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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法大学英语课堂互动教学实证研究

张 婷
(内蒙古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 0 0 10 )

[摘 要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 内
,

有效提高学生对 目标语言的掌握能力是大学英语课堂一直面对的问题
。

上世纪七十年

代兴起的
“

交际法
”

在一定程度上探索着这一 问题的解决途径
,

而随着
“

交际法
”

的深入应用
, “

舞台 +课堂
”

的互动教学模式在

实践中被证实对学生语言 的输出和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有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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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纪 70 年代
,

基于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

(H y m e
s) 和韩礼德 (H all ida 力的交际能力理论和话语

分析理论形成的
“

交际法
” ,

成为了第二语言教学的

潮流模式
。 “

交际法
”

理论认为
,

语言是信息传递
、

意

义表达的工具
l[] 。

因此语言教学就不只是单纯的语

音
、

语调
、

词汇
、

短语或者句式的掌握
,

而应该是为

现实社会生活服务
,

在 日常生活中实现使用 目标语

言进行交流的能力
。

也就是说
, “

交际法
”

教学模式

在于通过强调培养学生对 目的语言的使用
,

而有效

地增强学生对第二语言的实际掌握能力
。 “

舞台
+

课

堂
”

是交际法在大学英语课堂的实际应用
, “

舞台
+

课堂
”

的课堂互动教学也证实了交际法对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的非凡意义
。

一
、

研究方法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采用 S PSP S 1 3
.

O 分析法对
“

舞台
+

课

堂
”

的大学英语课堂互动教学进行分析
,

对大学英

语语言互动特征和课堂互动与学习效果的关系进

行实证研究
。

旨在了解以下两个问题
:

1
.

大学英语课堂语言输人与输出关系

.2课堂互动与学习效果的关系

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深人
,

英语综合能力的提

高已经得到高校外语界的普遍重视
。

而该研究对

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

改善学生学习效果
,

促进学

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发展
,

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

(二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本校动物医学专业本科

二年级学生动物科学 1班和 2班
,

两班分别为对照

组 (动物科学 1班
,

该班接受常规语法翻译英语教

学 )和实验组 (动物科学 2 班
,

该班接受
“

舞台
+

课堂
”

交际法互动教学 )
。

两个组在进行研究前和研究结

束后分别进行英语听力 (短对话 )和阅读理解能力

的测试
,

并通过使用 S P SP S 1 3
.

O对实验结果进行独

立样本 T检测
,

以发现学生在接受英语教学法后语

言实际应用能力的变化
。

同时
,

在实验过程中
,

通

过对教师的访谈和交流来了解课堂的具体情况
。

(三 )课堂实践

对照组和实验组在课堂教学中选用统一的教

材
,

完全一致的语篇内容
。

对照组采取语法翻译

法
,

即先教授单词的读音
,

解释意思
,

并以语篇为载

体讲解语法和句型
。

教师主讲
,

学生以听和跟读为

主
。

对于实验组
,

虽然使用的教材与对照组一致
,

但教师根据语篇主题
,

借助教室多媒体手段
,

融合

图片
、

声音
、

视频等教学资源
,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背

景知识
。

资料中所展现的文学
、

历史
、

社会和生活

等场景及提供的相关资讯均来自于以英语为母语

的国家
,

任课教师提前为学生布置
“

舞台
”

展示内

容
,

即要求学生通过 自己对教材语篇的理解
,

将语

篇内容变为生动可见的英语 日常对话模式
、

讲述模

式或者表演模式
,

并在接下来的课堂教学中
,

将自

己的理解以角色扮演 ( or l e p lay )的方式呈现在其他

同学面前
。

在对照组的课堂实践 中
,

强调教师的主动性

和 目的明显的语言输人
,

即教学的重点在于具体

的词
、

句和篇章
。

与之不同
,

实验组的课堂上
,

首

先
,

教师尽量避免有意识的讲解词汇和语法
,

而是

为学生创造英语视听 的环境
,

增加不同方式的语

言输人
,

包括教师 自身的语言和多媒体的语言
。

其次
,

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始终使用英语
,

包括

讲解
、

提问
、

组织活动
、

布置作业以及讨论中的穿

插交流
。

从而为学生提供尽可能真实的全英文环

境
。

再次
,

对学生 的舞 台表演给予多次的
、

正面

的
、

积极的 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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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而言
,

增加课上讨论的时间
,

允许学生

以少量汉语进行交流
,

以减少二语习得过程中因能

力有限而产生的焦虑和静默情况
。

其次
,

允许学生

在分享讨论结果和舞台表演时出现使用中继语的

现象
,

不纠正学生不规范的语言表达
。

(四 )数据收集

表 1 独立样本 T检测 (前测 )结果

测试 组别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均差 T值 P值 95%置信区间

项目 低 高

听力实验组 30 5
.

5012 1
.

83371 03 3883 0
.

742 0
.

470 一 0
.

58995 1
.

26727

对照组 30 5
.

1625 1
.

79078

阅读实验组 30 28
.

0679 4
.

21776 0石4743 0
.

589 0
.

551
一 1

.

52621 2
.

82086

对照组 30 27
.

4216 4
.

2鼠38

表 2 独立样本 T检测 (后测 )结果

测试 组别 人数平均值 标准差 均差 T值 P值 95%置信区间

项目 低 高

听力实验组 30 5
.

9333 1
.

787631 1
.

45572 3
.

767 0
.

001 0石5472 23 3176

对照组 30 4
.

4387 1
.

22365

阅读实验组 30 34
.

0120 4名9676 33 5040 7
.

819 0
.

007
一
1

.

52621 5石9802

对照组 30 30
.

2136 4
.

53410

二
、

讨论

图表 1
、

2 表明实验组学生 的英语听力和 阅读

能力均有显著提高
。

采用 SP SP S13
.

o 对
“

舞台
+

课

堂
”

的大学英语课堂互动教学进行量化计算并对

任课教师进行情况 了解
,

讨论大学英语课堂语言

输人与输出关系以及课堂互动与学习效果 的关

系
。

(一 )教师语言输入与学生语言输出的关系

通过综合分析
,

发现不同教学模式下教师语言

输人与学生语言输出呈现以下特征
:

1
.

对照组教师语言输人与学生语言输出比例失

衡
,

课堂活动参与率低
,

学生消极上课
。

将对照组

的五次课作为样本 (见表 3 )可 以看到
,

教师语言输

人有两次课低于标准值 68 %
,

表明教师语言输人的

时间恰当 ;有三节课高于标准值
,

表明教师每次语

言输人的时间长
,

力图强化输人
。

而五次课中
,

学

生发言均未超过标准值 20 %
,

可见学生在课堂上表

现被动
,

未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

对照组采用的语法

翻译法教学
,

课堂安排以教师讲授为主
,

教师讲授

时间长
,

教师经常发出一些命令
、

指示
、

或 口令 ;经

常纠正学生的语言错误
,

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学生

的积极性
,

造成学生发言人次减少
,

语言输出量不

足
。

这样的方式貌似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得到大量

的语法知识点
,

但由于其没有输出
,

实际上并未真

正掌握语言
。

表 3 对照组五次课语言输人
、

输出量化统计

%一2020171416

课次 教师语言 学生语言

编号 输人% 输出%

其他

15

1 3

1O

1 1

1 3

一、ù7勺、
一、ù,.66777

,.
2
勺、
4
一、ù

2
.

实验组教师语言输人与学生语言输出比例平

衡
,

课堂活动参与率高
,

学生积极上课
。

实验组的

量化分析则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见表 4 )
。

五次课教

师语言输人均 蕊 68 %
,

但学生的发言均超过 20 %
,

中

继语的使用只有一次超过 12 % 的标准值
。

可见
,

在
“

舞台
+

课堂
”

的教学中
,

教师在输人信息时
,

多方关

注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经常的鼓励
、

表扬

学生 ;对学生 的行为进行正面的
、

肯定的评价 ;对授

课的内容和主题的设计有层次感和新颖性
。

学生

得到认知鼓励和情感鼓励后
,

课堂参与率提高
,

积

极上课
。

“

舞台
+

课堂
”

的教学模式
,

充分发挥
“

交际法
”

教学的特征
,

按照学生 的实际情况
,

选取真实自然

的语言材料
,

而不是经过加工的教科书语言 ;并在

学习过程中尽量创造接近真实交际情景的活动
,

如

小组讨论
、

角色扮演
、

课文情景再现模拟等
,

把课堂

的语言知识与 日常生活 自然结合
。

教师 自然的语

言输人也带来学生最大限度的语言输出
。

表 4 实验组五次课语言输人
、

输出量化统计

课次 教师语言 学生语言 其他

编号 输人% 输出% %

1 6 5 2 6 9

2 6 7 2 5 8

3 6 5 2 2 13

4 6 8 2 3 9

5 6 4 2 5 1 1

(二 )
“

舞台+ 课堂
”

互动与学习效果的关系

通过观察对照组与实验组高考人学成绩
、

期末

考试及格率和四级通过率
,

将其作为衡量课堂互动

与学习效果的标准 (见表 5 )
,

发现
:

1
.

积极的课堂互动环境中
,

学生学习效果优于

消极课堂互动环境
。

实验组人学成绩相对稍低
,

但

经过一学期
“

舞台
+

课堂
“

的交际法互动教学
,

期末

考试及格率和 四级通过率都比按照传统模式授课

的对照组要高
。 “

舞台
+

课堂
”

的交际法在课堂上尽

量为学生营造类似于第一语言的语言环境
,

教师增

加真实
、

有效的语言输人
,

应用多媒体设备
,

提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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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听力
、

阅读能力
。

并且
,

通过任务布置
,

辅助学

生再现英语为母语使用者的 日常生活场景
,

用角色

扮演的方式
,

让学生自觉
、

主动的练习英语
。

对学

生内在动力的激发必然会带来 良好的学习效果
。

表 5 成绩分析

组别 人数 人学成绩 期末考试 英语四级

10 0分以上% 及格率% 通过率%

O2700O
勺、

6
一、ùOO

勺、勺、

对照组

实验组

1O

18

.2 影响课堂互动因素
。

积极的课堂互动会带来

良好的学习效果
,

影响积极互动课堂效果的关键是

教师授课的形式
。

传统方式虽然在语言的输人方

面 比重大
,

但学生 的语言输出效果不明显
。

对
“

舞

台
+

课堂
”

的互动形式而言
,

语言输人在质和量上的

程度与以往不同
。

在对语篇讲解的设计上
, “

舞台
+

课堂
”

模式多从 日常生活场景和学生兴趣爱好出

发
,

多层次的切人
,

除了通过常规手段强化学生对

第二语言的左脑记忆外
,

还多使用图片
、

声音
、

视频

和真人表演来开发学生的右脑记忆
。

从而增强了

整个课堂互动的参与率
。

也就正面的促进了好的

学习效果的产生
。

除了教师的授课形式
,

学生对语篇的参与也会

影响课堂互动的效果
。 “

舞台
+

课堂
”

的互动形式让

学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课堂中
,

成为课堂的主体
。

学生自觉地使用 目标语言进行交流
,

从而达到了语

言学习的真正目的
。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指出的
: “

教学是为了使

学生从产生中发现惊奇
、

自豪
、

满足求知欲的愉快

和创造的欢乐等各种情感体验
,

从而使学生带着高

涨的
、

激动的情绪进行学习和思考
,

使教学活动成

为一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活动
。 ” 「2〕

三
、

结论
“

舞台
+

课堂
”

的互动形式实际是教师和学生的

人际互动
,

是语言输人与输出的相互促进
,

是教师

与学生情感互动和认知互动的统一
,

是一种交际方

式
,

也是一种学习途径
「习。 “

舞台
+

课堂
”

的课堂互动

模式能够让教师的语言输人和学生的语言输出达

到平衡
,

并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

同时
, “

舞台
+

课堂
”

的课堂互动模式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内动力
,

实质

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

这一创造性应用交

际法的教学模式
,

对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着借

鉴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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