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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交际”的概念出发，通过对主要教学法的演变发展的研究，分析交际理

念何时走进教学法以及其语言理念和心理理念，进而探讨交际理念中，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

的作用，通过对交际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对比分析，强调交际能力对于二语习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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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交际”就是指联络，与他人建立某种关系，把某事传达给某人的行动。交际被视为一

种复杂的体系，囊括了个体进入互动时所发生的一切，认知、情感和下意识反应都是交际所

涉及的过程。海姆斯（Hymes, 1984）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交际都不是全部，而是语言的

属性，使用语言就是激发交际的属性。交际原理并不是分开或者从理论上简单地落实能力或

获悉结构，而是在实际中综合这些能力和结构。

 二、“交际”理念走进教学法

外语教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很难细分它所经历的每个阶段。直到 19 世纪才出现了各

种改革尝试，旨在弥补语法-翻译法的不足之处。20 世纪出现了很多教学法，目前仍有十几

种运用在语言教学中。借鉴下面的图表，我们可以对教学法的演变发展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

念。



图表 1: 主要教学法的演变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交际法走上舞台，而后开始盛行，从上面的图表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

一点。“交际”是各个教学法的基本理念，因而交际教学法颇受欢迎，运用也很广。这种理

念推动着学生和教师之间展开“协商”和“互动”，它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教育的精神。

三、交际法的语言理念和心理理念

各个教学法都有长有短，都是所处时代的产物，它们各自的语言理念和心理理念交互并

存。其中语言理念具有五种不同形式：形式理念，语用理念，语义理念，表达理念，互动理

念。心理理念有七种形式：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暗示心理学，神

经功能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员”心理学。形式理念是口语法、听说法、情景法和暗示

法的语言理念，它或多或少涉及到以语言为中心的方法，但使用中又各有差异，比如口语法

更加侧重的是词汇和发音；交际法是语用理念的典型，是如今运用最广泛的教学法，它注重

语言的功能；语义理念是自然法、全身反应法和理解法的基本语言理念，它侧重涵义或要传

播的内容；表达理念认为语言首先是学生个人表达的一种方法，如感情、情感等等，沉默法

就是这种理念的典型代表；互动理念则认为学生通过与同一团体（这里是指同一班级）中其

他成员的语言互动而开展学习，社团语言学习教学法是这种理念的突出代表。

接着我们再来谈谈教学法的七种心理理念。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口语法和情景法的心理理

念，它认为学习一门语言首先是学习形成一系列习惯，并且对于一些语言刺激构建自动反应。

按照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念，我们只需按照既定的结构，更替某些词语，便可以构建不同的

语言。格式塔心理学则认为，尤为重要的是领会程式或者通过大脑整合/重组领会到的各种

成分和大脑过滤过的部分。古贝里纳的理论认为学习第二语言要通过各种感觉，尤其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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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和眼睛，它们充当外界刺激和大脑之间的过滤器。至于语法、语言学口头禅、超语言情

形和语言学内容都是为了方便大脑整合外界刺激，听说法就是这种理念一个成功的典型，曾

经风靡将近 40 年；认知心理学是交际法和暗示法的主要心理理念，它认为学习一门语言就

是学习形成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产生新的话语，而不是学习重复在外界环境中已听到的

话语，学习者在发现这些话语形成规则中将会起一定的作用，这种理念势必以学生为中心，

认为激发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热情具有积极的意义；自然法是“教员”心理学的典型代表，

它则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充当着“编辑”角色的“教员”，话语发出时便会进行纠正或

者修改，但是这个观点在语言教学法领域引发了大量争论；全身反应法是神经功能心理学的

代表，其代表人物阿什认为，当右半脑运作时，左半脑的功能就是观察和学习。当知识储备

完成一段时间后，左半脑才开始发挥功效；发展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库兰则认为，学习第二语

言意味着个体的转变，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个性会得到发展。不论是智力上还是情感和感情

上，整个人都会发生改变，个体的整个个性都会受到影响，社团语言学习和沉默法是这种理

念的代表；暗示心理学的代表人物罗扎诺夫认为，有两种暗示：直接暗示和间接暗示。当教

师告诉学生他们可以成功、很有能力等等时，就是直接暗示。至于间接暗示，则更加强大，

它可以唤醒学生的潜意识。悠扬的音乐、惬意舒适的环境等等这些都会使暗示学习成为轻松

惬意的活动，这种心理理念在当代教学中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四、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法中的作用体现“交际”理念

教师通常被认为是知识的传播者，学生则被认为是知识的消费者，其实对于教师和学生

这样的形象定位已经不合时宜了。当代教学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交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

下，教师的角色也变得多样起来，不仅得掌握语言的用法，还得懂得驾驭组群、管理课程，

负责提供课本以外的学习素材。人际关系层面，教师得尽量考虑到每个学生的个性，激励整

个班级。再者，学生的角色也不同于以往，他们需要培养对学习的责任感，应该积极主动地

融入课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课堂上展开相关活动时，教师的身份首先是参与者，然后是观察者。

教师要确保充足的课堂材料，管理活动时间，简短地讲解活动规则和活动目的，做好参与者

和观察者应该做到的事情。

五、“交际”能力

交际的”一词常常是与“语言的”一词具有相对的涵义，这一点在研究“交际能力”这

个问题时尤为重要，而“交际能力”又可以作为与语言能力毫无关联的一种能力而出现，这

种二分法首先出现在最普遍的理论层面。从功能来看，如果语言和交际本体上相连接，那就

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研究和衡量，也不能割裂开来教授；从语言习得的观点看，交际的地位



相对于语言学显得更加明确，这样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交际能力的功能。

一些研究表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可以成为割裂开来的实体。交际能力相对独立于其

他能力，尤其独立于词汇或者句法能力，并且交际能力可以用独立的方式衡量。通过对比

“交际”教学实践和“非交际”教学实践中两组学生第二语言的学习情况，乔伊纳（1977）

构建了用于衡量一种或另一种能力的很多测试，得出“交际”实践中的群组在交际测试中学

习效果较好，“非交际”实践中的群组学习效果则相反。

交际是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主要方面，交际可能构建习得最理想的情境。学习的目的是学

会把第二语言当作社会交际手段来使用，最终达到像本土国家的人一样顺利交流，同样还应

注重学生学会学习的内容，注重学生自身对学习的责任感。让我们引用阿克顿（Acton）的

一段话，来强调“交际”的重要性：交际是学习的中心过程，也就是说通过面对面或者通过

书面或者准备好的讲话稿和另一个人互动，或者通过协商交流的信息，从而使得学习的意义

必然成为教和学的中心概念。(Acton, 1983, pp. 196-197).

六、结语

选择教学法取决于很多因素，应该和选用的教学模式、学习目的、学生的特点、教师的

特点保持一致。各个教学法各有侧重，因此在教学实际中仅仅使用一种方法是不够的，在具

体的情景中，我们应该汲取几种教学法的优点综合运用，因此便产生“兼容并蓄”这一理念。

“兼容并蓄”一词来自拉丁语，意思是选择。根据词源学来看是指研究好几样物品，进而从

中汲取好的东西，这一词用在教学法上，是指通过研究所有教学法，以便从各个教学法中汲

取对于当下构建完整教学法体系有益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兼容并蓄并不是把各种教学法

混合起来，它的精神是让人们选择、去伪存真、去弊存益。如今，“兼容并蓄”这个理念已

越来越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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