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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式真实课堂交际任务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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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课堂上应用真实语料，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一系列交

际任务，不仅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动机，还让

学生提前进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交际环境，操练词汇、语法和功

能项目，了解目的语文化，获得相应语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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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语教学界近年流行任务教学法，提倡真实语料在课堂

上的应用。那么，如何基于真实语料来设计课堂交际任务，将真

实语料和课堂交际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汉语教师必须思考

的问题。

本文将从教学环境、真实性等来分析论证在美国汉语课堂基

于真实语料设计交际任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有大、中、小环境之分，大环境主要指一个国家的

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语言政策，中环境指地域、地区，小环境则

包括学校风气、教室气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从教材的编写、

教学法的贯彻实施到具体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都不能脱离教学环

境因素的制约，都要适应教学环境。任何试图改变教学环境的做

法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大环境

为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的目的，美国近年制订并

实施了“关键语言”战略，阿拉伯语、汉语、俄语等被认定为“关

键语言”。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学习外语的人数不断

增加，其中学习汉语的人数增长速度为 51%，位列第二。此外，

在美国学习汉语的学生，按年龄可分为三大类：大学生、中学生、

小学生。

（二）中环境

美国中部地区汉语推广的速度和强度远远赶不上东西部。这

一方面是因为中部各州观念相对保守，对汉语及中国文化持谨慎

态度；另一方面跟中部各州经济状况及教育经费的逐年削减关系

密切。堪萨斯州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美国的正中心。

（三）小环境

为推动汉语教学在美国中学的开展，在中国教育部及国家汉

办的大力支持下，美国大学理事会于 2003 年 12 月正式宣布为美

国中学生增设大学汉语进阶先修课程及考试的项目。堪萨斯州先

后有十几所高中开设了中文项目，教授汉语课。本文作者曾受国

家汉办派遣在堪萨斯大学孔子学院任教，通过远程视频教学教授

高中汉语课。根据作者的观察、与当地汉语老师的交流、对学生

的访谈、发放调查问卷和自身的实际教学经验，下面具体描述堪

萨斯州的小环境：

1. 学校风气

大多数高中以西班牙语为第一大外语，从学区到学校对汉语

的重视程度不够，一旦教育经费缩减，首先取消的便是中文项目。

而且学校几乎没有围绕中文项目开展的活动和开设的俱乐部，学

生在课外接触到中文的机会基本为零。

2. 教室气氛

大多数学校没有专门的汉语课教室，而是和其他外语课共用

一个教室，不利于为学生营造一种中国元素和文化氛围，削弱了

学生对汉语的归属感。

3. 学时学制

美国高中共四个年级（9、10、11、12），一学年两个学期，

每个学期 18 周。堪萨斯州的高中汉语课一般一周五次（每天一次），

每次 50 分钟左右。有的学校分别为各个年级的学生开设中文 1、

中文 2、中文 3 和中文 4，有的学校只为 9、10 年级的学生分别开

设中文 1、2，学生学完中文 2 后没有机会继续更高程度的学习。

有的学校不按年级、只按汉语水平开班，全校所有学生都可以自

由选择跟自己汉语水平相对应的班级（中文 1、2、3、4）。

4. 学习动机

学生选修汉语的动机不强，绝大部分非华裔学生选修汉语只

是觉得会说汉语很酷，真正认为汉语有趣有用很难而愿意接受挑

战的人是凤毛麟角。华裔传承学生选修汉语的动机大致有二，一

是被家中父母要求所迫，不得已而学之，并非出于自愿和喜爱；

二是相对于其他外语来说，汉语更容易使他们获得外语选修课的

学分，而美国政府规定高中生必须选修一门外语课并获得相应的

学分，否则不能毕业，也不能申请大学。

5. 教学方法

根据堪萨斯州世界语言标准，堪萨斯大学孔子学院高中汉语

课主要采用交际教学法。注重有意义的交际训练，课堂上多给学

生创造听说的机会，教学语言为目的语——汉语。

6. 教学手段

堪萨斯大学孔子学院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实时视频教学，教

师足不出户便能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播到堪萨斯州十几所高中。

7. 教学对象

根据以往对高中生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描述，这是一个

极其不稳定不安分的群体。他们一方面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另一方面却又缺乏恒心和毅力，在困

难面前容易退缩，不善坚持。美国高中生在这两方面表现得更

为突出。

综上所述，在美国现有教学环境的约束和限制下，如何最大

程度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如何营造真实的课堂交际氛围，

如何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接触真实语料，如何想办法将他们在课堂

上学习的生词和句型有效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交际能力，这些都

成为汉语教学的重中之重。也正因如此，我们在课堂上才要尽量

模仿实际生活场景，结合真实语料来设计课堂交际任务。

二、真实性

（一）真实语料

围绕“真实语料”的定义，学者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

Herrington&Oliver（2000）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法术语——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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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这个术语跟学生的现实生活直接相关，旨在帮他们准备好

面对和处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情况。Herod（2002）则认为设计真

实的语言学习材料和活动是为了模仿现实世界的各种情景。Nunan

（1988）把真实语料定义为非服务于语言教学的语料。Jordan（1997）

认为真实语料不是为教学法目的而设计的。Jacobsonetal（2003）

则把真实语料看作打印语料，这些打印语料在课堂上的使用方式

跟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样。Stubb（1996）认为真实文本是真实的，

经证实的，有实际、真实的使用案例。Carter&Nunan（2001）认为

真实语料是普通语料，它们不是为了语言教学目的而专门创作的。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真实语料来自现实生活，

是自然的、未经加工的语言材料，并没有为了语言教学目的而

进行修改。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反映了某种语言最原

真的状态和面貌。真实语料的来源种类繁多，如报纸、电视节

目、菜单、杂志、网络、电影、歌曲、广告、宣传手册、漫画、

文学作品等。

从语料的载体来分，真实语料包括文字语料、图文语料、声

音语料和音像语料。文字语料只有文字，像报纸上的一篇新闻报

道或者网络上的一篇博客之类都属于文字语料。图文语料顾名思

义，既有图画也有文字，文字配上图片更利于语言学习者理解。

声音语料只有声音，如一段真实对话的录音、一次演讲的录音、

一个广播节目等等。音像语料是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真实语料，

如一部电影的片段或一个电视节目。

真实语料不仅让学生暴露在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之下，有效

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动机，更能满足学习者的实际需要，还为他们

提供了真实的文化信息，并支持教师探索更有创意的语言教学途

径。但在选择真实语料的时候，必须考虑学生的水平、内在兴趣

和文化的合适性。

（二）真实性

完整、彻底、全面的真实性必须涵盖如下四点特征：

1. 文本的真实性

这是就语料质量而言的，要求语料具有相当高的真实度，能

帮助学习者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真实性的理解。

2. 学习者的真实性

这是对学习者的要求，他们应该具备阐释真实文本意义的能

力，就像说母语的人在真实世界中的表现一样。

3. 任务的真实性

教师为学习者所选择和设计的任务有利于使学习者沉浸在真

实的语言交际中，同时这些任务具有真实的交际目的。

4. 课堂的真实性

课堂最重要的作用是让学习者有这样一种经历，他们在这里

可以公开分享语言学习的内容、与此相关的问题以及克服困难最

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三）真实语料的利弊

在课堂上运用真实语料，虽然没有真实的语言环境，但如果

运用得当，优势也是很明显的。

1. 真实语料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有积极影响，容易让他们产

生成就感。比如他们在看完旅游宣传册之后自己做一个旅游计划，

制定行程。

2. 真实语料更容易引发阅读的愉悦感，因为其中有很多读者

感兴趣的话题，特别是当学生有机会在课堂上谈论跟真实语料所

述话题有关或类似的话题时。

3. 学生被暴露于真实的会话面前，有助于他们了解现实世界

正在发生什么，从而形成固有的教育价值观；而我们老师作为配

合学校制度的教育者，除了教书，学生全面发展也是职责的一部分。

比如可以给中级班的学生看一段名人访谈录。

4. 同一篇真实语料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只需要重新设

计一些不同的任务。阅读文本对训练学生的查读等微技巧是最理

想的，比如给学生一篇全新的文章，让他们从中找出数量、百分

比等具体信息，或者给初级班的学生听一段新闻报道，让他们从

中辨认出国家名、名人的名字等，这也是一种发现关键词语的能力。

但这些语料给中高级水平的学生使用时，我们就应该开展难度更

大更复杂的活动。

5. 书本上出现的大都是标准纯粹的汉语，而实际生活中学生

却经常碰到很多掺了杂质、不那么规范的汉语。真实语料更容易

反映语言的变化，这使得学生和老师都能“与时俱进”。

6. 书籍、杂志、报纸等诸多媒介涵盖了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

文本，而这些语言风格不同的文章在传统的教学材料里是不容易

找到的。

7. 真实语料支持教师采用更有创意的教学方法。

四、结语

相信很多在美国从事汉语教学的老师都有一个困惑，都曾经

不同程度地陷入过一个窘境，那就是：如何既让学生觉得学习汉

语是一件有意义有意思的事情，从而使他们产生长期持续学习的

动力和兴趣；又能让他们扎扎实实地学到东西，而不单单只是在

课堂上做几个游戏。本文提出在真实语料的基础上来设计交际任

务，开展课堂活动，正是为了解答上述困惑，帮助老师们脱离窘境。

其一，一种游戏重复做几次，学生很快就会感到厌倦，老师又得

挖空心思再设计新的游戏。其二，很多游戏只适合玩，却不能“寓

教于乐”，学生做完游戏后实际什么也没学到。其三，有些老师

自己都不清楚所设计游戏的真实目的，不能将本课应该操练的词

汇、语法和功能项目合理融入游戏中，使学习者在玩的同时也“学

有所得”。基于真实语料的课堂交际任务则正好相反，首先，我

们让学习者沉浸在真实的目的语环境中，了解目的语文化，使他

们今后走出课堂用目的语进行交际变得更加容易。其次，不同类

型的任务不仅涵盖了听说读写各个方面，而且形式多样，富于变化，

让学生充满了新鲜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学生执行任务的

过程是操练词汇、语法和功能项目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同时也习

得了语言技能。

参考文献：

[1] 赵金铭 . 教学环境与汉语教材 [J]. 世界汉语教学，2009，2

（23）：210-223.

[2] 薛琳 . 谈外语交际教学中任务设计的真实性 [J]. 天津外国

语大学学报，2004，11（3）：77-80.

[3] 沈玉蓉 . 论交际课堂任务设计的真实性原则及应用 [J]. 浙

江教学研究，2002（004）：25-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名称：

面向美国高中生的本土化汉语教材编写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16YJC740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