什么时候曾
有过犹豫的情形。

上述所说的“输入”及“练习性输出”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但这毕竟是在教师控制或半控制

下的学习或习得，为了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还需要有“交际性输出”。为此教师要组织各种形式的交

际活动。Ｈａｒｍｅｒ指出，在大多数的交际活动中，学生将用到他们曾学过的部分甚至所有的语言知识：在
交际压力下，他们会从语言储备中提取所需，并在交际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交际策略，而这些交际策

略在被动地吸收、练习语言的过程中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只有当学生参与到真正的交际中，他们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积极、主动的学习：交际活动本身就促进了交际能力。

至于哪些交际活动可以被运用到教学活动中，Ｈａｒｍｅｒ主要提到了对子活动和小组活动。小组活动
包括小组讨论和小组辩论，比较适合贴近现实生活或能引起争议的课文。另外还可以采取角色表演的

形式，比较适合情节性较强的文章。Ｈａｒｍｅｒ指出，交际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达到大纲所要求的交
际能力，应让学生参与到真正意义上的交际中，包括信息共享、意义协商和互动等交际过程。在这些交

际活动中，教师的角色是组织者、引导者，甚至是参与者。在交际活动中，学生会经常遇到意义不知该如

何表达的情况，这时老师要及时提供相关的表达，这也是将“输入”和“输出”相结合的一种情况，并且这

个时候的输入往往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为了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其交际能力，课程的教学内容往往由“输入”“练

习性输出”“交际性输出”三个部分组成。为了在这三个部分之间取得平衡，Ｈａｒｍｅｒ指出，“在学习的初
期阶段‘输入’与‘练习性输出’的比例应大于‘交际性输出’。但是随着学生语言水平的提高，特别是

到了学习的高级阶段，重心应移到‘交际性输出’上。”［２］但他同时也指出，“输入”“练习性输出”与“交

际性输出”这三者的比例更应取决于课堂中的具体情形，如学生的英语水平，课文内容的难易程度

等等。

３　结语
传统的教学法显然有其弊病，如过于偏重语法，忽视语言的实际运用，等等。但交际教学法也并不

完全适合中国英语教学的实情，因为它毕竟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提出来的，而中国学生与西方学生相比

较而言在课堂上要安静得多，他们也不习惯于自己完全在课堂上唱主角。Ｈａｒｍｅｒ的平衡活动教学法强
调课堂中“输入”“练习”与“输出”之间的平衡，致力于发展学生“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侧重于

在发展吸收能力的基础上提高产出能力，因而比较适合中国的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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