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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院校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内高等院校和国外高等院校之间开展了联合培养项目。联

合培养项目的开展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任务型教学是一种从交际法发展而来的、强调“做中学”的语言教

学方法。今通过介绍任务型教学模式的产生、特点以及实施方法,旨在说明任务型教学法对联合培养项目外语教学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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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ization-process in the universities, more

and more chinese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have establis hed the cooperative training projects . This

t rend brings a new challenge to ou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T he task-based teaching is a lan-

guage teaching approach, which comes from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and emphasizes“ lea rning

by doing”.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basis, characteris tics, practical process of the tas k-

based teaching approach, in order to make it clear tha t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is approach in the

language teaching of the coopera tive t raining proje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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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院校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

国内高等院校与国外高等院校开展了联合培养项

目。通过联合培养项目,中国的大学生获得了更多

到国外学习的机会。联合培养可以使学生扩大视

野、丰富生活阅历,有利于培养国际化人才。但是,

联合培养项目的开展对学生外语水平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学生学习外语的目的不能只停留在应付考试

上。为了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学生必须具备运



用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学会面对不同的文

化背景进行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这对联合培养项目

的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任务型教学模式的产生

任务型教学(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一种强调“做中学”的外语

教学方法,它是一种由交际法(Communica tive Ap-

proaches)发展而来的新的教学模式。据国外资料

显示
[1]

,最早进行任务型第二语言教学实践的是珀

拉胡(Prabhu,N .S),他是个强交际观的支持者,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在印度班加罗尔地区(Ban-

galore)进行强交际观点的教学实验,教学内容就是

让学习者完成具体的交际任务,把一个教学单元以

任务的形式交给学生去完成,学生专注于任务的执

行,学生要达到的目的是完成任务,而语言的学习伴

随任务的执行而完成。1982 年珀拉胡发表了班加

罗尔试验报告,并于 1983 年提出了任务型教学法。

之后,任务型教学法逐渐成为国际外语教育的主流。

坎德 林 ( Candlin 1987)、纽 南 ( Nunan1989 )、朗

(Long 1989)、库 鲁克 斯 (Crookes1993)、维 利 斯

(Willis 1996)、斯坎翰(Skehan 1998)等语言教学的

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任务型外语教学进行了研

究和探讨。

任务型教学以具体的任务为学习动力或动机,以

完成任务的过程为学习的过程,以展示任务成果的方

式(而不是以测试的分数)来体现教学的成就[2] 。任

务型教学关注学习的过程,强调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

教师之间的多边互动,力图创立一个自然、真实的语

言环境,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通过有意义的

讨论与交流,通过做事来使用语言,发展学生的语言

能力,特别是语言交际能力。同时,它又充分体现了

教师尊重学生的实际需求,本着以学生为主体,以学

生的发展为根本的教育理念,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切实提高外语学习的效率。

2  任务型教学模式的特点

在任务型教学法中,任务是贯穿该教学法始终

的链条。任务型教学法以任务组织教学,在任务完

成过程中通过学习者的参与、体验、互动、交流和合

作充分发挥学习者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1998

年,斯坎翰(Skehan)在《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 ning》一书中较为客观地给任务型教

学模式提出了 5 个特征:重视如何沟通信息,不强调

用何种形式的语言;有某个交际问题要解决;和真实

世界中类似的活动有一定的联系;重点考虑如何完

成任务;根据任务的结果评估任务的执行情况。

任务型教学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任务”为核心

单位计划、组织教学。它与交际教学法的本质相同

点在于都把培养学习者用目的语交际的能力放在教

学的首位。但是,任务型教学模式采用任务贯穿教

学过程的方式,以任务为单位组织教学单元,以任务

的完成为教学目标。在任务型教学中,通常一个任

务组成一个独立的教学单元,全部教学活动围绕任

务进行,服务于任务的完成。由于任务目标明确,学

习者专注于“用语言做事”、“完成任务是首要考虑”,

所以能够把表达自己的意思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而

不去过多地关注语言的形式。关于任务型教学,布

朗有如下表述:任务型学习将任务置于教学法焦点

的中心。它视学习过程为一系列直接与课程目标相

联系并服务于课程目标的任务。其目的超越了为语

言而练习语言[3] 。

在任务型教学模式中,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如何

沟通信息、如何通过交流互动来解决交际问题,而不

强调学生使用何种语言形式;任务型教学模式中采

用的任务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学生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如何完成任务上;对学生学

习成果的评价的标准是任务是否成功完成。

总之,任务型教学就是通过处理模拟的或真实

的生活中的问题,使学生在完成任务中学习语言,学

习用语言解决问题。任务不仅能使学生学到语言,

还可以促进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任务本身也具

有教育意义。

3  任务型教学模式的实施

3 .1  任务型教学设计要点

在任务型教学中,教师必须从学的角度设计教

学,让学生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与和合作等方

式,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和综合素质。

在任务设计中,教师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任务设计应从学生的学习、生活经验和兴趣出发,任

务的内容和方式尽可能接近和符合现实;第二,任务

活动要有益于学生外语知识的学习、语言技能的掌握

和语言能力的提高;第三,任务活动应积极促进学科

间知识的相互渗透,促进学生想象力、审美情趣、艺术

感受力、协作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发展;第

75第 1 期 翁震华,等:任务型教学在联合培养外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四,任务活动的设计应尽可能涉及跨文化交际因素,

帮助学生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

第五,任务应尽可能具有结果评价的标准,对完成任

务的学生给予适当、中肯的评价,使其产生成就感。

3 .2  任务型教学的实施步骤

任务型教学旨在为语言学习创造一个实质性的环

境,以提高学习者的语言知觉,实现语言运用的流畅性

和准确性。任务型教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

3 .2 .1  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

活学习者相关的语言和其他知识,同时布置任务。

准备阶段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设计任务情

境,通过对话、游戏、故事、音乐等形式设置悬念,引

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二是教师适

时地布置学习的任务,提出完成任务的方式及所要

达到的目标。

3 .2 .2  执行任务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生需要完成

某一特定任务,在执行这个任务过程中,学生获得练

习语言的机会。具体工作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化解任务。在学生明确任务的目的、要求之

后即进入执行任务的阶段。这是学生以独立的或合

作的形式学习新知、探究新知的过程。教师的主要

作用是监控或帮助。

2)制定计划。学习者以小组形式讨论他们的发

现、体会或交流经验,设计完成任务的方案。

3)汇报总结。每组派人或集体通过各种方式汇

报任务的完成情况,阐述发现的结论。教师监控学生

讨论、保证大部分学生都有汇报的机会,注意汇报的

典型性。其他学生则学会倾听他们的汇报和见解。

3 .2 .3  评价任务、学习提高阶段  评价:师生共同

评价各组任务完成的情况。练习: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总结和反思所学到的语言现象,通过练习加强

语言能力的培养。在任务型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

除了教和学之外,更重要的是交际、合作与互动的关

系。教师和学生共同置身于语言交际的环境中,教

师既是交际的一方,也是交际活动的促成者和指导

者。这种教学过程是通过各种实际生活或工作领域

当中的任务,让学生在用语言做事或处理矛盾的过

程中培养和发展语言能力、交际能力以及合作协商、

与他人共处等社会生存能力。

4  任务型教学模式对联合培养外语教学的

现实意义

  联合培养项目的外语教学具备比较好的实施任

务型教学的条件,因为参加联合培养的学生直接面

临赴国外学习的任务和机会。在联合培养外语教学

中运用任务型教学模式,一方面能进一步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在

设计任务的过程中,给学生提供与真实生活接近的

场景,可以使学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熟悉国外的

生活和学习环境,同时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在国内学习准备阶段,

不仅需要掌握语言的知识,而且更加需要注重语言运

用能力的培养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所以,在联合培

养项目的外语教学过程中,采用或结合任务型教学可

以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国外的风土人

情、历史、文化等概况,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自主学习

能力,为今后到国外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联合培养项目中,实施任务型教学模式具有

以下现实意义
[4]

。

4 .1  引入了真实的材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

由于联合培养学生没有生活在目的语国家,缺

少真实的语言环境,因此在联合培养项目任务中教

师应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任务设计,在设

计过程中引入符合学生兴趣的、与学生水平吻合的、

真实的材料,以更快速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外

语的兴趣、运用语言的能力并对目的国有一定的了

解。任务型教学中教学重点不再是教师的传授,而

在于学生的经历。学生通过实践、模拟等练习,在掌

握语言知识的同时,感受语言的使用环境、掌握语言

的运用能力。

4 .2  注重任务完成的结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

任务型教学模式中,评价学生学习情况的标准

是看学生完成任务的结果,至于学生运用什么语言

形式完成任务不再是最重要的部分。传统的教学模

式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忽视了对学生

实际语言能力的培养。而任务型教学强调从学生的

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体验、实

践、参与、合作和交流的学习方式。学习的评价不是

测试的得分,而是任务完成的结果。在语言教学中,

不仅注重学生使用语言的形式,而且注重发展学生

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使语言学习过程成为学生形

成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思维和大胆实践、提高跨文

化意识和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

4 .3  构建了新型和谐的师生、生生关系,有助于培

养学生良好的性格

在传统的外语教学中,教师是整个课堂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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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者、知识的传输者、课堂的主体。而在任务型教

学中,师生角色发生改变。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指

导者[5] 。教师在整个任务执行过程中,只是给予学

生适当的引导,在学生碰到问题时给予及时的帮助

和解答,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不再是被动的接受

者,从而建立了新型、和谐的师生关系。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必须积极参与、

共同合作、相互交流。这对于每个学习者来说,不但

是对语言能力的锻炼,更是增强自信心和提高交际

能力的机会。每位学生在任务中担任一定的角色,

承担一定的责任,学生容易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不

足,从而激发他们自我完善的愿望,增强学习的内在

动力。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要求组员之间相互协

调合作、密切配合,组与组之间还要进行比赛活动,

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和集体荣誉

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和合作的精神。

5  结  语

外语学习是个动态、复杂的过程,作为外语教学

的组织者,必须考虑到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动机、

时间、状态和年龄等问题,要采取有效、有针对性的

措施,帮助学习者提高外语学习的效果。学习外语

不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真正学会运用外

语解决问题,这种观点已成为当代国内外外语教学

者的共识。这决定了外语教学不可能以一种方法应

对学习过程的所有阶段、所有学习对象。针对不同

的学习者和不同的学习阶段,应该在教学过程中不

断地进行教学改革,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魏永红 .任务型外语教学研究———认知心理学视角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新英语课程标准[S] .北京: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3]  BROWN H D . Teaching by Principles [ M] . 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 all Regents,1994 .

[4]  吴均 .浅析任务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J] .

Sino-US English T eaching,2006(11):53-56 .

[5]  丰玉芳,唐晓岩 .任务型语言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6):25-28 .

(上接第 37 页)

4  结  语

色域映射技术是现代印刷色彩管理技术的核

心,它是解决跨媒体图像复制色彩正确传输与表达

的关键,已成为国际上颜色科学与彩色图像处理领

域的研究热点。基于现今 ICC 印刷色彩管理技术

无法解决不同媒体间色外貌不一致现象的根本缺

陷,开发基于图像色貌模型的色域映射技术是一个

关键的发展方向,并可能引发当代印刷色彩管理技

术的革命性变革,意义重大 !

另外,“基于图像内容的三次元影像主导型色域

映射技术”[即考虑图像的内容(主要考虑图像阶调

的分布情况,主题是亮调、中间调还是暗调),对图像

颜色的色相、明度、饱和度三个元素均进行压缩映

射]的研究更有开创性意义,它能对色域映射转换中

的色相、明度、饱和度综合考虑,更加符合人眼的视

觉特性,颜色的失真更小
[1]

,因此也是色域映射技术

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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