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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 口语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及对策

华莹

(韩山师范学院经济管理 教学部
,

广东潮州 5 21 04 1)

摘要
:

任务型教学法是 目前英语教学中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
,

它是吸收了 以往多种教学法的优点而形成的
。

随着《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要求》的颁布
,

如何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 用能力
,

特别是听说能力成为教师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

如何更好地

在实践教学中运用任务型教学法也成了英语教学的 焦点
。

该文总结了任务型教学法的相关理论
,

对比 了传统英语教学法

和任务型教学法的异同之处
,

分析了大学英语 口语教学实施中遇到的具体 困难
,

并就如何解决此类 问题对教师和学生提

出了具体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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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
“

任务型教学法
”

L l任务型教学法的起源和理论依据

任务型教学(Ta sk
一

ba se d La
n gua g e

Te ac hi n g )的概念是Pr ab
-

hu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
,

是一种以任务为中心的外语教学

法
。

它是在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其目的是要把语

言运用 的基本理念转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课堂教学模式
。

Nu lla n( l9 89 )指出
“

任务型教学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
,

是有

效改变以往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现状的最佳途径之一
” 。

Ja
n 。

W illi
、

(l99 6) 认为
,

任务型教学法就是在教学中以交流为目

的
,

通过语言的使用完成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任务
,

从而习得

语言的过程
。

1 .2 任务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英语教学中的传统教学法主要是指以语法教学法等以教

师讲授为主
,

以应试为 目标
,

重视培养学生对语法规则掌握的

教学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传统的教学法已经形成了成熟的
、

系统的理论框架
,

因而倍受教师们的尊重
。

但任务型教学法并

不是对传统教学法的完全否定
,

而是在分析了传统教学的缺陷

后提出来的
。

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
:

1 .2. 1 课堂的主体不同

在传统教学法中
,

课堂的主体是教师
,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

核心
,

是教学活动的
“

指挥者
”

和
“

控制者
” ,

学生只能服从教师

被动的接受知识
。

而在任务型教学中
,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
,

学

生在完成
“

任务
”

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
,

发展自身能力
,

而不

是单一地从教师那里获取知识
。

1 .2. 2 知识传授的重点不同

传统语言教学过于注重语言的形式
,

而忽视语言的意义 ;

强调语言的结构
,

而忽视语言的功能
。

任务型语言教学重视语

言习得的过程
,

强调语言在交际目的中的实际意义
,

主要培养

学生用语言完成各种真实任务的能力
。

L 2. 3 对教师的要求不同

传统语言教学法要求教师自身具备丰富的语法知识和较

好的讲授法
。

任务型教学法不同于传统教学法
,

教师需要大量

的时间去做细致的准备
。

为了确保任务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

教

师需要考虑到课堂活动的各个方面
。

毫无疑问
,

任务型教学法

对教师的要求更高
。

L 2. 4 学生的学习方法不同

传统的教学方法多为讲授
,

学生的学习主要是以
“

被动学

习
”

为主
,

任务型教学法强调
“

自主学习
” ,

需要每个学生都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
“

任务
”

中来
,

每个学生都应积极地讨论
、

思考
、

协

商
、

并通过合作完成
“

任务
” 。

除此之外
,

任务型教学法对辅助教学设备的要求也较高
,

多媒体设备
、

语音设备等能够为教师设计任务
、

学生完成任务

提供很大的方便
。

2 任务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遇到的困难

2 00 7年 7 月
,

教育部颁布了《大学芙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

简称《要求》)
,

作为各高等学校组织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教

学的主要依据
。

《要求》中明确提出了大学英语的教学 目标
,

即

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

特别是听说能力
,

使他们在今

后学习
、

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
。

此外
,

《要求》还提出要将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

既传

授语言知识与技能
,

更注重培养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

能力的教学模式
。

随着《要求》的颁布
,

任务型教学法也渐渐成为教师们为转

变教学模式而寻求的新方法
。

但由于在我国任务型教学的实

践才刚刚起步
,

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

这些问题在大学英语口

语教学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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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口语
”

不被重视

在初
、

高中六年的英语教学中
,

很多教师为了使学生在高

考中取得好的分数
,

都将英语教学的重点放在对听力
、

阅读和

写作能力的培养上而忽视了对 口语能力的培养
,

英语教学也以
“

填鸭式
”

为主
。

长期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
,

很多学生步人大学

后很难适应教师采用的
“

任务型教学法
” ,

在他们看来自己将来

工作中开口说英语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
,

自己的口语发音也

已成
“

定局
” ,

口语课似乎是浪费时间
。

2. 2 学生 口语基础和能力参差不齐

任务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 口语课堂中遇到的一大阻碍是

学生的英语基础问题
。

参与教学活动的大学生们都是来自不

同的省份和地区
,

由于地域等各方面的差异
,

他们 的学习能力

和学习水平参差不齐
。

很多学生受地方 口音的影响
,

发音很不

标准
,

例如在粤东地区
,

很多学生将/r/ 音发成那音
,

且误认为自

己的发音是正确的
。

还有些学生性格内向
,

害怕丢脸
,

不敢也

不愿意开 口说英语
。

这一系列问题都给教师实施
“

任务
”

造成

了困难
。

2. 3 教师的
“
任务

”
设计不当

很多大学英语教师在为口语课堂设计任务时
,

由于考虑不

周全
,

很多
“

任务
”

无法顺利进行
。

一些教师设计口语任务时
,

没有明确 的教学 目标
,

针对性不强
,

使得任务不具备可操作

性
。

一些任务设计难度太大
,

而学生能力有限
,

无法理解
,

而过

于简单
、

枯燥的任务又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 ;还有 的教师对课

堂时间把握不够
,

对学生也不够了解
,

因而其所设计的任务无

法按计划完成
。

2. 4 教学效果不理想

“

任务型
”

课堂教学模式
,

强调将学生的注意力放在怎样利

用英语作为交流的媒介来完成任务
,

达到交际的目的
。

这一方

面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
,

提高语言的应用能力
,

另一方

面却又使得大部分学生忽视了对语法规则的掌握
。

一些学生

努力
“

完成
”

任务却学不到语言知识
,

他们觉得自己
“

发音还是

不标准
,

怎样表达还是不清楚
” ,

这挫败了他们学习 的积极性
,

甚至认为教师设计的任务毫无用处
。

学生基础薄弱、不愿意参加、参加了也没学到东西、更

不愿意参加、基础更难提高
。

这样的循环使得很多学生宁愿

不开口
,

对英语学习也渐渐失去兴趣
。

如此以来
,

教师所预期

的教学效果根本无法达到
。

3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解决以上一些问题
,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

在任务型

大学英语 口语教学模式中
,

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并严格

遵守课堂教学任务设计的基本原则
。

除此之外
,

我们对课堂的

主体非 芙语专业的学生们也提出了几点要求
。

3. 1 对教师的要求

3. L I 转变教育理念
,

扮演多重角色

在大学英语 口语课堂中
,

教师应重视口语训练
,

并强调 口

语学习 的重要性
。

此外
,

在口语课堂上
,

教师不再只是扮演语

法知识的
“

讲授者
” ,

教学活动的
“

管理者
”

的角色
。

教师应该是

整个教学活动的设计者
,

在实施任务的过程 中扮演着指导者
、

激发者
、

咨询者和协调者的角色
。

对于学生完成任务的结果
,

教师还应起
“

评价者
” 、 “

鼓舞者
”

的作用
。

3
.

L 2 熟悉教材
,

更新知识

德国学者鲍尔生曾经指出理想的大学教师首先必须具有

高深的学识
,

掌握本领域的研究方法
。

作为一名大学英语教

师
,

除了掌握广博的英语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外
,

还应对语言文

化背景
、

中西文化差异
、

新兴的事物等有较深人的了解
。

俗话说
: “

活到老
,

学到老
” 。

教师只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

识
,

才能与时俱进
,

才能提高教育教学效率
。

要
“

给学生一杯

水
,

教师应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
” 。

在大学 芙语 口语课堂上
,

如要引起学生的兴趣
,

教师必须对学生所感兴趣的事物有一定

的了解
,

比如流行音乐
、

热播电影
、

焦点话题等
。

3
.

L 3 了解学生
,

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要想教好学生
,

设计出适合学生的
“

任务
” ,

教师应该不惜

时间去了解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
、

基础的水平 的好坏
、

学习能

力的强弱和兴趣爱好
。

只有这样在设计任务时才能做到
“

因材

施教
、

循序渐进
” 。

对于部分发音不标准
,

基础较差的学生
,

教

师设计的任务应
“

对症下药
” ,

做针对性的训练
。

古人云
:

亲其

师
,

信其道
。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的

关键
。

在任务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
,

如果师生关系良好
,

学生

则更愿意参加教师所设计的活动
,

发表自己的观点 ;且教师对

学生的了解也会更透彻
,

这样教学任务的设计才会更合理
、

更

有效
。

3
.

L 4 发挥教学机智
,

提高应变能力

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是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之一
,

对于任务

型教学来说更是如此
。

由于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任务难度差异
,

往往教师所期待的课堂效果和学生的表现会有所出人
。

学生

根据任务的需要可能在课堂上向教师提出各种问题
,

这些问题

可能涉及到各个领域
。

如果教师没有准备而无法回答学生问

题时
,

则应坦诚相对
,

并发挥教学机智
。

在展开某些话题的辩

论时
,

学生或许会引起小的争执
,

对此教师该如何监控课堂
,

促

使任务的如期完成都是对教师的考验
。

3
.

L 5 及时的教学反思
,

正确的评价学生

教学反思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的有效途径
,

在任务型教学过

程中
,

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反思来改善教学安排
。

通过反思
,

教

师可以发现任务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

只有这样
,

最初设计的任

务才能不断地被完善
,

教师个人的教学经验才会得到提升
。

此

外
,

如何正确的评价学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

对于学生的勇气和

创新精神
,

教师应该给予一定的鼓励
,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表杨

学生的一切行为
,

对于学生的发音问题和 口语中的语法错误
,

教师要以合适的方式及时纠正
。

3. 2 对学生的要求

近几年来
,

很多学者都对任务型教学对教师的要求进行了

研究
,

但任务型教学的主体是学生
,

所以任务型教学的成败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努力
,

为了更好地配合教师完成课堂设

计的
“

任务
” ,

教师应该引导
、

帮助学生达到以下几点要求
:

3. 2
.

1 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

自主学习
”

就是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主体
,

让学生积极地

能动地参与教学活动
,

主动地进行学习认识和学习实践活动
。

在任务型教学的口语课堂上
,

学生可以根据每个单元不同的主

4‘栏目责任编辑 : 傅勤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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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利用网络
、

图书馆自觉地丰富知识
,

扩展词汇量
,

收集相关

信息
。

与此同时
,

在课外
,

学生要学会利用身边的有效资源为

自己创造开 口说英语的机会
,

例如主动与外教交谈
,

积极参加

学校社团
、

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晨读
、

英语角
、

口语辩论
、

演

讲比赛
、

话剧节 )等
。

3. 2. 2 培养合作学习的能力

合作学习是大学英语课堂最常见的学习方式
。

教师在口

语课堂上经常以小组为单位设计
“

任务
” ,

通过小组讨论
、

小组

合作的方式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学习积极性
。

作为

合作学习的参与者和主体
,

学生在小组学习中必须学会善于与

他人合作
,

敢于表达个人观点
。

课堂实践证明
,

小组活动能激

发学生的潜能
,

使其发挥出较高的水平 ;此外
,

小组成员通过共

同交流
、

思考
、

协商能增进同学间的友谊
,

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

提高学习效率
。

3. 2. 3 培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任务型教学中
,

学生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者
,

也是问题

的研究者
。

学生应具有发现问题
、

设想问题
、

提出问题
、

解决问

题的能力
。

学生要做学习的
“

有心人
” 。

在课堂上
,

不确定的语

言表达方式
、

不懂的发音
,

对
“

任务
”

的质疑
,

都可以大胆地向教

师发问
,

不要害怕出错
,

怕丢脸
。

教师也应当正确地引导学生

发问
,

并指导学生解决问题
,

而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答案
。

3. 2. 4 培养归纳知识和学会反思的能力

在任务型教学的课堂中
,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
、

资料收集
、

表

演
、

讨论等途径获得的知识
、

方法和经验是比较杂乱而缺乏条

理的
。

因此
,

每个学生听完课后应该对课堂上所完成的
“

任务
”

进行反思
,

学会在众多的信息中归纳出自己应该掌握的一些内

容
,

这样便可以更好地理解教师课堂设计的目的
,

才能更好地

配合教师
,

并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

4 总结

任务型教学法从20 世纪 80 年代起逐步掀起了研究热潮
,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应用语言学家和教师们广为认可和接受

的一种教学方法
,

它反映出了英语教学 目标由重语法规则到重

实践运用
,

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

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颁布突出了教学要求对

听说能力的重视
。

但在我国
,

任务型教学法研究起步较晚
,

研

究的时间不长
。

且由于地域差异
,

各地区
、

各高校的英语教学

情况不 同
,

任务型教学在我国高校的实施不可能有统一的标

准
。

如何因材施教
,

发挥任务型教学的优势
,

使学生真正的成

为学习 的主体
,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应该是我们所应关注

的重点
。

参考文献
:

[l] N u n a n D
.

D e s ig n in g Ta
s ks fo r Co rn rn u n ie a tive Cla s sro o rn [M ]

.

Ca rn b五d g e :C arn b五d g e U n iv e rs ity Pre ss ,

1 9 8 9
,

[2 ] W illis J A Fra rn e w o rk fo r T a s k 一 b a se d L e a m in g [M] L
o n d o n :

L o n g rn a n ,

1 996
.

[3] 蔡永强 任务型教学法一一理论与实践 汉语研究与应用(第

四辑)「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0 06
.

[4] 丰玉芳
,

唐晓岩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J]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 04 (6)
.

[5] 魏媛媛
,

郑松 2 007 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亮点分析[J]
.

教育教学论坛
,

2 01 1 (36 )
.

(上接第5 4页 )

及搭配
。

练习中的一些例子提供了生动的语境
,

贴近学生的生

活
。

学生不再机械地操练词汇
,

而是在分析理解语境后选择和

运用词汇
。

人教版高中芙语中的
“

Le
a m in g ab ou t lall gua g e ”

环节为学生

提供了很好的巩固词汇的练习
。

例如必修一
,

u nit s 的第三大

题提供了一段黑人律师为争取平等人权的经历自述
,

题材与本

单元主题相吻合
,

挖空填词的练习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章大意的

基础上
,

运用词汇的适当形式将信息补全
,

通过语境巩固生词

如
“ a tta e k

, 、io len e e , 0 佑e ia l
”

的词义
,

掌握生词的固定搭配
,

如
“ v o te fo r S th

. ”

等
.

5 结论

语境在词汇教学中的特定功能决定了须把语境和词汇相

结合的教学原则
。

为此
,

教师应尽量在语境中呈现词汇
,

在语

境中教授词汇
,

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在一定语境中操练和使用词

汇
,

让学生逐渐养成通过语境观察猜测词义
、

通过思考领悟意

义
,

通过对比理解社会文化背景及词语内涵的词汇学习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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