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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0 年的上半年对于我国的教育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

期。在这个时期，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各个教育层面都采取

了可以实现远程教学的在线教学模式开展教学。但众所周知，

正是由于在线教学是远程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无法有效进行

课堂管理，也无法及时获得学生的学习有效反馈，而使得教学

效果大打折扣。这种情况在语言类课程教学中尤为突出。因

此，如何在在线教学过程中有效组织教学活动，避免在线教学

固有的因缺乏有效的课堂管理而影响教学效果的弊端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将“3P 教学法”与在线教学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应

用到高职英语课程教学过程中则可以使教师通过在在线教学过程

中有效组织教学活动进行课堂管理，而大大提升语言类课程的在

线教学质量。

2  “3P 教学法”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3P”教学法又称作“任务型教学”，是在 20 世纪 7O 年

代形成的交际语言教学(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即

CLT)模式下的产物。由于其独特的教学模式，现已在整个国际

社会备受欢迎。该教学法通常把语言教学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presentation (演示)，第二阶段为practice (操

练)，第三阶段为production (成果)，而被称为“3 P”教

学法。在 “任务型教学”的 3 P 教学模式中，教学以演示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 操练（p r a c t i c e ）→ 成果

（production）为基本步骤，学生通常以完成任务的活动开始

学习和操练，待任务完成后，教师再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到活动

中使用的语言上，并对学生使用的语言进行及时的纠正和调整。

因此，“3P教学法”是一种科学的语言教学法，从呈现到操练，再

到运用，是一种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关系和对语言的应用不断

转换的过程。“3P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情感态度，引导

学生快速地进入学习状态，有助于教师组织和控制课堂，提高英

语课堂教学的效率，有利于高效课堂的构建。

3  在线教学的主要形式和特点

3.1在线教学的主要形式

目前线上教学的形式主要有图文、直播、视频、音频等的形

式。本文主要基于“3P教学法”与在线直播教学相融合的高职英

语教学模式的研究。在线直播首先需要搭建网络直播平台，教师

可以与学生在众多的直播平台中共同选择较为合适的网络平台。

3.2在线教学的特点

1、在线教学具有空间优势：这是在线教学的重要优势之一，

在线教学使人们可以直接在家里进行学习，避免在空间上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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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人们现在只需一部电脑、一台手机，即可在互联网上进行

学习，真正的做到不出门就能学遍天下，有利于教学进度的开展

与实施。

2、在线教学具有时间优势：线上教学相比线下教学，更大的

一个优势就是在线教育还能支持课后重温，现在的直播平台，很

多都有录播功能，或是与录屏软件结合形成课堂再现，当学生忘

记了某个知识点，或者在听某节课分心了的时候，学生都能对当

次课程或知识点进行重新重点学习，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学生想

进行重温即可马上进行。因此在线教学即有利于学生对自我时间

的安排，更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

3、在线教学具有不可控课堂的劣势：在线教学属于远程教

学，与传统的线下课堂相比，其最大的劣势是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无法有效管控学生的在线学习状态和实施有效的课堂管理而影

响教学效果和质量，因此，教师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有效组织课堂

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参与课堂和进行知识运用就成为在线教

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采用“3P教学法”与在线直播教学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则可以克服此困难，使教师有效提高高职英语课程

的教学效果。

4  “3P 教学法 + 在线教学”在高职英语课堂的应用策

略分析

在“3P”教学法 + 在线教学模式中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控制下以完成任务的形式来进行学习的，

在这过程中首先需要教师对3P教学法的Presentation，Prac-

tice和Production三个环节进行有效设置和连贯使用，其次需

要教师将这三个环节与在线直播教学有效融合。下面以高职英

语课程中的口语教学为例探讨“3P教学法+线上教学”在高职

英语课堂的应用。

4.1 Presentation呈现阶段

Presentation呈现阶段是一节课的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

教师需要把本次课要学习的内容和语言知识点以适当的方式有效

地呈现给学生，在这一环节中，教师的作用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并进行示范表演和必要的讲解以及组织互动答疑，学生的主要

任务是通过观看、聆听、领悟和模仿以及提问等方式获得知识点。

首先，教师需激发学生的呈现需求和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在

在线授课伊始，教师可通过组织学生签到的形式提示或促使学生

迅速进入课堂教学环境，同时教师应运用多种手段积极创设出与

所要讲授内容相关的情景使学生对要掌握的知识点产生需求来调

动和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

其次，教师需有效的呈现知识点和内容。教师应结合在线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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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特点，根据所授内容采取丰富多彩的呈现方式如PPT教授、多

媒体呈现，音乐呈现等方式将新的语言知识点传递给学生，力

求将知识的呈现趣味化和形象化，并指导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

最后，教师需组织课堂互动和答疑。在知识点和语言资料

传递给学生后，教师需及时组织线上课堂互动和答疑环节，检

查和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的同时也给学生相应的压力促使学

生认真投入课堂学习。

4.2 Practice操练阶段

Practice 操练阶段是学生对获得的知识的强化训练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生通过听、说、读、写等不同形式对前一阶

段知识的训练，获得初步的实践能力。在这一环节中，教师的

作用是设置各种情境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操练，纠正学生在

操练中出现的错误并及时进行弱点辅导，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将重

点知识应用到相关情境中做准确的模仿和套用，以及时强化和形

成记忆，提高英语使用的正确度。

在Practice阶段，教师根据呈现内容设定和创设相应的情

景，给学生提供大量的英语操练机会。操练形式可以采用重点

句型复述、中英句型互译、情景对话等难度逐步提高的方式，

激励学生利用刚刚掌握的新知识点进行反复操练和强化。针对口

语课特点，操练环节可多创设贴近生活和学生较为熟悉的话题情

境并组织情景对话的操练，其方式可以采用Pair work和Group

work 的方式进行。结合在线授课条件，教师在此过程中对操练

学生的选取需要重点注意：一是选取的学生要具有能体现知识掌

握程度的代表性，教师可分别选取班级各个学习能力等级的部分

学生进行操练从而获得知识掌握程度的分析数据；二是选取学生

的方式可以多样化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可通过线上授

课平台组织抢答（学生主动参与）、选人（学生被动随机抽选

参与）等多种形式促使所有学生融入课堂操练。

4.3 Production 运用阶段

Production 运用阶段是语言的输出阶段。在这一阶段，教

师通过引导学生创设情境，组织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在语

言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和实践能力。在这一

阶段中，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协调和帮助学生进行语言实践活动并

及时做出评价和反馈。学生的主要任务则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能进

行流畅的语言交际活动。

在在线教学的运用环节，通常可以采用对话、表演等形式

进行。在这一环节的运用中，教师不再为学生创设情景，而是由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自己开动脑筋、大胆运用自己的想法创设对话

和编制情景表演所需的简单的对话剧本，从而把所习得的语言知

识内容运用到真实的交流过程中。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将其运用的

结果提交给教师，教师及时通过平台仔细批阅，对每一个学生的

语言运用情况进行评价和反馈，帮助学生获得语言知识应用能力。

5  结语

在线教学具有线下教学无法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优势，但也

迫切需要解决因课堂管控不到位而无法取得教学效果的问题。在

在线教学过程中采取3P教学法可以有条理的根据教师的呈现后组

织学生的练习和输出，更有利于教师管控课堂，及时了解学生的

在线情况，从而最大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效提高教

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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