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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SE(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的语言实践能力培养

【摘     要】 CSE(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简称量表 )对中国学生英语能力按照不同等级的划分以及划分标准的描述为学生语言实践能力的
培养指明了一定的方向，英语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和语言语用的能力。语言实践既包括听说读写和语言组构的基

本知识，也包括在特定语境下综合使用语言完成特定交际目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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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CSE，即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简称量表。这是中国首个面
向英语学习者设计的英语能力标准描述体系以及评测体系。量
表将我国学生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描述为九个级别，代表语言
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量表描述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不同能力等
级的表现特征，具体包括语言能力量表，以及语言分析能力听、说、
读、写、译、语言组织能力，语用能力等方面的量表。每一个
方面按水平分为“基础、发展、熟练”，每个阶段包含三个等级，
每一级的相应能力都使用一系列的“能做”描述语来描述。

量表促进了中国外语测评的理论研究，为各级各类外语考试、
教学和学习提供科学的能力指标体系和准确的能力标尺，为外
语学习成果的互认提供依据，提升了我国外语教学的系统性和
科学性，也可以提高外语教学的整体成效。量表中对外语能力
的界定也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根据最新发布的英语专业教学指南的规定，学生良好的英
语语言运用能力作为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标准和目标再一次得
到强调。而良好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既是英语实践能力，是运
用英语进行社会交际，并且进行社会实践的能力。量表将语言
实践能力分成了两部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能力。

不同的学者对语言能力有着不同的理解，乔姆斯基认为语
言能力及语言知识，是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本身甚至抽象的语
言体系的潜在理解。而海姆斯认为语言能力是语言使用者在特
定的语言环境下熟练使用语言的能力，因此语言使用者除了掌
握语言知识之外还必须掌握在不同社会环境中正确使用语言的
能力。卡纳尔和斯温则从四方面进一步定义了交际能力：词汇
和语言规则使用能力，用词恰当的能力，语言的连贯和交际策
略。巴赫曼是对语言能力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语言

能力由语言的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组成，语言的组织能力即语
法能力和篇章能力，而语用能力即言外行为能力和社会语言能
力。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则在之前研究基础上的整
合，正是从语言的理解能力，语言生成能力以及社会语用能力
等方面对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的语言能力进行评价。量表中将
语言能力定义为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知识。根
据 Krashen 的输入理论和 Swain 的输出理论，英语听力理解能
力和阅读理解能力都属于输入型能力，是学习者获得信息的途
径，也是保证输出的先决条件，而英语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则
属于输出型能力，只有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践活动才能实现输入
到输出的转变，实现语言的内化，最后满足语言交际的要求，
同时量表将输入型技能涉及的信息类型进行了划分，包括了描
述、叙述、说明、论述、指示、语言互动。此外，语言知识是
语言交际能力的基础，量表将语言知识定义为语法知识和语篇
知识组成的组构知识，以及由功能知识和社会语言知识组成的
语用知识，其中的功能知识指通过识别和选择恰当的话语，将
语言形式与潜在交际目的相匹配，表达交际目的的知识，而社
会语言知识指的是人们对语言在特殊社会环境下使用的规则情
况，它取决于特定语言使用环境中的特征，简言之是指恰当理
解和产出话语的知识，即关于语境如何影响语言实际使用的知
识。量表的语言知识包含四个维度，即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
识、程序性知识、元认知知识，事实性知识指的是语法知识，
即语音，书写，词汇，句法的知识，概念性知识指的是篇章知识，
即修辞和衔接的知识，程序性知识指的是功能知识，是实现语
言功能的步骤，即操控，探究，想象的步骤，而元认知知识则
指的是对语言在社会中语用的认知，涉及语体，方言变体，语域，
自然表达和修辞等的知识。

量表的第二部分是由语用能力，语言使用策略能力和翻译
能力共同构成的语言运用能力。根据托马斯的定义，语用能力
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有效使用语言的能力以及在语境中理
解语言的能力。换言之，外语的语用能力即是外语学习者使用
外语做事的能力（Kasper,1998）。 和自然将这种外语语用能力
定义为为用语言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它可以简化为表达能力
和理解能力两个方面。语言能力发展是语用能力的基础，然而
二者并不成正比关系（Hoffman-Hicks,1992），而且高语言能力
水平，低语用能力水平的现象仍然是摆在中国外语教师面前的
一个普遍难题，因此量表特别从语用知识和语用能力两方面强
调了语用在外语学习和测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输入输出理
论的角度将语用能力分为了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除此以外量
表专门设计了针对六种类型化文本的翻译能力，并且将翻译能
力具体分为口译和笔译的能力。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
的交际行为，它关注的就是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语言翻译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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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使用者不断选择语言形式以及语言策略的过程，语言使用
策略即为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交际中有目的使用可实现交际目标
的行动方案。量表将语言使用策略分解为语言理解策略，语言
表达策略，翻译策略和组构知识学习策略。语言使用策略也可
量化为能力指标，即在实际交际中所完成语言各组成要素的能
力。量表在认知维度上按照交际的特征分为了三个阶段即：规划，
执行，评估 / 补救。

尽管量表是在国家深化考试制度改革，加强我国外语能力
测评体系的背景下诞生的，但是量表还是第一次构建了一个针
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的统一的英语能力标准体系，对英
语教学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新的英语专业指南明确了英语专
业的培养目标为良好的英语运用能力，而量表则明确定义和解
释了这个目标，这种能力。它不仅局限在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

层面，还包括基于一定语言能力基础上的语用能力，这就意味
着学习者必须通过语言策略的正确使用完成一定的交际目的，
其深层次的含义在于在具体语境内，能够完成语言构建和传播，
以师范类英语专业为例，必须帮助学生掌握英语教学的基本知
识和术语，还有用于英语教学的英语，这些显而易见都是目前
的人才培养方案所忽略的。除了语言的基本功，翻译能力也是
语言学习者亟待发展的，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体现了学习
者运用语言完成更高级，更复杂的语言活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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