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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任务型语 言教 学 ２ ０ 世纪末在 国 际 上 蓬 勃 兴起 ， 近年 来 对外 汉语教 学 领域也对

此进行 了 关 注 ，但 目 前研 究状 况表现 出 实 证 不 足 的 倾 向 。 本 文 在概括现状 的 同 时 ， 根据该理论

的基本 内 容 ，从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 任务型 语 言教 学理论 ， 课 堂 实 践 经 验 ， 主 导 者教 师 和 学 习 主 体 学

生 ， 对重视 实 证研 究 的 重要性 以及研 究 空 间 进行 了 分析 。

［关键词 ］ 对外 汉语 ； 任务型 语 言教 学 ； 实证研 究 ；
二语 习 得

Ｅｍｐ ｉ ｒ ｉｃａ ｌ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ｏｎＴａｓ ｋ－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ｏｆ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ｓ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Ｗａｎｇ

Ｌ ｉｎｇｘ ｉ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Ｔａｓｋ
－

ｂａｓｅｄＬａｎｇ ｕａｇｅＴｅａ ｃｈ ｉｎｇｈａｓｂｅｅｎｂｏｏｍ ｉ ｎｇｔ ｈｒｏ ｕｇｈｏ ｕ ｔｔｈｅｗｏ ｒ ｌｄｓ ｉｎｃｅ

ｔｈｅｅｎｄｏ ｆ ｌ ａ ｓ ｔｃｅｎ ｔ ｕ ｒｙ ．Ｄｕ ｒ ｉｎｇ
ｔ ｈｅ

ｐａ ｓ ｔｄ ｅｃａｄｅ ｓ ，ｓ ｃｈｏ ｌ ａ ｒｓ ｉ ｎ ｔｈｅｆ ｉｅ ｌ ｄｏ ｆ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Ｃｈ ｉ ｎｅ ｓｅａ ｓａ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ＴＣＳＬ ）ｂｅｇａ ｎ ｔｏｓ ｔ ｕｄｙ ｔｈ ｉ ｓ ｔｏｐ ｉ ｃ ．Ｈｏｗｅｖｅ ｒ ， ｒｅ ｌ ｅｖａｎ ｔｅｍｐ ｉ ｒ ｉｃａ ｌｒｅ ｓ ｅａ ｒ ｃｈｅ ｓａ ｔ

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 ｒ ｅｆａ ｒｆ ｒｏｍ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ｈ ｉ ｓｐａｐｅｒ ｉ ｓ
ｇｏ ｉｎｇ

ｔ 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 ｔｈｅｃ ｕ ｒｒｅｎ ｔｓ ｉ ｔ ｕ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Ｔ ａ ｓｋ ｂａ ｓｅｄ

ｔ ｅａ ｃｈ ｉ ｎｇｍｅ ｔ ｈｏｄ ｉ ｎＴＣＳＬ ．Ｂｅ ｓ ｉｄｅ ｓ ，ｂ ａ 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 ｒｙ 
ｏ ｆ  ｔｈ ｉ ｓ ｍ ｅ ｔｈｏ ｄ ｏ ｌｏｇｙ ，ｔｈ ｉ ｓ

ｐ ａ ｐ ｅ ｒｗ ｉ ｌ ｌ ａ ｌ ｓｏ

ａｎａ ｌ ｙｚｅｒ ｅ ｌ ｅｖａ ｎ ｔｔ ｈｅｏ ｒｅ ｔ 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ｅｍｐ ｉ ｒ ｉ ｃａ ｌｒｅ ｓ ｅａ ｒ ｃｈｅｓ ，ｔ ｈｅｎｅｃ ｅｓ ｓ ｉ ｔｙｏ ｆｅｍｐ ｉ ｒ ｉ ｃａ ｌ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ｅ ｓａｎｄ

ｔｈｅｓｐａｃ ｅｆｏ ｒｍａｋ ｉｎｇ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 ｌ ｌｏｗ ｉ ｎｇｆｏ ｕ ｒｐｅ 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ｅｓ ：Ｔａ ｓｋ ｂａ ｓ ｅｄＬａ 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 ｔｈｅｏ ｒ ｉ ｅｓ ＊ｃ ｌ ａｓｓ 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ｔ ｅａｃｈ ｅ ｒ ｓａｎｄｓ ｔ ｕｄ ｅｎ ｔ 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ａ ｓａｓｅｃｏｎｄ 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ＣＳＬ ） ； ｔａｓｋ ｂａ ｓｅｄｌａ ｎｇ 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ｅｍｐ ｉ ｒ ｉ ｃａ ｌ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

；ｓ ｅｃｏｎｄ ｌ ａｎｇ
ｕａｇｅａｃｑ ｕ ｉ ｓ ｉ ｔ ｉｏ ｎ

ｌ 引 言

从 ２ 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以来 ，任务型语言教学从教学和研究的边缘逐渐融人主流 ，从政策层

面转化为课堂教学 中 的实际行动 （Ｎｕｎａｎ ，
２ ０ １ １ ） 。 ２ ０ ０ ０ 年至 ２ ０ ０ ９ 年 国 际二语 习 得领域 中 ，

任务型教学是 ２ ０ 个热点 问题之一 ，且在此十年 中 ，后 ５ 年 的研究多于前 ５ 年 ， 总体上呈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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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趋势 。 同 时 ， 在此期 间二语 习 得 的 研究方法表现 出 几个 明 显 的特点 ，其 中 最显著 的便是
“

实证研究在二语习得研究 中 占绝对的主流地位
”

（王立非 ，
２ ０ １ ２ｈ

从上个世纪 ９ ０ 年代开始 ， 任务型教学就进入 了 中 国 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 ， 近

几年来 ，任务型语言教学也影响到 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 （ 陈作宏 ， 田艳 ，
２ ０ ０ ８ ） 。 虽然这种教

学法在对外汉语学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 但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的研究多为英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领域的 ，对外汉语领域 内寥寥可数 ， 例如龚亚夫和罗 少茜 （ ２ ０ ０ ３ ）对影响任务难度

的 因 素进行的实证研究 ， 以及北京语言大学 的刘 岩 （ ２ ０ ０ ９ ）就二语课堂词 汇 习 得对 ３Ｐ 教学

法和任务型教学法进行的对 比实验等等 。

要检验一种理论的正确性 ， 就必须进行反 复验证 ， 文秋芳 和 王立非 （ ２ ０ ０ ４ ） 指 出 ：

“

要 全

面 、深入认识二语 习 得的本质 ， 就需要多种方法 ？
的有机结合 。

”

笔者将从任务型语言教学理

论 、 课堂实践 、作为二语习得主导者的教师以及作为主体的学生 四个方面 ， 对 目 前的实证研

究情况进行概括 ，论证对外汉语研究者就任务型语言教学进行实证研究 的必要性 。

２ 对任务型语言教学理论的验证

任务型语言教学在 国 际 范 围 内 有诸多 理论研究 者 ， 如 Ｃｒｏｏｋｅ ｓ ， Ｌｏｎｇ ， Ｓｋｅｈａｎ ， Ｅ ｌ ｌ ｉ ｓ ，

Ｗ ｉ ｌ ｌ ｉ ｓ 和 Ｎ ｕｎａｎ 等 ，他们 为任 务这
一概念下 了定 义 ， 确 立 了 原则 。 根据龚亚夫 和 罗 少茜

（ ２ ０ ０ ３ ） 的观点 ，
Ｗ ｉ ｌ ｌ ｉ ａｍ ｓ 和 Ｂｕ ｒｄｅｎ 的定义最有概括性 ：

“

凡是能促进学 习 者语言学 习 进程

的活动都是任务 。

”

而 Ｅ ｌ ｌ ｉ ｓ 的定义能够 区分练 习 和任务 ：

“

任务主要使学生作 为一个语言使

用者 ， 而练习 主要使学生作为一个语言学习者 。

”

任务型语言教学 的原则 比较完善的应该是

Ｎ ｕｎａｎ （ ２ ０ １ １ ） 的七条原则 ？
。 国 内对外汉语学者也对任务型教学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 例

如北京大学的李晓琪等 （ ２ ０ １ ０ ） ， 对新形势下开展任务型语言教学 的必要性进行 了充分论述 ，

复旦大学的吴 中伟针对任务型教学法 ，对
“

形式与意义的平衡
”

（ ２００ ４ ）进行 了详细地论证 ，并

比较 了
“

３ Ｐ 模式
”

和
“

任务教学法
”

（ ２ ０ ０ ５ ） 的特点 。

然而正如文秋芳和王立非 （ ２ ００ ４ ）所指 出 的那样 ， 在二语 习 得研究 中 ，

“

尽管我们在研究

方法的应用与普及上取得 了长足 的进步 ，但存在 的 问题依 旧很多 。 首先我们许多研究者对

质化研究法不熟悉 ， 对量化研究没有全面掌握 。

”

这也就导致 了 很多研究在将西方流行 的教

学法理论介绍 到 中 国 、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过程 中 ， 回 避 了 对这些理论的实证检验 ， 即是否

适应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 任务型语言教学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 和传统语法教学的关

系应该是怎样等等 。 对此 ， 文秋芳和王立非 （ ２ ００ ４ ）建议 ：

“

导师要鼓励硕士生进行验证性研

究 ， 特别是完成课程论文 。 杂志可为验证性研究报告开辟专栏 ， 同时对论文投稿者描写 的研

究步骤提 出 明确 、具体 的要求 ， 如有可能 ， 可 以要求投稿者提交原始数据 ， 日 后杂志编辑部可

以 向其他验证性研究者提供 。

”

只有充分利用实证研究的数据结论 ，才能完善二语习 得理论 ，

发展任务型语言教学法 。

①这里 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位学者在 文 中提 到 的 实证研 究 方法 ， 如 以 问 卷 调査 、 实验研究 为 典 型 的 量化研究 ，

以个案研究 、人种 志研究 为典型 的质化研究 ， 收集数据方 法包括 访谈 、 日 记 、 观察 、有 声思 维 、 参 与体验 等 等 ， 还 有语篇分

析 、微变化研究法 、 中 介语对 比分析法等等 。

② 详见纽南 （ Ｎ ｉｍａｎ ，Ｄ ． ） 著 ： 《 任务型语言教学 》 ， 黄爱凤导读 ， 北 京 ： 外语教学 与研究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月 ， 第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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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３总结课堂实践的经验

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课堂教学理论有很多 。
Ｓｋｅｈａｎ 提 出 了外语教学 的三个具体 目 标 ， 即

准确度 （ ａ ｃ ｃｕ ｒａｃｙ ） 、复杂度 （ ｃｏｍｐ ｌｅｘ ｉ ｔ ｙ ）和流利性 （ ｆ ｌ ｕ ｅｎ ｃｙ ） （龚亚夫 ， 罗 少茜 ， ２ ０ ０ ３ ） 。
Ｎ ｕｎａｎ

（ ２０ １ １ ） 提 出 任务型大纲 的安排应该 以话题为核心 。 Ｗ ｉ ｌ ｌ ｉ ｓ （ １ ９ ９ ６ ）将任务型课堂教学划分为

三个阶段 ，前任务 （ ｐ ｒｅ
＾

ｔ ａ ｓｋ ） 、任务 环 （ ｔａｓｋｃｙｃ ｌｅ ） 和语言 聚焦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ｃｕ ｓ ） 。 而 Ｎ ｕｎａｎ

（ ２０ １ １ ）将其划分为六个步骤 ？
。

目 前对外汉语领域 内 将 任务 教 学法理论应用 到课 堂 实践 中 的 实 例 不 多 ， 陈作宏 等

（ ２００ ８ ） 编写 的 《体验汉语 ？ 留学篇 》和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 Ｋ全套六册 ） 是其 中之一 ， 将体验

式学习理念同任务型教学法结合起来 ， 以便充分调动学 习 者 的 内 在动机 ，

“

包括对挑战 的 渴

望 、强烈 的好奇心或浓厚 的兴趣 。 这种 内 在 的 动机可 以 驱使学 习 者提升能力 、 自 我设定 目

标
”

（陈作宏 ， 田 艳 ，
２ ０ ０ ８ ） 。 除此之外 ， 对外汉语领域 内 相关课堂实践 的成果并没有 特别 突

出 ，也就给很多研究者或对外汉语教师造成这样一种 印象 ， 即任务型教学法 只是纸上谈兵 ，

并不适用于课堂实践 ， 或者任务型教学法是舶来 品 ，适用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但并不适

用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情境 。 事实究竟如何仍有待更广泛更大量的实证研究 。 只有

更多教师和研究者参与到任务型语言教学 的课堂实践 中 ，并且愿意随时反思 、分析 、 研究 、总

结教学经验 、教学成果 ，才能充分验证 当前 的任务型语言教学理论 ， 并对其不合理不完善之

处进行修正和改进 。

课堂实践经验的重要来源来 自 以下两方面 ，课堂学 习 的主导者——教师 ， 以及课堂学 习

的主体
——

学生 。

３ ． １ 主导者——教师

理论方面 ， 国 内二语习得研究者对任务型语言教学 中 的教师 角 色进行 了 定位 。 龚亚夫

和罗少茜 （ ２ ０ ０ ３ ）提 出 ：

“

教师应 当成为学习 的计划者和组织者 ， 学 习方 向 、指导和资源的提供

者 ，言语和与语言相关行为的示范者 ， 开展活动的写作者 ，探索知识 、开发学 习 技能和策略的

指导者和 同伴 ， 为学 习者提供恰 当反馈 的评估者和记录者 。

”

这是对教师角 色的宏观定位 ，那

具体而言教师作为主导者应 当如何操作就有待进一步总结一线教师的经验 了 。

举例而言 ，
Ｗ ｉ ｌ ｌ ｉ ｓ （ １ ９ ９ ６  ） 曾 经建议 ， 教师应该具备

“

ｓｅ ｌ ｆ
－

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

和
“

ｃｏｕ ｒａｇｅ
”

， 以便让学

生独立地完成任务 ， 例如 ，不要急着在学生进行任务时纠 正发音 ， 只有在学生确实需要 帮助

时才提供建议 。 这个看法的正确性有效性有待实证研究 的检验 ， 例如 ， 设置一个对照实验 ，

探究及时纠 正发音和完成任务后再纠正发音哪种方式成效更高 ，学生更乐意接受 ， 对语言知

识的记忆更加持久等等 ， 进而探究 出究竟 Ｗ ｉ ｌ ｌ ｉ ｓ 的建议是否有效 。 在此可 以广泛借鉴英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经验 。

① 见 于纽南 （ Ｎ ｕｎａｎ ，Ｄ ． ）著 ： 《任务型语 言 教学 》 ， 黄爱凤导读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月 ， 第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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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２ 学习主体——学生

任务型语言教学使得学生的角 色发生 了转变 ， 根据龚亚夫和罗少茜 （ ２ ０ ０ ３ ） 的观点 ，学生

首先是
“

参与者
”

，其次是
“

监控者
”

，还是
“

探险者
”

。 在这样的宏观概括下 ， 究竟学生对他们

角色 的意识有多深人还有待探索 ， 主动参与 的方式包括哪些 ，这些参与活动 同传统被动语法

教学之间 的效果存在着多大差异 ，是不是适合所有 的对外汉语学 习 者 ，学生进行 自 我监控的

具体过程又是怎样 ， 能否总结 出
一定规律为未来 的教学提供参考 ， 是不是所有类型 的学 习者

都具备成为
“

探险者
”

的条件 ，影响他们参与 的 因素有哪些等等 ，这些问题都有待广泛深人的

实证研究 。

对待二语 习得研究 的焦点 ， 文秋芳和王立非 （ ２ ００ ４ ） 引 用 了Ｓｈｅｈ ａｄ ｅｈ 的观点 ：

“

过去二语

习得研究的焦点是学习 者的语言使用 ，而不是语言 习 得 ；研究 的是学 习 结果 ， 而不是学 习 过

程 。

”

对此 ， 文秋芳和王立非 （ ２ ００ ４ ） 推崇将最近 ２０ 年来认知心理学领域兴起 的一种研究方

法——微变化研究法 （ｍ ｉ ｃ ｒｏｇｅｎ ｅ ｔ ｉ ｃｍｅ ｔｈｏｄ ）

？应用到二语 习 得过程研究 中 ， 因 为其
“

优势在

于能够揭示二语习 得发展 的轨迹 和机制
”

，

“

能够弥补传统横 向 研究法 和纵 向 研究法 的不

足
”

。 对于对外汉语领域 内 的任务型语言教学而言 ， 如 果能应用微变化研究法 ， 从学 习 者 出

发的实证研究 ，其研究成果必然会有非常高 的实用价值 。

４结语

当前对于任务型语言教学 的争议主要是 由 以 下几个问题引 起 的 。 首先 ， 多家理论意见

不一 ， 未能形成共识 。 其次 ， 在讨论理论的可行性 的时候 ，课堂实践没有及时跟上 ， 实证研究

的开展也不尽如人意 。 然后 ，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师 由 于各种原 因对任务型语言教学不熟悉 ，

认为其一味追求创新和趣味 ， 忽视 了传统语法教学 ， 因 而不愿意采用 。 最后 ， 现有 的实证研

究多注重初级 ， 忽视 了 中 高级 ， 多探讨 口 语技能 ， 忽视 了 听力 、写作 和 阅读等技 能方面 的应

用 ， 给人造成 了任务型语言教学只适用于初级班 的 口 语课 的 印象 。 要想弄清楚究竟任务型

语言教学是否适合对外汉语教学 ， 必须依赖于更加广泛而深人的实证研究 ， 坚持量化和质化

研究 的 同步开展 ， 尝试运用新兴的研究方法如微变化研究法等 （ 文秋芳 ， 王立非 ，
２ ０ ０ ４ ） ， 在可

靠的数据基础上总结出具有说服力 的结论 。

（指导老师 ： 丁芳芳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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