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教学

编者按 :外语教学 ,其实就是师生共同实施母语与外语之间的转换行为。尽管对象同一 ,但研究维度和

关注焦点却可以不同。马瑞香、葛宝祥两位老师从哲学高度出发 ,反思外语教学 ;王健坤老师把外语教

学纳入文化语境中思考 ;陈颖杰先生则从俄语阅读理解题的命制方法切入。外语教学十分复杂 ,的确需

要多维度、多层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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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外语教改更加具有科学理据 ?本文基于对大学英语教师语言观和教学方法的问卷调查 ,

分析英语教师对语言本质认识的现状 ,讨论语言认识论、方法论和教学法的关系和任务型教学的本质 ,指出在轰轰烈烈

的外语教改中应当注意 : (1)传统语言哲学观转向 ; (2)语言认识论转向 ; (3)教学方法转向 ,以便使外语教学改革更加具

有理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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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we ge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p rogressing with more scientific reasoning?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about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viewpoints o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by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Eng2
lish teachers’understandings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 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pedagogy, as well as nature of task2based teaching.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should be at least three concerns in the reform of for2
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with more reasoning: (1) the turn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viewpoints of language; (2) the turn

of ep istemology of language; and (3) the turn of teaching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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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 ( TESOL )在国外备

受教育界关注。进入 90年代以来 ,外语教学法在

不断改革中出现了三个转变 :从交际教学法到任

务型教学法的转变 ;从基于方法论到后方法论的

转变 ;从系统发现到批评话语的转变 ( Kumara2
vadivelu 2006)。在这些转变中 ,语言学家开始关

注外语教学的体验性、语言习得的认知性、话语交

际的社会性 ,外语教学方法批评则表现在如何认

识词语与世界、语言习得与心智的关系 ;不再把语

言看成完整的系统 ,而把语言教学看成社会、文

化、政治动态的延伸 ;语言教学研究已不局限于语

言句法、语用的研究 ,认知语言学家开始致力于语

言后面认知冰山的探讨 ,语言哲学思想支配下的

语言观和方法论深化了外语教学的改革。我国这

些年来的外语教学改革也在不断发展 ,引进了不

少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学校都强调外语教学改

革。但是 ,我们的外语教学改革研究缺乏哲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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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对语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欠缺科学的统一。

2　传统语言哲学观转向
外语教学改革的首要问题不是教学方法的选

择问题 ,而是对语言持什么样哲学观的问题。经

验主义、理性主义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石。从苏

格拉底到今天 ,西方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哲学思想

家认为 ,概念结构就是符号结构 ,符号通过现实世

界客观事物、范畴、特征、关系对应获得意义 ;意义

是“外部世界在人的心理的镜象表征 ”;意义是词

语和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 ;形式主义、客观表征是

符号运算的基础 ,“具有固定性和准确性的意义

才是真正的知识 ”(王寅 2008: 9 - 10) ;西方哲学

独立于人的意识二元论、客观真实主义心智观的

经典范畴理论、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哲学观无声地

影响着我国的语言学界。随着外语学习和知识的

引进 ,传统的西方哲学语言观悄然进入我们的外

语教学课堂 ,在其影响下 ,外语教师较为普遍地形

成了这样的认识 :语言符号意义和客观事物所指

是一致的 ;名称组合和现实中的对象或指称是对

应的 ;名称和现实对象是对应的 ;语言表达形式是

完全符合规则和逻辑系统的组合。因此 ,教学方

法表现为纯粹的客观主义、形式主义 ;而世界范畴

的主观性、客观性、依存性及语言习得的心智体验

性、概念结构的非符号性和建构性、意义的流变与

整合的哲学思想没有得到重视。长期以来 ,在概

念符号与客观事物对应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思想

束缚下 ,我国外语教学采取的主要教学方法是语

言知识结构性系统的描述与传输法 ,忽视语言习

得心智加工与体验 ,强调词汇与客观所指镜像的

固定意义系统 ,忽略语言文字意义的不定性、流变

性 ;走的是一条“现实 - 语言 ”而不是“现实 - 认

知 - 语言 ”的教学认识路线 ;关注简单的外界直

接刺激源 ,忽视体验是构成学习的核心要素 ;关注

学习是接受记忆的过程 ,忽视学习是一种内在的、

基于体验处理的认知过程 ;执行形式主义的固定

性、准确性意义的操练 ,忽视人的“身体经验 ”、

“生理构造”、“认知方式 ”、“丰富想象力 ”所起的

重要作用 (王寅 2003)。所以 ,摆脱外语教学中多

年来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 ,接受当代体验哲学的

思想是外语教学方法改革的关键。

3　传统语言认识论转向
外语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要前提是对语言意义

的认识问题。语言习得的主要问题是对语言意义

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认知语言学家通

过对语言符号后面认知冰山的探索发现 ,“语言

本身不具有意义 ,意义不在语言内 ”( Saeed 1997:

314) ;语言表达形式没有意义 ,语言表达形式是

推动人们运用熟知的过程构建意义的动力 ,“词

语的意义不是绝对地存在于词语中 ”( Turner

1991: 206) ;自然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人们对世界

的解释中 ”(W ierzbicka 1998: 2)。认知语言学家

对语言意义的这些新认识揭开了语言符号的面

纱 ,对传统的语言符号即意义观提出挑战。 Fau2
connier指出 ,“文字符号仅仅为我们提供最小的 ,

却足以寻找特定情景中的认知域和适于构建认知

的线索 ”( Fauconnier 1994: xviii)。当代认知语言

学家这些关于语言本质的哲学阐释对传统的意义

镜象论、形式决定论、符号即意义观提出质疑。

语言文字与所指之间有一个心智空间的加工

过程。相对于人的经验结构 ,语言形式是人类认

识宏观世界认知机制的表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

言、词汇、各种表达形式的意义是体验的、经过认

知加工的 ,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主观描述的 ;是习得

主体能动的 ,对词语、表达形式的描述只能是理解

的外力 ,语言只有在一定语境中才能产生意义或

确定意义。语言体验哲学认为 ,概念和理性主要

是依据人的体验形成的 ,意义不可能独立于人的

身体心智能力 ,因为语言来源于实践 ,与人类的概

念结构和认知方式密切相关 ,客观世界必须通过

人的心智加工才能产生语言。“从深层来说 ,心

智是体验的 ,意义是体验的 ,这是体验哲学的核

心。”(Johnson & Lakoff 2002: 245) 学习过程是一

个由体验、反思、行为、抽象组成的循环链 (Rogers

1996)。因此 ,改革旧的教学方法 ,探求恰当的能

够体现语言本质的教学方法非常必要。

针对语言认识问题 ,我们在一所大学外语学

院对 50名公外英语教师进行“语言本质认识 ”的

12个问题的调查。结果说明 ,传统的唯形式主义

语言观、语义镜象观、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在许多英

语教师中占主导地位 ,摆脱外语教学中西方传统

哲学对语言教学的影响 ,接受当代体验哲学思想

是外语教学方法改革的关键。

4　教学方法的转向
近十年来 ,国外出现了语言交际法 ( Commu2

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 向任务型教学法

( Task2based Language Teaching)转变的潮流。80

年代冠以交际法的教科书现在逐渐被任务教学法

所取代。任务型教学法是体验主义教学思想极力

推崇的教学方法。任务型教学法有以下几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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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1) 强调关注语言功能而非语言形式 ,更加注

重意义 ( Skehan 1998) ; (2) 强调交际行为 ,只有

当交际行为被要求时 ,学习者才关注意义 (Long

1991, Long & Robinson 1998) ; (3) 强调课程内容

比方法结构更重要 ,可以用不同学习方法去执行

语言学习任务 ,学习任务寻求的是良好学习结果

( Kumarvadivelu 1993)。

在我国 ,对任务教学法这一新的教学方式的

认识也不一样。有的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的中

心 ,吸引学生注意语言形式 ,这种任务型的本质是

“语法任务 ”,是在语法结构约束下去完成任务。

有的执行的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任务 ,引导学生

关注语言的功能性质 ,任务设计要求学生关注意

义的协商性、意义理解及意义的表述 ,而不是关注

意义的形式 (Nunam 1989)。有效的任务型教学

应该模糊教学方法的界限。现在的语言教学已经

发展到后方法 ( post2method)时代 ,教师要使用协

同框架去工作。现在交际教学法的程序受到语言

学家的质疑 :“所谓的任务是为了对表达命题是

否正确、恰当的评估 ,要求学习者从语用目的处理

语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要求学习者关注意义 ,

使用自己的语言资源 ,尽管任务的设计者可能倾

向于让学习者选择具体的形式。任务的目的是如

何使用承担类似的、间接的、直接的、可达到用于

共同世界语言使用的方式。像其他语言一样 ,任

务可以是生产性的或可接受性的口语、笔语技巧 ,

而且是不同的认知过程 ”( Ellis 2003)。

这种关于任务型教学法认识的本质告诉我

们 :要关注意义 ,不忘语法、语用 ,使用可信的交

际、社会互动、语言融合技巧 ,注重与心理语言的

连通。

5　在任务中体验与习得语言
5. 1体验观

任务型教学给学生提供了以言行事的语言体

验机会 ,其本质具有语言的体验性 ,尽管对什么是

“任务 ”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任务 ”必须是

生活实际中发生的行为 ,另一种认为“任务 ”是指

称性的 ,强调任务是信息的传递与交换 ( Skehan

2003)。“任务的目的在于引出与现实交际相类

似的语言方式 ,这种相似可以是直接的 ,也可以是

间接的。”( Ellis 2003) 这里的“相类似 ”强调语言

表达的多样性 ,多样性的本身就是对“语言的体

验 ”(王寅 李弘 2003: 20)。我们的教学活动要求

学生以言行事去完成某种任务 , 这不仅仅是句型

的训练、表达形式的重复 ,而是在一定的语言中体

现参与过程中的语言习得者的主体体验过程 ,特

别是心智的体验过程。

5. 2角色观

任务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扮演的是“语言使用

者 ”的角色 ,要求参与者在动态语境中使用动态

的语言 ,学习是动态的 ,而不是去机械地重复“教

师语言 ”。如果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使用非教

师希望使用的词语或表达形式 ,这并不能说明学

生没有完成任务 ,不能用教师的定式语言模式去

限定学生的语言选择 ,不能把学生参与角色的行

为视为单纯的“语言学习者 ”,呆板、机械的语言

模式重复不仅会使任务活动无趣 ,而且会丧失语

言体验习得的本质。不能把“练习性 ”的活动与

“任务型 ”的活动等同起来 ,任务型教学的意义在

于在一定的语境中引导学生主体的角色行为 ,实

施以意义为中心的体验活动。任务型教学要有使

参与练习的“语言学习者 ”的角色转变为“语言使

用者 ”角色的意识 ,因为任务型教学活动重在锻

炼学生使用语言去完成任务的意识和能力 ,而不

只是知识的吸收和掌握 ,重在参与活动 ,任务型教

学应体现语言社会性的角色作用。

5. 3设计观

任务型教学的任务设计对学生是言语行为的

引导 ,心理认知框架知识成员 ( element)的激活。

任务并不是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工作计划 ,教学目

的、步骤、完成并不都是由教师决定而不可改变

的。应该看到在任务教学的执行过程中 ,作为任

务完成的参与者 ———学生 ,往往根据自己的任务

理解去构建个人的任务 ,常常与任务设计者意图

相背离。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强调每个人的认知

框架都要同教师一致是不科学的。任务仅仅是学

习者用来寻求支持、建立最近发展区域的工具。

教师作为任务型教学的设计者 ,对语境支持、

工具、话题的输入起主导作用。同时 ,教师也是完

成任务参与者的引导者 ,否则参与者的角色行为

会遇到困难。教师输出信息 ,比如象似性的推理、

知识的体验性、范畴概念性、突显的引导性、图式

化的思维性、任务的可接受性 , 要符合语言的认

识规律。任务对语言习得的促进作用不仅仅为完

成任务的参与者提供交际机会 ,而且为认知发展

提供工具 ,在关注任务学习者参与的同时 ,要关注

任务对语言学习的潜在影响。因此 ,任务型教学

的设计要体现任务的代表性、真实性、效度可推广

性及整体性。

语言是对社会性行为的描述 ,语言是社会现

象 ,语言具有社会“规约性 ”与“交际性 ”(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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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1 - 5) ,语言本身具有社会成分。因此 ,二

语习得研究中的任务不仅是由学习者来完成的 ,

而且是由学习者诠释的 ,由此派生出学习者根据

自己的动机和目的所构建的活动 ( Ellis 2003:

187)。在课堂上安排的任务型教学常常因为学

生违背教师安排的程序而使教师感到沮丧。这大

可不必。不要把任务看成常量 ,外语教学中的任

务应该体现在学习者与任务互动的关系上。任务

教学法应该模糊教学方法的界限。

6　结束语
Lakoff和 Johnson提出的语言体验哲学观对

传统语言哲学发起挑战 ,在世界语言学界产生巨

大影响。他们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世界、语言与

人的心理认知革命性的理论在影响到语言哲学认

识论转向的同时 ,对传统的外语教学、二语习得产

生了不可阻挡的影响。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哲学思

想、语言认识论、教学方法论的转向是必然的。现

代话语批评把词语同世界联系起来 ,语言是意识

形态 ,不要把语言看成自闭系统 ,语言使用是社

会、政治、文化的延伸 ,而不仅仅是语音、句法、语

用 ,语言学习和教学的意义因此已经超出语言学

习和教授的本身 ( Kumaravadivelu 2006)。当代哲

学的语言体验观、概念整合观 ( concep tual blen2
ding)、意义的认知观对外语教学方法改革提供了

有力的理论支持 ,对学生学习社会最大化、感情错

配最小化、语言输入语境化、语言技巧融合化等语

言习得宏观战略的构建以及外语教学的后方法范

式 (postmethod pedagogy)的研究也都提供了新的

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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