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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关于任务型语言学习的讨论!多有对国外应用语言学权威论述的误读误解!认为任务型语言学习是
交际语言教学的新形式和新发展!这对其读者构成了学术误导和学术陷阱" 斯基汉和威里斯等对任务型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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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陆续颁发了高中&初中&小学的+英
语课程标准,!下称+标准,"#但是+标准,本身以及
相应的+标准解读,)都未明确阐明+标准,的理论基
础*#)导致目前多种文献对+标准,的理论基础有不
同的理解*

'A(

% 笔者查阅了国内各种核心期刊刊载
的论文#发现这种状况尤其表现于对+标准,所提倡
采用的)强调学习过程的语言教学途径和方
法*$$$)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认识'#(

% 这些作者绝
大多数是语言教师#在涉及任务型语言教学的理论
基础方面#H#f认为任务型语言教学是交际途径的
发展!

#"*f虽聚焦于认知学习理论#但其中仍有不
少分不清与交际途径的关系"

% 斯特恩!V'V'

1:8-."在论及语言教师的理论提高时说.)由于理论
化的结果#实践者应该获得更大的职业自信并培养
与相关领域内实践者的同仁感情$$$而完全不应该
觉得被卷入了学者的论战或被学术陷阱所误
导%*

'!(!A令人遗憾的是#上述语言教师的论文表现
出不少被误导的情况#而从研究人员的论述则可以
发现不少学术陷阱% 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
因% 一&在一种新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

人们对语言&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的认识会发生变
化#结果就)给语言教师带来矛盾观念*#)引起混
乱*

'H(A#

% 如果在论述时概念把握不很准确&术语使
用不很严谨#情况就会更糟糕% 这主要表现在语言
学习理论即第二语言习得!简称1[E或二语习得"

的构建以及语言学习理论与语言教学理论!N<1M[

的各种流派"之间的关系方面% 二&在介绍国外某
种新的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理论&途径&观念的时
候#国内某些学者自然就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

)权威*#他们对原著的误读错译或对原作!者"的不
负责任的态度对自己的读者形成了学术陷阱造成了
学术误导% 更有甚者#竟然信口开河#给自己毫无根
据的想法披上国外权威的外衣#忽悠读者% 例如说.

)'乔姆斯基(首次把语言分为,9/S8!用法"和X8-F

0%-5/.38!使用"#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语言运用#也
是真正应该研究的对象*

'"(!

% 本意是要)拉大旗做
虎皮*#未曾想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果真如其
所言#后来的海姆斯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乔姆
斯基对语言本质的)能力*和)行为*二分认识及其
语言学研究的偏重早已是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常识#

G"



因此诸如此类的常识性错误已经不是用)误读误
解*就可以遮掩过去的了%

关于任务型语言学习的)交际途径发展*论造
成了语言教师尤其是中小学英语教师认识上的混
乱#对+标准,的实施造成来自语言教师主观因素的
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一#语言教师可能因为交际
语言教学缺乏应用语言学价值而对任务型语言学习
的价值产生怀疑进而不积极贯彻实施之-其二#如果
语言教师不怀疑交际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价值#

则会因循交际语言教学的忽视形式而在任务型语言
学习中忽视形式#结果使任务型语言学习缺乏其原
本应有的应用语言学价值% 笔者打算对照国外权威
关于任务型语言学习论述原文#指出国内译介中造
成学术陷阱的误解错译#指出国内相关论述中的学
术误导#在对上述相关文献述论的基础上探讨任务
型语言学习与交际语言教学之间的异同#以求消除
上述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文中不区分二语与外
语&习得与学习#相关理论一般情况下以应用语言学
通称% 关于)任务型语言学习*#笔者在全文结束之
前#不区分不同作者使用的不同相关术语#暂时借用
+标准,的术语)任务型语言教学*#泛指这些不同的
相关术语%

前一类论文虽然都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交际
途径发展论立场#但大都只是一句话带过#并无阐
述% 较多阐述交际途径发展论的鲁子问#主要)引
用*耶登!+'W/&=8."&努南!C'(,./."等为自己的根
据% 例如.)语言教育学家+'W/&=8.'//(总结了
交际法产生之后形成的有影响的交际法的发展形
态% W/&=8.指出交际法发展出了五种主要形态.

'//(这其中#'//(任务型途径'//(是交际
法目前最新的发展*

'"(H

#等等% 上述鲁子问的引述
虽然没有采用直接引语#但是其行文方式!)W/&=8.

'//(总结了*&)W/&=8.指出*"无疑使读者以为
关于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交际途径发展论是耶登提出
来的#尤其是他在阐述中对某些关键术语加注了英
文#使读者以为那是耶登的原文#更具迷惑性误导
性% 查阅耶登原著#发现耶登并无类似提法#耶登原
著中并没有)任务型途径'//(是交际法目前最新
的发展*的表述#也没有)指出交际法发展出了五种
主要形态*% 耶登的原话是.)我将把我的讨论限于
交际语言教学的"种相当成熟的变异%*

'@(@A耶登提
的是)交际语言教学*#交际途径原理从来没有产生

具体的教学法)交际法*#而根据鲁子问加注的英
文'"(A!

#他所谓的)交际法*其实是)交际途径*% 值
得注意的是#耶登在此要讨论的并不是交际语言教
学的不同)形态*#而是从)语言学家参与*程度的角
度来来讨论"种类型大纲中的)语言学家与教师的
关系*#着眼于课程设计% 交际语言教学的不同类
型#耶登归纳出*种而不是鲁子问所谓的"种#是就
)大纲*而不是)途径*来谈的'@(B* ZBG

% AG@)年代#安
索尼!<'>'E.:4%.;"撰文探讨应用语言学中的概
念)途径*&)方法*和)技巧*#指出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上下等级排列*#)技巧执行方法#而方法符合途
径*-)途径*居于最高层次#是根本的理论原则#是
)公理性的*-)方法是有序地介绍语言材料的全面
方案#其中没有哪一部分与选定的途径相矛盾#全部
方案都以选定的途径为基础*

'B(

% 为了在)方法*部
分引入教师和学习者的作用#说明如何通过)方法*

实现)途径*#理查得!+'\234/-=9"和罗杰斯!N'

\%=S8-9"修改和扩展了安索尼的等级排列模式#)途
径*仍然居于最高层次#是关于)语言本质和语言学
习本质的理论*

'*(A@ Z#G

% 耶登讨论的大纲设计&课程
设计#无论是放在安索尼模式中#还是放在理查得&

罗杰斯模式中#都居于等级排列中间#都是)以选定
的途径为基础*的)全面方案*之一部分% 耶登归纳
出交际语言教学的*种不同类型)大纲*#理查得&

罗杰斯对其进行了总结'*(BH

#他们的)交际*多指)交
流互动*#他们的)交际大纲*更接近应用语言学通
用的)交际语言教学* !O[N"#指全面方案!58:4%=F

%&%S;"区别于技巧#而)技巧*则是具体操作的方法
!58:4%="% 交际语言教学居于安索尼和理查得&罗
杰斯模式的中层#既区别于途径#又区别于)执行方
法*的具体操作!方法"#绝不是鲁子问所谓的)途
径*% 鲁子问紧接着)W/&=8.指出交际法发展出了
五种主要形态*之后#列举了五种)途径*

'"(H

#都加
注了)EXX-%/34*#说明他所谓的)形态*就是)途
径*#说明他混淆了处于不同层次的)途径*与)大
纲*#结果交际途径之中又含有几种不同途径%

鲁子问援引耶登来支持自己的交际途径发展
论#实在是对耶登天大的误会#更是对耶登的极不公
正% 耶登此书的主旨#既非讨论交际语言教学#亦非
讨论任务型语言教学#而是如书名所示讨论)语言
教学课程设计原理*% 她在讨论)课程设计的理论
基础*之后#主要从)语言学家与教师的关系*的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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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六章"及)教学法*和)大纲*的角度!第七章"

讨论)课程设计*#然后讨论)课程设计框架*和)框
架的运用*% 她对)任务型*讨论得最详细的地方也
是限于课程设计讨论!第十章"#即做)任务型需要
分析*为课程设计服务#并因之而区别于特殊用途
英语_语言!<1Y_[1Y"的课程设计% 从耶登此书提
供的参考书目中她自己的著述判断#当时她研究的
范围比较窄#主要关注课程设计!或许因为这一点#

其他人的著述很难提到她"% 耶登AG*B年在书中提
出的相当新颖的视角$$$)语言学家与教师的关
系*#在AGG)年代后期成为)后方法时代*外语教学
研究关注的话题#但是这并不是交际途径研究关注
的问题#也不是任务型语言教学研究关注的问题%

同样#鲁子问在援引努南时也有误读误导% 作为一
种语言活动形式#任务实施既可用于强调心智认知
过程的学习!如任务途径'G(** ZG!

"#又可用于传统语
言教学!如!Y9途径'G(G!

"&交际语言教学!如交际途
径'A)(#* Z!H

"#还可用于二语习得研究'A)(#A和课程设
计% 作为语言学习#任务是学习的手段-作为语言教
学#任务是教学的目的-在二语习得研究中#任务是
研究的对象-而在课程设计中#任务是设计的工具%

鲁子问深陷于任务的)真实*性&)交际*性#没有考
虑努南的任务是)目的*还是)手段*#误解了努南%

首先#努南的明确目的是)为交际课堂设计任务*#

)把学习任务作为设计工具使用*

'H(A

#使之为交际语
言教学服务% 努南讨论的是)交际语言教学*和作
为交际课堂设计工具的)任务*#并不是鲁子问所说
的)介绍了任务型教学的基本理论*#当然更不是什
么)任务型途径正式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

% 事实
上#努南在书中根本没有使用):/9KF]/98=* !约定俗
成译为任务型"这一术语#更没有提到任务型)途
径*&任务型)大纲*或任务型)指导*% 第二#努南的
)交际语言教学*与耶登和理查得&罗杰斯接近#他
的)交际*更像泛指)交流*% 第三#努南的)交际家
族*其实是)交际语言教学*#居于安索尼和理查得&

罗杰斯模式等级排列中间#在)途径*之下% 耶登的
)任务型需要分析*和努南的)任务*可以为课程设
计服务#也可以为交际语言教学服务#并不是任务型
语言教学所独有的% 总之#耶登&努南都不能支持这
类作者的交际途径发展论%

上述后一类论文#有的明明认为)任务型语言
学习*是)学习理论和学习模式*

'AA(

#有的明明是从

心智认知学习的角度讨论'A#(

#却又要与交际途径纠
缠在一起% 其他作者的著述也有这种情
况'A!(*&'AH(前言!

% 笔者以为#这是因为这些作者被实
践中的表面相似现象所迷惑#而没有在理论上分清
事物的本质% 在实际教学过程_学习过程中#无论实
践者如何标榜自己采用的途径或方法#其实都不同
程度的是各种途径或方法的综合或折中#不存在某
种纯粹的教学_学习途径或方法% 这种纯粹的东西
只存在于)理论研究*&)试验*或)观摩*的过程中%

实际教学中的表面相似确实很难区分#但是在理论
探讨时#必须概念清晰&术语规范&措辞严谨#才能从
本质上区分一事物与它事物% 努南说.)关于交际
语言教学已有大量的著述和论说#而谈起0交际途
径1都有点用词不当了#因为有一个途径家族#其中
每一个成员都声称是0交际的1 !事实上#很难发现
声称不是交际的途径4"% 交际家族不同成员之间
经常意见不合%*

'H(A#根据安索尼模式和理查得&罗
杰斯模式#途径作为一种确立的理论原则其基本概
念应该是明确一致的#努南指出的意见不合的交际
途径家族#要么是途径以下一个层次的安索尼的
)方法*或理查得&罗杰斯的)设计* !包括目标&大
纲&教材等"#要么是概念不清术语滥用#而概念不
清术语滥用恰恰是涉及)交际*的讨论的常见现象%

正如交际途径原理研究的权威之一&著名的应用语
言学家威多逊!V'J2==%R9%."在AGG)年所指出的.

)过去大约A) 年间标明语言教学法特征的流行方
式就是#用一个词#说那是交际的% 但是这并不能十
分清楚地说明其特征% 这个术语被如此随便地议
论#被如此自由地用来作为赞许的一般标志#以致于
其描述价值已经荡然无存%*

'A"(AAB笔者理解#所谓术
语)交际*的)描述价值*#就是指其在应用语言学上
的特殊内涵#就是指海姆斯!C'V;589"的关于语言
的)可能性*&)可行性*& )得体性*以及)可接受
性*

'A@(AG

#韩礼德! >'V/&&2=/;" 的语言功能理
论'AB(AH) Z@"

#威多逊的交际能力二分原理!语言能力
与交际能力"

'A*("" ZB"

#以及卡纳尔!>'O/./&8"和斯
威恩!>'1R/2."的交际能力的四个模式!语言能力&

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及策略能力"

'AG(

% 术语)交
际*滥用的结果#)交际*没有了#只剩下)交流*% 除
了一些审慎的学者在应用语言学论述中用形容词
)3%55,.23/:2%./&*!交流"区别于具有应用语言学特
色内涵的形容词)3%55,.23/:278*!交际"以外#在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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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情况下#术语)交际*!名词及其形容词"已经不再
特指其应用语言学的特殊内涵#而被用来泛指)交
流*#即其词典定义)信息传递或交换*

'#)(

% 上述理
查得&罗杰斯!AG*@"&耶登!AG*B"&努南!AG*G"的著
述都有这种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说#术语)交际*被用滥是不可避
免的% 因为#其一#教学活动本身就是信息的传递交
流#教学活动不仅有教师向学生传递信息#而且有师
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传递#即使是传统的语言教
学也是如此-其二#传统的语言教学并不是完全没有
)语言的运用*#只是没有把)运用的规则*作为教学
内容列入教学大纲#只是没有着意培养学生)运用*

语言的能力即交际能力而偏重语言能力% 在交际途
径被视为最先进最正确的语言教学理论的时候#谁
都愿意给自己贴上)交际*的标签#谁都可以很便利
地贴上)交际*的标签% 所以#上述文献从有没有活
动&任务&什么活动才算任务亦即活动任务的性
质$$$交际的或非交际的&真实的或非真实的$$$

着手来讨论#并不能探明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本质%

威多逊指出#传统途径的语言课堂并非)没有活
动*

'A"(A"B

% 菲纳齐亚若!>'D2.%3342/-%"和布茹姆菲
特!O'P-,502:"在对比典型的传统教学法听说法与
交际语言教学时总结出两者各有##点鲜明的一一
对应的特征# 其中)听说法* 就有)交际活
动*

'#A(GA ZG!

% 区别)交际任务*与)非交际任务*也只
能在某种程度说明任务的本质#这除了上述关于术
语)交际*被滥用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努南也承认#)交际任务*与)非交际任务*并非总是
容易严格区分的#因为)意义*与)形式*是紧密相关
的'H(A)

#有时很难彼此区分% 例如#不定式作目的状
语或结果状语#表面上是在讨论)形式*#其实这种
情况下这两种状语的)形式*相同#而不同的)意义*

决定了其表层相同)形式*的深层形式的不同% 这
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任务是)形式*的还
是)意义*的或者任务有没有)意义*#并不完全是由
任务本身决定的#常常还涉及到任务实施过程中的
教师与学习者#即他们如何对待任务实施任务% 斯
基汉!Y'1K84/."说.)通常情况下#有经验的教师
!以及0明白1的学习者"可以把意义引入最没有希
望的材料!P/..]-%%K /.= 1K84/. AGG)"#正如同相
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具有极大可能性的任务通过毫
无想象力的实施而被搞得机械呆板没有思想%*

'G(G@

就是说#教师与学习者通过任务实施可以使原本没
有意义的任务具有意义#也可以使原本有意义的任
务变得没有意义% 不过#虽然斯基汉认为#)有时也
许仍然难以判断一项活动是否称得上0任务1#因为
任务的两个根本特征#避免特定的结构#以及从事值
得的意义#是程度的问题而不是范畴性的*#但是他
还是指出#)上述的两个根本特征从整体上可以将
任务区别于传统语言活动*

'G(G@

% 鲁子问在引用了
斯基汉!关于任务的两个根本特征的程度性的"前
半句话之后紧接着说.)这实际上也就是说#'//(

那些指向特定结构的活动#只要是意义&目的优先
的#也可以是任务%*

'"(* ZG这是明显的对原文的误
读#对原意的篡改#对读者的误导% 事实上#斯基汉
在正视其程度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任务的两个根本
特征*#即判断什么活动是任务的标准#到了鲁子问
这里完全被曲解篡改了%

是否可以用真实与否来辨别任务及任务型语言
教学的本质特征呢2 关于任务的真实#斯基汉在总
结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任务型指导的任务定
义*共"点#其中包括)与具有可比性的真实生活活
动有某种关系的活动*

'G(G"

-龚亚夫&罗少茜列举了
国外AH组应用语言学学者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总
结出*点#其中包括)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际
活动有某些相似之处*

'##(HB Z"A

#都没有将)真实*作
为)任务*的定义% 关于)任务型指导原则*#龚亚
夫&罗少茜将诸多应用语言学学者的意见归纳成B

项#包括)真实性原则*

'##("" Z@#

-斯基汉讨论了威里
斯!+'J2&&29"的"项原则!包括)接触有价值的真实
的语言*"#指出其不足#提出自己的"项原则#包括
)挑选满足实用标准的任务*

'G(A#* Z#G

#不再提)真
实*% 相对于上述斯基汉的任务的)两个根本特征*

避免特定的结构和从事值得的意义#)真实*更无法
从范畴上来识别判断% 从程度上来识别判断是否是
)真实生活的*也不实际#因为其不可量化#不可能
测量)真实度*达到百分之几然后承认其为)真实生
活的*% )真实*也是相对的% 对于完成学业以前的
学习者#其学习生活就是其真实生活的主要组成部
分!龚亚夫&罗少茜列举的国外学者关于)真实性原
则*论述就体现了这一点"-而无论如何逼真的课堂
活动#对照学习者完成学业以后的真实生活都有其
不真实的成分#教师和学习者都清楚其)真实*背后
隐藏的与真实生活目的不同的教学目的#以及为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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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目的而对活动的设计&改编&实施&操控&评估%

!所以#有作者承担的国家教育部项目在)真实*上
做文章#有何意义#值得怀疑%")真实与否*不能从
本质上区分语言学习的活动与任务#不能从本质上
证明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交际途径发展论%

关于任务的定义和关于任务型语言指导的原
则#因为程度性&相对性#不能以)交际的或非交际
的*&)真实的或非真实的*为定性标准% 斯基汉以
)实用标准*替换了威里斯的)真实的语言*#说明他
对真实的程度性&相对性的考量% 所以#耶登&努南
都不能支持前一类论文的交际途径发展论% 有作者
猜想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来源之一是)交际语言教学
的进一步发展*#并因为交际语言教师关注任务型
语言教学#就判断上述猜想)基本得到证实*

'A!(B

#显
得非常勉强% 还有作者把斯基汉的)任务型指导相
当看重交际语言教学*

'#!(#)

!虽然没有使用直接引
语#但提供了出处"#曲解成)任务型教学与交际语
言教学法几乎是一脉相承*

'A#(

#把一事物对它事物
的态度变成了同一事物的传承和发展% 但是不能肯
定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交际途径发展论#并不等于可
以否定之% 如果任务型语言教学与交际语言教学之
间的相似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值
得检讨了%

在理论方面#任务型语言教学与交际语言教学
之间的最为突出的本质区别体现于)专注形式*问
题#并体现于由此而自然导致的)准确与流利*问
题% 专注形式是任务型语言指导的一项重要原则%

如上述威里斯的任务型指导"项原则中的第H项及
第"项均涉及)专注语言*

'G(A#@

#以及她的)任务型
语言学习框架*组成部分之一的)对语言形式的自
然专注*

'#H(@)

% 又如上述斯基汉提出的)任务型指
导五项原则*中的第H项)通过对注意力的操控最
大化专注形式的机会*

'G(A#G#A!#

% 威里斯和斯基汉的
)专注语言_形式*指导原则是居于)结构导向*和
)交际驱使*两种相互对立的极端的任务型指导原
则之间的中间路线#即斯基汉所说的)均衡目的*%

鲁子问说.)'斯基汉(在讨论'//(的观点时#认为
结构取向的任务很难成为真实的交际%*

'"(*其实这
并不是斯基汉的)认为*而是大卫3威里斯!C'

J2&&29"的)认为*#并不涉及)真实*的交际而涉及
)自然*的交际'G(A#!

!一词之差意义重大#请参见笔
者的)四题之三*"% 斯基汉的指导原则并没有考虑

)真实*或)真实的交际*% 大卫当时!AGG! 年"是
)交际导向*指导原则的强有力的倡导者#而斯基汉
倡导的却是实现)均衡目的*的中间路线% !AGG@

年#大卫3威里斯和简3威里斯合作倡导)意识提
升*

'#"(

#说明他这时已经赞同斯基汉的)最大化专注
形式的机会*#偏向了斯基汉的中间路线%"斯基汉
指出#)交际驱使*指导原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由于学习者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绕过形式_结构的枢
纽作用而依赖)交际策略*和)词汇水平语言*来完
成任务#因而其系统的语言发展不能得到保证#存在
)石化*的危险'G(A#"#'#!(#) Z##

% 笔者认为#这是包括交
际语言教学和)交际驱使*任务教学在内的所有不
专注形式的语言教学_学习的通病#而笔者之所以推
崇斯基汉的)均衡目的*中间路线#不仅因为它从本
质上使任务型语言教学区别于交际语言教学#而且
因为它在理论上解决了保持学习过程的)自然性*

和最小化学习发生的)偶然性*这一对矛盾#在理论
上解决了如何在保持任务型语言教学)自然性*&

)偶然性*等本质属性和特点的同时促使学习发生&

促使学习者的中间语系统朝向目的语发展的问题%

斯基汉指出#语言学习要求)根本的自然渐进的中
间语系统的发展*#使)中间语系统循序渐进地变得
更加复杂&更加接近目的语系统*-要触发中间语系
统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避免)石化*发生#就需要
)专注形式*#)以便'学习者(可以将新注意到的形
式融合到他们的发展中的语言系统*

'G(H

% 这也是任
务途径理论的核心的应用语言学价值之所在'#@(

#它
是通过)意识提升*来实现的% 所谓)意识提升*就
是)提升对语言结构的意识*

'G(A!G

#就是)最大化专
注形式的机会*#就是鼓励学习者注意完成该任务
所必须的一般语言形式中那些对他_她个人来说
)特别*的语言特征'#"(@H

%

鲁子问将任务定义与任务型指导原则混为一
谈#在通过斯基汉的+语言学习认知途径,转引了威
里斯的任务型指导"项原则之后'"(B

#对斯基汉本人
在该书中提出的任务型指导"项原则却只字不提%

龚亚夫&罗少茜讨论了斯基汉的"项原则中的第A

项和第!项#却回避了其第H项)最大化专注形式的
机会*

'##("" Z"@

% 斯基汉指出#他的任务型指导" 项
原则中#)最大化专注形式的机会*是)中心原则*#

其它H 项原则都)仰赖中心原则*

'G(A!A

% )专注形
式*以及随之而然的追求)准确*#是与交际途径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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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格格不入的#这是应用语言学关于交际途径原理
的常识% )专注形式*与)避免特定的结构*表面上
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一点也不矛盾% 前者是任务实
施过程中的指导原则#而后者是任务的定义!以及
设计&改编"的特征% 与)特定的形式*对应的应该
是)一般的形式*#也就是说#任务定义要避免的)特
定的形式*并不等同于任务实施过程中专注的)形
式*即)一般形式*% 语言材料的一般的形式是不可
避免的#任务的定义_设计要避免的是某种)特定
的*形式% 这就是朗!>'[%.S"和科鲁克斯!L'

O-%%K89"指出的区别于)专注形式!复数"*的)专注
形式*

'#B(

!笔者黑体强调作者原注"#亦即区别于
)专注特定形式*的)专注一般形式*% 笔者认为#

)区别于专注形式的专注形式!/0%3,9%. A32,# /9

%XX%98= :%/0%3,9%. A32,1"*

'G(A#H

$

!原作斜体强
调"是任务途径原理的核心原则#对于从理论上把
握任务型语言教学至关重要% 鲁子问事实上没有发
现任务途径原理关于任务的!即朗&科鲁克斯用不
可数名词表示的抽象的"一般形式_结构与任务的
!即朗&科鲁克斯用可数名词复数表示的具体的"特
定形式_结构的区别#把)特定的结构*等同于)结
构*#因而误读了)任务的两个根本特征*#因而也没
有发现努南的交际课堂任务与任务型任务的本质区
别% 他说)指向特定结构的活动'//(也可以是任
务*#实际上否定了任务的两个根本特征之一的)避
免特定的结构*#违背了任务途径原理的基本原则%

但是他以为&并以他的行文风格使其读者以为那是
斯基汉的意思'"(* ZG

% 龚亚夫&罗少茜注意到了任务
途径原理的这一区别#但是把它理解为)另一种关
注语言形式的方式*

'##("

#因而没有抓住这一区别的
实质#忽略了任务途径原理的核心的应用语言学价
值% )区别于专注形式的专注形式*#就是在任务实
施过程中一定要专注形式#但是专注的不是也不可
能是某一特定的形式$$$因为任务设计已经避免了
特定的结构#因此#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专注并
内化的形式不是教学大纲规定的#也不是任务型指
导或任务型指导者规定的#而是学习者各自的)内
置大纲*!],2&:F2. 9;&&/],9"

'#*(所规定的%

所谓)任务型*!:/9KF]/98="是相对于)规则型*

!-,&8F]/98="而言的% 任务型语言教学#就是以任务
而不是以词法句法功能意念规则作为)大纲设计的
单位*

'#B(

#就是以任务而不是以词法句法功能意念

规则作为课堂活动的内容% 作为大纲设计单位和课
堂活动内容的任务#不能指向特定的语言形式#但是
又必然通过一般的语言形式体现并通过一般的语言
形式实施% )学习者一般地仔细注意语言形式是重
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一特定课堂专注某
一特定形式*

'#G(

% 因而#在任务实施过程中通过)意
识提升*#通过)最大化专注形式的机会*#不同学习
者)专注形式*的学习结果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斯
基汉根据威里斯从反面定义任务提出的)什么不是
任务*中的)任务不导向一致*

'G(G"

% )任务不导向一
致*是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任务区别于传统语言教学
活动_任务和交际语言教学活动_任务的内在本质#

而不是任务实施过程中的诸如不)追求*一致之
类'##(H)的外在行为% )不一致*是指学习者在任务
实施过程中专注的对象&内化的内容不同% 交际途
径)专注意义*以及随之而然的追求)流利*的教学
结果#导向的却是)一致*% 这是因为#交际语言教
学是规则型语言教学#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依据
大纲或教材的!功能意念项目甚至包括句法词法项
目等'@(B* ZBG'*(BH

"规定#事先决定交际活动的语言目
的$$$通过)用而学*什么或)学并用*什么#并要求
学习者通过交际活动注意什么掌握什么#其大纲的
)目的*性质就决定了其课堂活动必然导向一
致$$$实现一致的目的#掌握相同的内容% 而任务
型大纲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手段*大纲#作为课堂活
动内容的任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B(

#任务型语言
教学以任务为手段促使学习发生#即促使学习者的
中间语系统朝向目的语发展% 但是#任务实施过程
中的指导者不能规定也不能肯定学习者会注意什么
并最终会)内化*什么'!)('!A(

% 学习者完全根据自己
的中间语发展需要&根据自己的)内置大纲*#在任
务实施过程中在指导者)意识提升*的影响下#)最
大化*地专注一般形式中的各自所需的某些特定形
式并最终内化之#使之融入各自的中间语系统% 这
就是所谓)对语言形式的自然专注*及其结果)不导
向一致*% 如果说传统语言教学目的偏重)形式准
确*#交际语言教学目的偏重)意义流利*#那么任务
型语言学习)均衡目的*原则则是)准确_流利*的辨
证统一基础上的)复杂*

'#!(##

#其中)复杂*是任务途
径的应用语言学核心价值的高度概括% )复杂*就
是指学习者的中间语系统在任务实施过程中通过
)意识提升*)专注形式*而)循序渐进地变得更加复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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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更加接近目的语系统*%

任务型语言指导的先行者普拉琥!('Y-/]4,"

尝试任务型语言学习的初衷是探索如何让学习者最
好地)学习结构*

'@(@"

% 他指出传统语言教学!结构
大纲"和交际语言教学!功能大纲"根本的相似之处
在于)它们都把语言习得看成有计划的输入F同化过
程*#都依赖)所教c所学!或应学"等式的有效
力*

'!#(#B!

#都在这方面与任务型语言学习有本质区
别% 普拉琥早前还指出#)多数西方思维中的交际
教学*和他的任务型!班加罗尔"项目的)交流*的观
念本身是不同的'!!(A@H

#朗和科鲁克斯的判断)班加
罗尔项目呈现对交际语言教学的根本背离*

'#B(可以
证实普拉琥关于交际语言教学和他的班加罗尔项目
的这一看法#所以他用)以学习为中心而不是以学
习者为中心*来描述任务型语言学习'!H(AH@

!原作强
调"% +标准,)强调学习过程*#就是对)所教c所
学!或应学"等式*的扬弃#所提倡的任务应该是一
种新的&区别于传统语言教学和交际语言教学的&作
为学习手段的任务#但是+标准,没有区别语言教学
与语言学习#所以使用的术语是)任务型语言教
学*% 本文没有讨论作为教学目的的任务型语言教
学!简称NPN"的任务% 作为教学目的的任务与作
为学习手段的NP[任务的区别在于#前者突出特定
的结构!所谓0%3,98= :/9K"#)任务是为了练习事先
决定的语言特征*

'A)(AHB

#而后者要求)避免特定的结
构*!所谓,.0%3,98= :/9K"% 前者可以预言特定语言
结构的学习发生#而后者只能)安排或许导致一系
列结构的学习'发生(的条件*

'#!(#*

#一系列结构中
哪些语言结构学习发生#取决于学习者#因人而异#

不可预测% 笔者引用的国外作者使用的术语#从语
言学习手段的角度是)任务型语言学习*!:/9KF]/98=

&8/-.2.S"#而从学习过程中教师的指导!任务设计&

实施操控&意识提升等"作用的角度则是)任务型语
言指导*!:/9KF]/98= 2.9:-,3:2%."#使用)任务型语言
教学*!:/9KF]/98= :8/342.S"即从任务作为语言教学
目的的角度来讨论的较少% 埃利斯!\'<&&29"所著
+基于任务的语言学习与语言教学,讨论了作为学

习手段的任务和学习目的的任务#其中的第一章名
为+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任务和语言教学法中的任
务,#可见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他在书中所说的
)任务型语言教学构成强式交际语言教学*

'A)(!)

#就
是指将作为教学目的任务的语言教学活动应用于
!强式"交际语言教学#与努南为交际课堂设计任务
而将任务引入交际语言教学是一个道理#并不能作
为任务型语言学习的交际途径发展论的根据%

讨论至此#任务型语言学习与交际语言教学的
本质区别应该凸现了% 无论是)用而学*还是)学并
用*#交际语言教学的哲学根基都在于经验主义%

任务型语言学习通过)意识提升*使学习者)专注形
式*#是)心智作用于!语言"输入*#是)使内在的习
得认知过程运作的需要智力的推理努力*

'A"(AHH

#其
哲学根基在于心智主义% 影响传统语言教学和交际
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都是)语
言问题*#通过研究什么是语言而回答语言课堂教_

学什么进而探索)怎么教*#其大纲类型是)目的大
纲*-影响任务型语言学习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
的出发点是)学习问题*#通过研究人们怎么学语言
而了解学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进而探索)怎么学*#

其大纲类型是)手段大纲*

'!"(A*" ZA*B#AG!

% 如果说#任
务定义的)避免特定的结构*使任务型语言学习区
别于传统语言教学#而任务实施指导原则的)专注
形式*使任务型语言学习区别于交际语言教学#那
么#任务定义的)不导向一致*就使任务型语言学习
既区别于传统语言教学又区别于交际语言教学#而
这一切忠实地体现了任务型语言学习理论的核心原
则$$$)区别于专注形式的专注形式*#并使其核心
的应用语言学价值$$$)促使中间语系统循序渐进
的发展*得以实现% 在理论方面#斯基汉&威里斯等
关于任务型语言学习的论述#尤其是关于任务定义
的)避免特定的结构*及)不导向一致*和关于任务
实施指导原则的)专注形式*#足以说明任务型语言
学习与交际语言教学的区别是本质的#而它们的相
似则是表面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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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与外语教学,#))H年第@期-杨小鹏+外语教学法的继承与发展,#+课程3教材3教法,#))H年第AA期-曾纪伟+任务
型教学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教育与职业,#))"年第AH期-李锋伟+关于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几点思考,#+教育与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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