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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教学法降低大学生英语口语焦虑的实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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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英语 口语焦虑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

该研究通过调查
,

了解了大学生英语 口语焦虑水平
,

并利用 口语课堂
,

实施

任务型教学法
,

以降低学生的 口语焦虑
,

提高大学英语 口语课的效果
。

此项实证性研究为期一个学期
。

研究者借助 sP ss

对英语 口语焦虑调查问卷及英语 口语考试成绩的前测和后侧进行分析
,

结合对学生的访谈
,

该研究发现
,

任务型教学法有

利于降低学生英语 口语焦虑
、

提高学生 口语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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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

说
、

读
、

写是用来判断英语学习者水平的重要指标
,

口 平
、

活跃课堂气氛
,

本研究通过在 口语课堂上应用任务型教学

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

以江西中医学院为例
,

为了让学生接触 法
,

对学生英语 口语焦虑水平和 口语成绩前测
、

后测进行比较
,

到英语母语者
,

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

学校的英语 以探索任务型教学法在芙语口语教学中的作用
。

口语课由外籍教师承担
。

然而
,

此项举措并未得到学生和老师 1 研究背景

的肯定
。

学生反映上课听不懂
,

尽管他们也感觉到老师降低了

语速
,

筛选了词汇
,

但还是不敢开口
,

怕回答不上而被笑话
。

而 L l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

且
,

有些学生在课堂上有疑问时
,

由于表达不清
,

交流出现了障 任务型教学法起源于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 ygo tsk y)

碍
,

课堂互动并不和谐
。

外教也表达了他们的苦衷
,

学生在课 (19 6 2 )提出的理论
,

是一种基于对交际任务完成的教学法
。

普

堂上经常不开口
,

只是被动地听
。

尽管他们也不断改进
,

有些 拉布 (Pra bh
u

)(198 7 )年设计了交际教学课题( co m m ull ica tioll
-

学生只是站起来回答一句
“

我不知道
” 。

因此
,

英语 口语课堂效
。1 Te ac hing Pr oj ec t ,

c PT )
,

并在初中
、

高中的芙语教学中取得成

果并不理想
。

功
,

由此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
。

鉴于以上原因
,

一些班级的芙语 口语课重新分配给中国英 c PT 中的任务主要倾向于以下几类
:

观点差任务 (叩ini oll
-

语老师
。

作者对其中的一个班级进行了调查
,

以了解学生的焦 gaP tas ks

)
、

信息差任务 (in fo rl-n ati oll
一 gaP tas k s

)和推理差任务

虑水平
,

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法
。

为降低学生英语 口语焦虑水 (
r
ea so ni ng

一 gaP tas ks

)
。

Nu lla
。

(1 98 9) 总结了构成任务的六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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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
:
目标(g

o a ls )
、

输人 (i即
u t)

、

活动 (
a e tiv itie s

)
、

教师角色

( te a e he r ro le )
、

学习者角色 (l
e a m e r ro le )和环境 (

S ettin g S

)
.

在任

务型教学法实施方面
,

w illi
s

(l 9% )提出实施过程通常由三个

阶段组成
:

任务前 (p
r e 一 ta sk )

、

任务中 (t
a sk 一 e ye le ; d u五n g ta sk )

和任务后 (Po st 一

tas k)
。 “

任务前
”

阶段主要是教师通过导人
、

讨

论
、

头脑风暴
、

听
、

阅读等活动
,

为学生提供必要的
、

与任务有关

的语言输人
。 “

任务中
”

阶段是任务型教学法的核心
,

学习者计

划
、

实施
、

完成任务
、

向老师和同学汇报完成任务的情况
,

或展

示任务成果
。

在
“

任务后
”

阶段
,

主要是教师的评价
、

语言形式

的更正及必要的补充练习
。

一些研究者开始研究任务型教学法在英语教学中的定位

及实施
。

邓杰
、

邓颖玲 (2 0 07 )探讨了网络环境下
,

英语视听说

课程中任务型教学法体现
。

黄建滨
、

王海啸 (2 0 08 )在探讨任务

型语言教学模式的基础上
,

介绍了《大学体验芙语高级教程》的

编写原则
、

结构及其在大学芙语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法
。

张煌

(2 0 09) 年通过实验
,

总结出任务型教学和 自主型学习的结合应

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

程明静
,

王佳棋 (2 01 2 )探讨了

任务型教学法大学芙语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

1 .2 语言焦虑的研究

语言焦虑一直受到研究者 的关注 (H O

、itz
,

1 9 86
,

1 9 8 8
,

1 99 0
,

1 99 1
,

2 00 1 ; Philip s ,

1 9 90
,

1 99 1
,

1 99 2
,

Y o u n g
,

19 92 ; M a -

e ln tyr e ,

1 9 95
,

1 99 9 ; 陈 劫
,

1 99 6
,

1 99 7 ; A m o ld
,

1 99 9 ; Se lle rs
,

2 00 0 ; 杨晋
,

2 00 0 ; 王银泉
、

万玉书
,

2 00 1 ; B r

*
n ,

2 00 2 ; c a s sa dy
,

& Joh
n s o n ,

2 0 0 2 ; 张莉
,

2 002 ; 郑佩芸
,

2 0 03 ; E lkh a fa ifi
,

2 00 5 ;

Mills e t a l
,

2 00 6 ; 石运章
,

刘振前
,

2 0 06 ; 王天剑
,

2 0 1 0)
。

H o r -

w itz (20 01 )评述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焦虑研究指出
,

语言焦虑

(一种情景独特性焦虑 )和英语成绩关系成中等强度负相关
。

Ca ss a dy & Jo hn so n

(2 0 02 )对 16 8 名本科生 的考试焦虑进行的

调查显示
,

焦虑与学习成绩存在负相关
。

El kh
a

fai fi (2 0 05 )对

23 2 名学习阿拉伯语的美国学生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听力焦

虑与听力期末成绩存在显著性负相关
。

一些中国的研究者也开始关注焦虑
,

研究范围从一般的综

述性研究具体到芙语的听
、

说
、

读
、

写方面
。

郝枚
、

郝若平 (2 001 )

研究了芙语成绩与状态焦虑之间的相关关系
,

结果表明英语成

绩总体上受焦虑情绪影响
,

差异检验达显著水平
。

杨晋 (2 00 0)

研究了学生的听力焦虑和听力理解的关系
。

张莉 (2 0 02 )研究

了留学生汉语焦虑感与成绩相关的分析
,

对教学提出相应对

策
。

石运章
、

刘振前 (2 00 6) 对外语阅读焦虑与英语成绩的关系

也进行了研究
,

发现两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

陈劫 (1 99 7 )研究了课堂焦虑感和英语 口语水平之间的关

系
,

结果发现二者呈密切负相关
。

成艳萍
、

何奇光
、

韩 晓立

(20 07 )探讨了大学生英语课堂 口语表达方面焦虑的程度
、

焦虑

与口语表达的关系
、

焦虑的性别差异等问题
。

王天剑 (2 0 10 )调

查了非芙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 口语和写作的焦虑
、

自我效能感

以及成绩之间的关系
。

吕红艳 (201 0) 调查了非英语专业大学

生的口语焦虑程度
、

口语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以及以上两个因

素之间的关系
。

13 任务型教学法和 口语焦虑的研究

任务型教学法深受研究者们 的关注
。

虽然有些研究者已

关注其在英语教学的应用
,

通常都是精读课堂
。

尽管有些研究

涉及英语口语课堂
,

大部分研究者只是提出建议采用任务型教

学法
,

而不是实证性研究
。

英语 口语焦虑也一直备受关注
。

大部分口语焦虑研究只

是局限于调查焦虑程度
,

焦虑类型以及焦虑和学习者成绩之间

的关系
。

通过实施任务型教学法以降低学生 口语焦虑的实证

性研究很少
。

此项实证性研究
,

作者主要通过实验对象前测和

后测的 T值检验
,

研究任务型教学法是否有利于降低学生 口语

焦虑水平
。

2 研究方法

2
.

1 研究问题

¹ 任务型教学法能否有利于降低学生 口语焦虑水平?

º任务型教学法能否有效提高学生的芙语口语水平?

2. 2 实验对象

本研究实验对象为 52 名非英语专业的一年级英语 A 班学

生 (根据英语分级考试的成绩
,

英语班分为 A 、 B 两个等级
, A 班

学生成绩比 B班学生更好)
。

该班是由保险专业和药学专业的

学生组合而成
,

30 名女生
,

22 名男生
,

年龄在 17 至20 之间
,

学习

芙语时间已有 7 至 8年
。

2. 3 课程设计

此项研究于 201 2年 3月至 6 月进行
,

每周一次课
,

一次 2

节
,

一共 巧周
。

上课主要是多媒体手段
。

口语课所选话题都和

日常生活相关
,

以便让学生有话可讲
,

比如旅游
、

爱情
、

广告
、

名

人
、

节 日
、

财富
、

出国留学等
。

上课内容会提前告知学生
,

以便

他们课后寻找资料
。

2. 4 实验过程

2. 4
.

1前测

进行实验之前
,

该班英语 口语课由外籍教师担任了一学

期
。

实验对象于新学期第二周填写调查问卷 (第一周空出是让

学生在过完寒假之后
,

有个适应期 )
。

该问卷参考了 H o rw it z
的

外语课堂焦虑量表 (F
o r e i g n L a n g u a g e C la s sro o rn A n x i e ty se a l。

,

FL CA S)
,

并针对 口 语焦 虑
,

相 应修改 为 Fo re i gn La ng ua ge

SP
e a kin g A nx ie ty Se a le (FL SA S)

,

问卷一共为 25个问题
。

研究

者采用了五级制评分方法
:
完全同意 5分;同意 4分 ;既不同意也

不反对 3分 ; 反对 2分 ; 完全反对 1分
。

如果 问题是与焦虑相反

的意思
,

评分方法为
:
完全同意 1分 ; 同意 2分 ; 既不同意也不反

对 3分 ;反对 4分 ; 完全反对 5分
。

实验对象要求当场完成调查

问卷
,

并立即收回
。

口语考试形式采用的是 PE TS Z级口语考试的形式
,

分为三

个环节
:
个人信息

、

就话题和搭档对话
、

通过回答老师问题表达

个人观点
。

考试打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语言 (语音

、

语调
、

流

利性 )
、

内容 (逻辑性
、

一致性
、

中肯性 )和技巧 (时间把握
、

灵活

性
、

体态 )
。

学生得分取两位老师的平均分
,

两位老师都有 5年

以上教学经验
。

考试也于第二周进行
,

并告知学生考试原因及

实验目的
。

2. 4. 2 教学过程

本研究在口 语成果堂实施任务型教学法
,

具体实施过程分为

三部分
:

l) 任务前阶段 (Pr
e 一 ta s

k)
:
语言热身和任务导人 日

:
热身阶

段 (w
a rl-n i n g 一 u p )

:
¹ 有时为简单内容

:
一段绕口令

、

名人名言
、

谚语
、

常用表达句 º有时为复杂内容 :
要求学生学生模仿几句

电影里他们喜欢的话
。

目
:
任务导人 (lea d 一in)

:
通过提供与主题

4‘栏目责任编辑 : 傅勤奎 公寒睿牺育、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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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词汇和短语
、

相关影片
,

让学生提高对任务 的兴趣和注

意力
。

2 )任务展开阶段 (ta sk
一
cy cl e

)
:

分为实施任务
、

汇总任务和

报告任务三个环节

日 实施任务
:
以 p a ir w o r k(对子)和 g ro u p w o rk (小组 )为单

位
,

进行问题讨论或交换个人意见或进行采访或集体编故事等

方式
。

老师充当帮助者和提醒者的角色
,

通过多媒体提供实施

任务时要用到的关键词
、

句型和习惯表达等学生可以自己查字

典
,

也可与老师交流
,

允许语码转换
。

目 汇总任务
:

在此阶段

老师告知学生平时分和奖励分来源于他们 的汇报
,

占总成绩

30 % ; 以及推选出最佳发言人
,

适当给予物质奖励
。

目任务报

告
:

由每组发言人代表本组向全班汇报任务的完成情况
,

允许

学生带笔语材料
,

复杂时鼓励学生通过PP T 或Fl as h来演示
,

缓

解 口头表达时暂时忘记的尴尬和焦虑
。

3) 任务后阶段 (aft
e r 一ta s

k)
:

分语言练习和任务延伸拓展阶

段 日语言练习环节
:

教师针对学生在任务展开中语言表达不

当之处通过语言重点分析和训练
。

目任务的延伸拓展环节
:

布

置与活动的主题和内容相关的口头或书面作业
,

希望达到语言

学习的巩固和内化

2. 4. 3 后测

任务型教学法实施结束后
,

要求实验对象填写 口语焦虑调

查问卷
,

问卷内容与前测相同
。

口语考试也在同一周举行
。

问

卷的收集和分析与前测相同
,

考试的形式和评分与前测相同
。

2. 4. 4 访谈

随机挑选了 10 名学生进行访谈
,

访谈采用汉语
,

形式 比较

自由
。

3 结果与讨论

酉己对样本 T检测结果

研究者利用 T 检验来检测实验者前测和后测的结果
。

口语

焦虑水平的T检验结果显示如下
:

表 1 学生 口语焦虑水平的配对样本统计量

表 3数据显示实验对象的口语水平有提高
,

平均分由72
.

85

提高至 78 69
,

标准差由6 2 60 降至 5 6 83
.

表4 学生 口语成绩的成对样本检验

成成成对差分分 ttt d fff 日1 9 (欢狈()))

均均均植植 标准差差 均值的标准误误 差分的 95霭置信区间间间间间

下下下下下下限限 上限限限限限

对对 1 ma工k l
---

巧 日4666 3 3 , 222 47000
一

6 7,口口
一

4 9口222
一

12 4 2999 5 111 0口000

mmm a工k ZZZZZZZZZZZZZZZZZZZ

O叼O朽�
..‘“呀口对 1 t o t 氛 11

t o t a 12

表 2

均值

日2
.

12

下7
_

73

标准差 } 均值的标准误

::⋯
‘

:
_

蕙
学生口语焦虑水平的成对样本检验

成对差分

差分的 9 5盆置信区间

默
悬
遭
{氰笋 头}嘿;;卜甜= 七

日19 (双侧)

O口O

表 1数据显示学生的口语焦虑水平有降低
,

平均分由82
.

12

降至 77 73
,

标准差 由1 0 5 88 降至 7 060
。

表 1 说明实验者前测

和后测焦虑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

T(s
1 ) = 4 098

, P<0 05
。

任务型教

学法有助于学生降低焦虑水平
,

回答了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

表 3 学生 口语成绩的成对样本统计量

均均均值值 NNN 标准差差 均值的标准误误

对对 1 m a r klll 7 2
.

8 555 5 222 6
.

2 6 000
.

日6日日

mmm a 丁kZZZ 7 8
_

6 999 5 222 5
_

6日333
_

7日日日

表 4 说明实验者前测和后测英语 口语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 t

(sl )= 12 42 9
,

P< 0 05
。

任务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提高口语成绩
,

回答了实验的第二个问题
。

3. 4 访谈结果

随机挑选的 10 名访谈对象正式学习英语七至八年
,

访谈形

式比较随意
,

力争创造轻松的环境让访i炎又寸象畅所欲言
。

A 学生说
:

我们习惯了大部分时候都是听众
,

以前的英语学习中
,

练

习都是书面形式
,

也不需要发言
。

我很害怕在公共场合讲英

语
。

现在这种英语教学方式
,

尤其老师会发点小礼品以鼓励我

们
,

让我有动力去说英语
,

挑战一下自己
。

不在乎奖品的形式
,

更在乎奖品的意义
,

表示我曾经勇敢的发言了
。

B学生说
:

我怕说错被大家笑话
。

现在课堂上我敢说了
,

因为老师也

不会当场纠正错误
,

错误纠正是在最后课堂总结的时候
。

在这

阶段
,

我可以自己纠正
。

我喜欢这个方式
,

让我不至于很丢脸
。

C 学生说
:

我喜欢绕口令和电影这个环节
,

让我感觉原来学习可以是

多种形式
。

在这个过程中
,

也可以体验纯正母语发音
,

模仿和

复读也很自由
。

当面对一个母语发音者
,

我会担心听不懂他说

什么
,

就会很紧张
,

更不敢说芙语了
。

4 总结

本研究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
,

探索了任务型教学法在口语

课堂地实施情况
。

研究表明任务型教学法在降低学生 口语焦

虑和提高学生 口语成绩方面有积极作用
。

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口语焦虑
,

并寻找降低 口语焦虑负面

影响的措施
。

在教学过程中
,

要重视交流
。

交流过程中可以了

解学生的兴趣爱好
,

根据情况作调整
,

可获得更好的教学反馈
。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
。

实验对象的样本不大
,

在今后的

研究中可增加
。

任务型教学法的实施仅为一学期
,

深人研究一

个问题还需更长的时间
。

实验对象是 A 班学生
,

他们的英语水

平和学习动机可能与 B 班的学生有差异
,

教学效果也可能有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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