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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英语在中国是外语，学生课外使用英语的机会

较少，缺乏有利的社会环境支持。然而，学以致用，

我们在课堂上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将其

应用于课堂之外的交际。

那么，我们是如何在课堂之外进行交际呢？在

我们学习本族语，或母语过程中，我们用母语闲聊，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杂志，看书，写便条或信，

另外有时候，还用它写散文或更长一些的文章。一

些人有时或一直用第二语言来做这些事情，比如移

民或留学生，更多一些人则是运用外语（通常是英

语），来读一些专业书籍或期刊，参加培训或会议，

去国外旅行，与外国人保持礼节性或专业领域的往

来。上述这些交际方式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交际是

因为我们想交际或需要交际，或仅仅是为了练习这

一语言；交际中关注的是交际的内容（比如信息，看

法，观点，情感），而不是如何交际；交际中的语言往

往在语法和词汇上变化很大，通常一个或某些结构

不应该一再重复。而课堂上的交际却截然不同，课

堂是一个非常局限而且具体的交际空间：四面环

墙，同一位老师与同样的学生一节课又一节课地见

面，却几乎没有来访者，而且课堂教学在同样的时

间进行，如果教师想要组织真正的交际，就必须探

索以下几点：

课堂事件与课堂变化（比如: 天气，学习者的衣

着，健康状况，情绪变化等等）；

课堂之外的事件（比如学习者的家庭，一项体

育赛事的胜利，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等等）；

有趣的听力及阅读材料；

有用的或娱乐性的角色扮演或模拟。

如果没有教师对这些或其它资料的创造性利

用，课堂的局限会严重地束缚交际的进行。

二 口语课堂交际活动类型

William Littlewood（1981）提出了两种主要的交

际活动：功能交际活动（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和社会互动交际活动（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功能交际活动强调交际的功能层面，这

种类型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通过交际能够了解交际对象所表达的含义。而且

William Littlewood将交际活动分为五个等级：

Control ↑ Perfoming memorized dialogues

∣ Contextualized drills

∣ Cued dialogues

∣ Role playing

Cretivity↓Improvisation

Littlewood 所列课堂交际活动的框架结构非常

清晰且层次分明，它不仅包含了交际活动的功能层

面，也包含了其社会层面；它不仅关注交际中的信

息交流，也关注语言的可接受性。

Clark（1987）从交际的目标出发，将学习者的交

际活动分为七种：通过与他人的交际来解决问题；

建立并保持与他人的关系；为某一特定目的，寻求

某种特殊的信息，掌握并运用这一信息；通过听或

阅读获取信息，掌握并运用这些信息；以口头或书

面形式展现个人经历；对所闻所见的故事有所反

应；创造一篇充满想象力的文章。Clark的分类覆盖

面广，涵盖了语言交际活动听、说、读、写四个方

面。（Nunan 1989：67）

Pattison（1987）也提出了七种交际活动：1，

question and answer（问答）；2，dialogues and role plays

（对话及角色扮演）；3，matching activities（搭配练

习）；4，communication strategies（交际策略）；5，

pictures and picture stories（看图及看图讲故事）；6，

puzzles and problems（猜字谜及解决问题）；7，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s（讨论并决定）。

Pattison的分类更加适用于外语课堂，而且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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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但并不全面，比如交际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就很少涉及，课堂交际的目的是为了日常生活中的

交际，这一点不容忽视。

三 英语口语课堂交际活动的有效性
我们都知道，并不是说只要把学生分好组，给

他们口语题目，我们所期待的交谈和意义协商就会

产生。在很多情况下，学生会觉得索然无味。之所

以有交流的欲望，是因为他要了解他不知道的却又

感兴趣的信息，或者是为了获得完成任务所必需的

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和组织课堂活动的时

候，必须考虑到信息差的问题。要把信息差结合到

活动中去，使学生不得不进行交流，从而达成意义

协商，促使习得。当然，信息差只是其中的一个因

素，还有各种因素影响学生的参与度，参与兴趣和

参与质量。

1.独白（monologue）

独白分三种类型: ①对准备好的信息进行陈

述；②对集体讨论的结果进行报告；③即兴陈述。

第一种类型在课堂交际中有如下优点：因为学

生有充分的时间准备，练习，所以准备的这一过程

就是学生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而且这种准备好

的陈述质量会比平时高许多，学生在陈述完后会有

一种成就感，对他们以后的学习是个鼓励；特别是

得到同学的认可和老师的赞扬之后尤其明显。笔

者认为，在口语课堂上，可将这种活动作为一项每

位学生一个学期之中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安排每

周2~4位学生在课前做3~5分钟的 speech,话题自

选，时间自选，这样既保证了他们不会无话可说，也

减少了他们的学习压力。

第二种类型能够给学生一个比较与学习的机

会，每一位组员都可以获取别组的信息，从而激发

他们再次讨论的兴趣。但由于分组讨论，课堂秩序

不易维持，而且学生容易用母语进行交流，所以教

师在班里的巡察不可间断，巡察中也可以解决学生

交流中遇到的问题。

第三种类型最常见于演讲比赛。这种类型的

活动应该谨慎使用，如果学生平时缺乏这方面的训

练，而且语言能力不是太好的情况下，这种类型就

不宜频繁使用，否则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甚

至伤害他们的自尊。笔者认为，教师在掌握学生基

本水平的情况下，可以挑选程度好的学生做这项练

习，这不仅对程度好的学生是个挑战，也有利于提

高他们的即兴陈述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激励其

他的学生，给他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2.成对练习（pair work）

成对练习经常被视为小组练习。比如Allwright

和Bailey（1991）在谈到交际的数量和质量时对二者

就未做区分。成对练习中，参与者只有两人，而小

组练习中参与者则有三人或三人以上。二者不仅

仅是参与者数目的区别，成对练习更适用于简短，

结构简单，学生容易掌握的话题，比如：对话练习，

简单的问答练习等等。Foster（1998）对21位业余学

生（17~41岁）在自然课堂下做的研究表明，学生在

成对练习中比在小组练习中更加健谈，而且这与学

习任务无关。成对练习中学生同样倾向于用母语

交谈，并且习惯于将讨论的结果写在纸上。所以，

在讨论之前，教师应特别强调不允许用母语讨论，

不可将讨论结果写在纸上，必要时可用小的惩罚措

施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但这种惩罚措施不可

给学生造成学习的压力，更不能伤及学生自尊。可

用一些趣味性，娱乐性的惩罚措施来冲淡惩罚的严

肃性，比如：违反规定的学生要给大家唱首歌，讲个

笑话等等。

3.角色扮演（role play）

角色扮演是类似戏剧表演的课堂交际活动，学

生分担不同的角色参与到不同场景中，比如，如何

用外语传达抱怨，致歉，在商店里买到假货后如何

与售货员交涉等等。角色扮演能将学生带入到真

实的对话及有情感的交流中去，并且给他们提供了

一个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扮演不同角色的机会。他

们不仅能学会如何传达意图，也能学会怎样达到目

的，因为这一交际活动含有现实的元素，所以它比

较实用和有趣。

然而，在口语课堂上学生的水平却参差不齐，

那么，怎样才能使学生很好地配合呢？这就要求教

师在分配角色时将学生的水平及角色分担台词的

难易程度综合考虑，当然，学生的意愿也不容忽

视。Laura Miccoli（2003）在巴西大学通过对37位不

同水平（从初级到高级）的学习者作的口语交际活

动效果研究，得出结论,他认为戏剧表演是使口语课

堂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最佳途径。

角色扮演另外一个显著的优点是它能将文化

学习自然地纳入课堂中的语言学习之中。语言学

习是不可能与文化学习脱节的，然而，在外语教学

中，纳入文化学习却十分困难。因为文化因素，比

如本族语者交谈双方的距离有多远，他们在交谈时

看什么，男性是怎样握手的，孩子是如何谈论大人

的，如何使用肢体语言，他们是如何表达失望，惊

讶、抱怨的等等，所有这些很少在传统的口语课堂

讲授，戏剧却能将这些问题自然地纳入口语课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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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解决。

4.模拟（simulation）

模拟被定义为学习者在特定场景下解决问题

的一项活动（Byrne 1991:125），如学生讨论如何庆祝

圣诞节。“模拟”和“角色扮演”非常相似，有些学

者对二者不作区分。例如，Harmer（1983）和Brown

（1994）将角色扮演和模拟视为同一类别，而对二者

的不同未作区分。Klippel（1984）却对二者做出了明

确的区分：在模拟这一交际活动中，学习者没有被

要求去假装别人，而是演出他们自己。模拟强调的

是成功地应对情景，而不是使用不熟悉的行为模

式。一般来讲，角色扮演能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

而模拟则能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能

力。

5. 解 决 问 题（problem solving）/合 力 攻 关

（brainstorming）

“解决问题”这一活动通过给学生讲故事，让学

生猜谜语，做填字游戏，提出问题来引发学生的好

奇心，学生运用自己的智慧及逻辑思维来解决这一

问题，并用外语来陈述理由，这一活动中，教师也应

当加强在教室的走动，督促学生用外语讨论。“合

力攻关”类似于“解决问题”, 比如让学生说出与

“furniture(家具)”有关的单词，越多越好，这就是一

种合力攻关，可将班里的学生分组，比赛哪一组说

出来的单词多，将竞争加入这一活动后，增加了其

趣味性，学生也更乐于参与这种轻松，愉快的“游

戏”。

6.交换意见（opinion exchange）

“交换意见”这一交际活动经常被用于中国的

英语课堂。交换意见过程中，学生可以谈论他们的

信仰，观点，喜好，或者情感。他们通常谈论的话题

是：性别，环保，文化差异，战争与和平，犯罪，法律，

女权以及教育的问题。道德的，种族的，政治的，以

及社会事件是课堂讨论及争论的热门话题。学生

专注于这种以内容为基础的活动，从而为他们以后

日常生活中真正用外语进行交流打下了基础。

这种交际活动为学生用目标语自由地表达自

己的观点和意见搭建了一个平台，而且也使他们从

教师的讲授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

个时间与同学交谈，逐渐了解。但是这其中也可能

会出现一些问题：①因为信息交换不是强制性的，

所以很可能有一部分学生不参加讨论；②在这种活

动中，学生认识不到说话的必要性；③如果频繁地

使用这种活动，学生就会失去新鲜感。因此，在意

见交换过程中，教师应该：①提醒学生尊重别人的

看法和意见；②为了督促学生认真对待这项活动，

教师应该随机地叫学生陈述同学们的观点和意见，

而不是他自己的；③指定(或由学生选出)一位组长

来监督，保证每位同学都有平等的说话机会；④必

要时，教师提供一些相关词汇，以减少学生用目标

语表达的困难。

四 结语
本文分析了目前中国英语口语课堂上普遍使

用的交际活动，即独白，结对练习，角色扮演，模拟，

解决问题，交换意见等。在英语口语课堂，不可能

单纯地一直使用一种交际活动，也不可能几种同时

使用，而应当根据学生的程度、教学环境、教学资

源、学期的不同阶段适时地将几种交际活动配合，

交替使用，进而提高交际活动的有效性。由于篇幅

限制，文章中没有一一赘述与角色扮演类似的交际

活动“上演短剧”以及“游戏”等等。笔者也提供了

个人对这些交际活动的看法及优化措施，以期为广

大中国英语口语课堂中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些可

供借鉴或者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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