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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出发 ,分别阐述了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任务的定义、任务的结构、任务型教

学法的教学步骤 ,并且加以分析 ,最后得出结论: 任务型教学法具有强调活动的真实性及灵活性等很多可取之处 ,

极有助于习得 ,然而 ,在中国英语教学中 ,应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关键词: 任务 (活动 ) ; 习得 ; 输入 ; 互动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ains task- based language teaching ( TBLT ) fr om the fo llowing per spectiv es: the th eor et-

ical base, the definitio ns of 'task ', task components and the steps of task- ba sed language tea ching .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m, which may help fo 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unde rstanding and applying TBLT to the practica l

teaching. The paper also giv e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use TBL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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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来 ,语言理论专家与外语教育工作者都

一致认为 ,在课堂上使用任务 ( task)教学十分重要。

目前 ,任务型教学法 ( task- based language teach-

ing )在国外许多国家十分盛行。 2001年 11月 ,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也颁布了新的英语课程标准 (实

验稿 ) ,其中明确倡导任务型教学法。在我国 ,此教学

模式尚在尝试之中 ,笔者想在本文中对其理论基础

与课堂实践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一 )简介

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输入与互动假设”

( input and interactionist hypo thesis)。 [1 ] ( P. 43)该假设

是基于 Krashen的“习得—— 学习”假设 ( The Ac-

quisition /Lear ning Hypo thesis) ,“输入”假设 ( The

Input Hypothesis)及 Long [2] ( P. 214)的变化性互动理论

之上的。

在习得—— 学习假设中 , Krashen区分了习得

与学习的两个概念。他认为 ,成年人发展外语能力依

靠两种途径: 一是像儿童学母语一样 ,在理解语言和

为表达意义使用语言中潜意识地自然吸收和发展语

言能力的过程 ,称为“语言习得” ;第二种途径是有意

识地学习语言规则的过程 ,称为 “语言学习”。

Krashen认为 ,习得是外语学习者掌握外语的唯一

渠道 ,习得只有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下才能产生 ,学习

作为有意识地对语法规则的学习和训练 ,不可能导

致习得。学习的作用充其量只有两个:一是监控学习

者语言使用 ,避免或改正错误 ;二是满足学习者对语

法知识天生的好奇心。

Krashen的输入假设认为 ,当学习者理解了包

含可理解性的输入“ i+ 1” ( comprehensible input )的

语言 ,即输入在一定限度上超出学习者的现有水平 ,

习得便自然而然地产生。

Long更加重视输入如何被理解。他认为语言习

得不可缺少的机制是“变化性的互动” ( modi fied in-

teraction) ,比如 ,学习者通过改变话语来理解并获

取信息—— “ I don 't understand. Can you repea t?”

这样 ,学习者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语言形式 ,而是

可理解的输入与输出的机会。 “变化性互动”与语言

习得的关系可用以下三句话表示:

( 1)变化性互动可使输入成为可理解性 ;

( 2)可理解性的输入有利于语言习得 ;

( 3)变化性互动有利于语言习得。

根据上述理论 ,外语课堂教学应具有“变化性互

动”的各项活动 ,即任务。 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

中进行对话性互动 ,进而产生语言习得。

(二 )对任务型教学法理论基础的思考

Krashen在习得—— 学习假设中 ,认为习得是

外语学习者掌握外语的唯一渠道 ,对于 Krashen的

“ Learning cannot lead to acquisition.” [3 ] ( P. 131)争议颇

多。 一部分人认为语法教学是帮助学习者获得语言

交际能力的捷径 ,成年人在课堂上学习了语法规则 ,

可以在课堂内外练习这些规则 ,直到能在交际中下

意识地使用它们。因此 ,语法教学或学习也可以产生

习得。对于习得与学习的区别 ,还有许多人持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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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Li tt lewood认为 ,语言学习中下意识和有意识

是无法真正明确加以区分的。 “学习”可以作为一个

概括用语 ,其中包括无意识与有意识的学习活

动。[4] ( P. 76) Ellis也认为习得与学习之间不存在本质的

区别。[5] ( P. 157)“习得”中包括有意识的学习 ( conscious

learning ) , 两者在部分情况下可以互相换用。

笔者认为 ,如果我们从儿童习得语言角度出发 ,

把习得与学习区别开来 ,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要认识

到两点:

( 1)与传统英语教学相比 ,任务型教学法更多地

把重点放在语言输入与交际活动中 ,从而促进语言

习得 ,这一点应加以推行。胡文仲教授曾指出: “我们

的外语教学法需要一番改革 ,尤其需要从语言习得

的角度重新评价和改革我们的某些做法。 应该通过

各种途径大量增加生动有趣的语言材料 ,使学生`浸

沉’在实际语言的海洋之中 ,把教师和学生从枯燥无

味的语法条条和琐碎的分析讲解中解放出

来。” [5] ( P. 2)认识到这一点 ,外语教学会更具有灵活性

和真实性。

( 2)任务型教学法主要强调语言的输入与习得。

但是 ,中国学生学习外语有其特殊性。所以 ,对国外

的外语教学理论 ,在吸收和借鉴过程中应充分考虑

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特殊情况。 在运用任务型教学

法中 ,习得与学习有机的结合是比过分强调有意识

进行语法训练的传统教学法更为有效的方法。 如果

我们只强调习得 ,学习者便很难获得系统的语言知

识 ;如果我们只考虑学习 ,我们又会太注重语言形式

而忽略自然的吸收。因此 ,学习与习得必须相辅

相成。

二、任务的定义

　　任务的定义有多种 ,下面第一个定义是非语言

学专业化的定义:

( A ta sk) is a piece of wo rk undertaken fo r one-

self o r fo r o thers, f reely or fo r some rew ard.

Thus, ex amples of tasks include painting a fence,

dressing a child, fi lling out a fo rm , buying a pai r

o f shoes, making an airline reserv ation, bo rrow ing

a libra ry book, taking a driving test , typing a let-

ter, w eighing a patient , sorting letters, taking a

ho tel reserva tion, w ri ting a cheque, finding a

st reet destination and helping someone across a

road. In oth er w ords, by ` task ' is meant the hun-

dred and one thing s people do in everyday li fe, at

w o rk, at play, and in betw een. [7] ( P. 89)

第二个定义是从教学法角度出发的:

An activi ty o r action which is carried out as

the result o f pro cessing o r understanding language

( i. e. as a response) . Fo r example, drawing a map

while li stening to a tape, listening to an inst ruction

and perfo rming a command, may be refer red to as

tasks. Tasks may o r may no t invo lv e the produc-

tion of language. A task usually requires the teach-

er to specify w hat w ill be regarded as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task. The use of a v ariety of dif-

ferent kinds of tasks in language teaching is said to

make language teaching mo re communica tiv e. . .

Since i t prov ides a purpose for a classro om activi ty

w hich goes beyond the practice o f language fo r i ts

ow n sake. [8] ( P. 289)

Nunan总结到: In g enera l, the communicativ e

task is a piece of classroom work which involves

learners in comprehending , manipula ting , produc-

ing o r interacting in the ta rg et language w hile thei r

at tention is principally focused on meaning rather

than on form. The task should also have a sense of

completeness, being able to stand alone as a com-

munica tiv e act in i t s ow n right. [9 ] ( P. 131)

根据上述定义 ,我们对任务作一总结: 意义优

先 ,任务完成为主 ,评估基于任务完成与否。 也就是

说 ,任务重视学生如何沟通信息 ,而不强调学生使用

何种语言形式 ;任务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

性 ;学生应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如何完成任务上 ,对任

务进行评估的标准是任务是否成功完成。

　　三、任务的结构

　　 (一 )任务结构简介

Nunan认为任务由五部分组成: 教学目标

( g oals)、 输入 ( input )、 活动 ( activi ty )、 师生角色

( teacher /student role)及环境 ( set ting )。

( 1)教学目标

任务型教学法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言交

际能力。教学目标包括交际能力 (communica tiv e)、

社会文化能力 ( socio - cultural )、学会学习能力

( lea rning- how- to- learn)和语言文化意识 ( lan-

guage and cultural awa renes)。[10] ( P. 227)

( 2)输入

输入是指“设计任务的资料 (data)”。[9] ( P. 97)使用

真实的输入是交际性任务的主要特点。输入的形式

多种多样 ,包括报刊、信函、小说、路线示意图、菜单、

天气预报、日记等。

( 3)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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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即任务 ,是指学习者获得一定量的输入后

实际去完成的事。在课堂上 ,怎样的课堂活动和组织

模式更能激发互动性的语言使用呢? 人们发现小组

的双向信息沟 ( info rmation gap)的任务更适于促进

这种语言。双向任务是指在完成任务过程中 ,一个参

与者有的某些知识没有被另一个参与者拥有 ,参与

者只有分享他们的信息才能完成任务。在任务型教

学法的典型例子 20世纪 80年代印度实行的交际教

学实验 ( the Bangalo re Pro ject ) [11] ( P. 46)中 ,提出了三

种主要的活动类型:

a.信息沟活动 ,指把信息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

人 , 从一种形式传到另一种形式 ,或从一个地方传

到另一个地方。比如 ,两人一组的活动 ,每人都拥有

全部信息的一部分 (例如 ,一张未完成的画 ) ,并试图

把它传给对方。

b.推理沟活动 ,指通过推断、演绎、实际推理 ,

对关系或模式的领悟 ,从所给信息中推出新的信息 ,

例如在所给的班级时间表的基础上 ,重新做出一个

时间表等。

c.意见沟活动 ,指在一定情况下 , 分辨并说出

个人的喜好、感觉或态度 ,例如完成一个故事或参加

某一社会事件的讨论。

( 4)师生角色

学生是交际者 ( interlocutor)。 任务型教学途径

提倡学生应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适应性、创造性、自

主性及主动性。学习者和教师的角色是互补的。因

此 ,教师有三个主要角色: 助学者 ( facilitato r)、参与

者 ( pa rticipant )及观察者 ( observ er)。

( 5)环境

环境指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 ,包括任务完成的

方式 (是个人操作还是两人或小组合作 )和时间的分

配 ,也包括课堂教学或课外活动等。在传统的外语课

堂上 , 教师面对几十个学生授课 ,这不是任务型教

学法。任务型教学通常采用小班制 ,或进行两人或小

组活动的形式。

(二 )对任务结构的思考

首先 , 任务型教学法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

语言交际能力 ,即能使用语法规则来组成语法正确

的句子 ,而且知道何时何地向何人使用这些句子的

能力。 我们都期望实现这个目标 ,但实际上 ,在中国

没有目的语的学习环境 ,我们也无法把学生教成讲

地道英语的英国人或美国人 ,而是教他们使用英语

这个工具进行交流 ,能有效地表达出他们想说的话

并且被别人所理解 ,即交际效果 ( communicativ e ef-

ficiency) [12] ( P. 23)。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的目的

是提高交际效果 ,更为现实。其次 ,任务型教学法强

调真实的语言输入及围绕任务来完成教学。 但我们

知道 ,学习者不是儿童 ,他们需要知道规范的语言形

式 ,因此 ,外语教师必须考虑适当地处理语言形式的

问题。第三 ,任务型教学法无疑对教师和学生均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从支配地位转变成一位助学者 ,

所以教师要从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走出来 ,使“一言

堂”成为“多言堂”的课堂教学。最后 ,任务型教学法

采用小班制、两人或小组活动 ,这固然有利于学生之

间的交流 ,但教师要把握每一次完成任务的时间、难

度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学生是否能自始至终积极投

入到活动中。

四、任务型教学法的步骤

　　 (一 )任务型教学法的步骤简介

Willis提出了任务型教学法的三个步骤: [13] ( P. 56)

( 1)前任务 ( pre-task)——教师引入任务。

( 2)任务环 ( task cycle):

a.任务 ( task)——学生执行任务 ;

b.计划 ( planning )—— 各组学生准备向全班报

告任务完成的情况 ;

c.报告 ( reporting )—— 学生报告任务完成情

况 ;

( 3)后任务 ( post- task)

a.分析 ( analy sis)—— 学生通过录音分析其他

各组执行任务的情况 ;

b.操练 ( practice)——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练习

语言难点。

(二 )对任务型教学步骤的思考

在任务型教学步骤中 ,似乎 presentation这一

步更加灵活了 ,目前中国的外语教师们也都在尝试

妥当的方法 ,来处理 presenta tion这一步。

下面本人对任务型教学法中 presentation这一

步谈谈自己粗浅的想法: 任务型教学法的 pre- task

相当于 presentation ,但这一步与传统教学法的不

同在于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教师在给予一定量的

语言输入后 ,即引入任务后 ,可以先要求学生表达 ,

如果学生觉得所涉及的语言简单 ,便不必给他们解

释 ,直接允许他们输出准确的句子 ,但如果学生认为

语言难度大 ,教师可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或 post-

task中对语言难点加以解释 ,并要求学生练习后达

到准确程度 ,再鼓励他们表达创造性的句子。以这样

的方式 ,我们避免了把重心放在语言形式上 ,但又考

虑到使用语言的规范性。

五、结　论

　　任务型教学法注重信息沟通 ,活动具有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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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灵活性等特点。我们在具体运用它时 ,应多思考学

生的实际水平、在中国学习外语具备的条件及环境

等因素 ,以便更好地操作它 ,希望本文能使外语教师

在理解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与提高教学实践方

面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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