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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外汉语课堂交际模式的塑造
?■

程乐乐　黄均凤

提要　课堂交际是第二语言课堂教学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课堂交际的成功与否
直接关系到教学目标的是否实现。本文分析了对外汉语课堂的交际类型，并认为课

堂交际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１、语境的规定性，２、交际的虚拟性，３、交际的动态性。
课堂交际得以高效的进行有赖于最佳课堂交际模式的塑造，而最佳课堂交际模式的

塑造是课堂交际诸因素不断磨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对外汉语课

堂的交际模式。

关键词　课堂教学　课堂交际　课堂交际模式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课堂教学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

果。从讨论的内容与目的来看，“课堂教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２０００年以前。该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课堂教学技巧的探讨上。如施光亨（１９８１）、崔
永华（１９９０）、王珊（１９９２）、孙德坤（１９９２）、刘晓雨（１９９９，２０００）等；第二阶段，２０００年以
来，课堂教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且很多成果是以硕博论文的形式进行的专题研

究，研究的内容也逐渐从教学技巧的探讨向课堂交际的研究过渡，通过对课堂互动的研究

总结出课堂交际所特有的规律。如卜佳晖（２０００）、张希希（２００１）、崔永华（２００４）、杨惠元
（２００４）、吕玉兰（２００４）、张艳波（２００５）、张婧（２００５）、陈小英（２００５）、张欢（２００６）、刘美玲
（２００７）等等。

“课堂交际”是指以课堂为交际语境，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所进行的语言

交流与沟通。对外汉语课堂交际不同于学生母语课堂交际，前者所依托的是学生尚未掌

握的目的语，因此，其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后者。课堂交际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课堂交

际能力，即积极参与课堂交际并从中学习和习得语言所必需的知识与能力。在课堂交际

中，学生必须了解课堂交际的结构、功能、运行的规范，正确领会教师通过言语形式或非言

语形式发出的各种课堂交际信号，弄清课堂活动的目的并选择符合其要求的适当方式参

与其过程。（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５：１６６；ＫａｒｅｎＥ．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０：３９４２）否则，缺乏课堂交际能力
会使学生陷入窘境和困惑并回避本应参与的课堂交际，严重干扰他们的语言学习和习得。

因此，合理调用各方相关因素，塑造科学的课堂交际模式，能够提高学生的课堂交际能力，

促进学生语言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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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曾在“湖北省对外汉语教师协会年会暨汉语国际推广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８．１２武汉）”上宣读，
参会多名专家曾提出一些意见与建议，我们会后据此作了修改。



一　课堂交际的类型

课堂交际的参与者包括教师与学生，因此课堂交际有两种基本类型：教师学生交际
（简称“ＴＳ交际”）与学生学生交际（简称“ＳＳ交际”）。

（一）ＴＳ交际
“ＴＳ交际”是课堂教学的主要交际形式。在该类型的交际中，教师处于支配（ｄｏｍｉ

ｎａｎｔ）的地位，交际通常先由教师启动（ｉｎｉｔｉａｔｅ），然后学生做出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在真实的
课堂交际中，教师启动交际有多种方式：

１．提问式。这种方式是“ＴＳ交际”中最常见的方式。在这种交际中，教师以提问的
方式启动课堂交际，提出问题或限定学生回答的范围（逐渐缩小范围）、或提供回答的线

索。例如：

（１）教师：你吃过热带水果吗？
学生：吃过。

教师：宾语。

学生：我吃过热带水果

教师：（拿出一个芒果）这是什么水果？

学生：芒果，这是芒果。（《汉语课堂教学示范———综合课 语法教学》ＤＶＤ，北京
语言大学音像出版社）

例（１）中，教师采用提问的方式，目的在于考查学生是否掌握“芒果”的认读，但是，教
师没有直接问“这是什么水果”，而是从问“热带水果”开始，锁定话题，把学生拉入较为具

体的范围内，从而降低回答的难度。

２．祈使式。这种启动方式，教师往往配合使用教具、体态语，以祈使的方式启动课堂
交际。例如：

（２）教师：我做一个动作，你们用一个句子说出来。（拿起一瓶花送到一个学生的桌
子上）

学生１：老师送给妮娜一瓶花。
学生２：那瓶花你把它放在桌子上。（同上）

３．递进式。递进式指通过多个问题创造一个语境，层层逼进，直至学生形成正确的
“反应”。从形式上来看，“递进式”是由多个“提问式”组成，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提问

式”，但在内容上，“递进式”强调的是通过一系列“提问式”的启动最终获得教师期望的

“反应”，也就是说，前面“递进式”的提问目的在于使学生做出正确的反应。例如：

（３）教师：北京的交通你们觉得怎么样？
学生：很乱。

教师：很乱，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开车特别快。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

学生：不行，不好。

教师：不好，如果有一天……①

学生：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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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一旦怎么样？

学生：出事。

教师：对，一旦出事，就怎么样？

学生：就麻烦了。

教师：对，一旦发生……

学生：交通事故。

教师：对，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怎么样？

学生：就迟到。

教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太危险了。你们同意不同意？

学生：同意。（《汉语课堂教学示范———初级口语课教学》ＤＶＤ，北京语言大学音
像出版社）

教师通过不断提问步步逼进，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旦”的用法。

（二）ＳＳ交际
在课堂教学中，“ＳＳ交际”是否有利于学生语言的习得，或者说，课堂交际是否包括

“ＳＳ交际”，学界尚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尽管“ＴＳ交际”是形成学生交际技能的重要形
式，但在课堂教学中，“ＳＳ交际”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ＳＳ交际”还具有“ＴＳ
交际”所没有的优势。在“ＳＳ交际”中，学生不像跟老师对话时那样有拘束感，因而能够
自由地就某个话题调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交流具有更大的即兴成分，

蕴含着大量尝试性或建设性使用语言的机会，交际的真实感也更强。从这个角度来说，

“ＳＳ交际”更接近真实的交际，因此，这种交际形式无疑对学生课堂交际能力的形成具有
一定的意义。

在课堂教学中，“ＳＳ交际”通常以小组的形式出现，两人或多人一组。学生可以按照
教师设置的语境扮演角色模拟交际。该种形式内容较具体，大多是对课文内容的重复，学

生交际自由度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还有一种形式，教师提供话题，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见

解，话题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学生交际自由度较高。前者常见于初级班的课堂教学，后者

则常见于中高级班的课堂教学。

与“ＴＳ交际”相比，虽然“ＳＳ交际”中学生不怕犯错，更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见解，
但是，毕竟是课堂教学，交际必然会受到教师的监控。教师的监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情

况：

１．教师给出话题或设置语境，分配角色，学生分组会话，而教师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会话结束，教师会进行针对性地点评。在这种交际形式中，学生必须按照教师设置的语

境，在给定的话题的范围内进行对话，否则，教师会给出负面的评估。这是分组对话时常

见的形式。

２．针对某个话题，教师首先启动交际，向某个学生提问，然后让其他学生就第一个学
生的反应做出新的反应。在学生的交际过程中，教师还会适时地予以引导。例如：

（４）教师：好，妮娜，先念一遍，再说出你的答案。
妮娜：“老北京人”的意思是住在北京的年纪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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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妮娜的答案是Ａ，对吗？
其他学生：不对！

教师：亚历山大，你的答案！

亚历山大：Ｃ，北京的老人。
教师：对吗？

其他学生：不对。

教师：也不对。（《汉语课堂教学示范———阅读课教学》ＤＶＤ，北京语言大学音像
出版社）

无论是“ＴＳ交际”还是“ＳＳ交际”，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教师对课堂交际的控制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控制的目的在于要求学生根据正常的教学程序来学习，从而更好地将语言知
识转化为语言能力，并进而形成言语交际能力。

二　课堂交际的特点

课堂语境不同于自然的社会语境，试比较下面两个对话：

（５）Ａ：现在几点钟？
Ｂ：十点钟。
Ａ：哦，谢谢！

（６）Ａ：现在几点钟？
Ｂ：十点钟。
Ａ：正确！很好，是十点钟。

表面上看来，例（５）与例（６）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交际参与者交替说话，也似乎相互
理解对方的意图，而且都构建了自己相应的反应。然而，例（５）与例（６）实际上是不同的。
例（５）中，Ａ发问目的是为了获取未知信息，Ｂ的回答为 Ａ提供了新信息；例（６）中，Ｂ的
回答是Ａ已知的信息，Ａ发问目的在于确认Ｂ是否掌握钟点的识读，Ｂ做出正确回答后，
Ａ予以鼓励，并重复了Ｂ的回答。例（５）与例（６）两个对话，针对的问题是相同的，回答也
是相同的，但发问者Ａ对回答者 Ｂ的回答做出了不同的反馈，这种不同是由不同的交际
语境造成的。例（５）发生于社会语境，而例（６）则发生在比较特殊的交际语境———第二语
言课堂语境中。作为一种第二语言教学，课堂交际具有“语境的规定性”、“交际的虚拟

性”、“交际的动态性”三个特点。

（一）课堂语境的规定性

课堂语境主要由教师、教学材料、教学活动、教学场所和学生这几个主要因素组成。

课堂语境下的交际活动主要是围绕教学目标的实施而展开，有它自身特定的方式、规律和

规则。课堂语境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对课堂交际目的的限定与对交际双方的关系的限定

上。课堂交际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提高第二语言的交际能力，而不在于获取新信息。因

此，课堂语境规定课堂交际按照教师设置的内容进行第二语言的交际训练，而不是漫无目

的的聊天，而且交际的参与者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与对方交流，因为课堂语

境规定了交际双方的关系：师生关系或同学关系。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学生知道自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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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采取什么策略配合交际。可以说，这种规定性是由课堂这种特殊的

语境本身赋予的。

作为交际语境的课堂，与自然交际语境相比，它对交际的内容、交际的方式、交际的目

的等都具有较强的规定性。课堂语境要求交际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与步骤、在一定的范

围内并朝着既定的目标进行。如师生交际，教师启动交际，学生作出正确或错误的反应，

教师对学生的反应必须给予评估（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针对教师的提问，学生也必须根据要求作
出相应的反应，否则交际就会中止。例如：

（７）教师：这是一瓶药，我吃了这瓶药，我不会死，我说的话是真的吗？
学生：这是谎言。

……（《汉语课堂教学示范———综合课，短文教学（上）》ＤＶＤ，北京语言大学音像
出版社）

例（７）发生在教师讲解“谎言”一词之后，教师在检查学生是否理解或掌握该词。学
生完全可以回答“这是什么药，是毒药吗”或者回答“我不相信”等，但课堂语境规定学生

应该根据“讲解—操练”的教学顺序做出教师期待的回答。

（二）交际的虚拟性

课堂交际都具有语境的非真实性和交际目的的虚拟性。和自然语境下的语言学习和

交际活动相比，第二语言课堂交际语境显然是一种教育环境，（ＥｌｌｉｓＲｏｄ，１９９４：２４３）是为
了学习和使用外语而人为制造的一种虚拟的、标准化的环境，但是这种模拟的语境与交际

活动可以模拟实际交际的场景，从而使教室社会化、人文化，并能够为学生创造语言学习

和习得的机会，从而促使学生获得目的语的交际能力。Ｌｉｔｔｌｅｗｏｏｄ（１９８１：４４）认为，课堂本
身也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交际环境，教师和学生在这种环境下相互构成一种社会关系，而

且，在某一种社会交际环境中学到的语言结构和行为规则也可迁移到其它场景中去。形

象地说，虚拟的课堂交际类似于士兵上战场之前的打靶练习，虽然打靶练习中针对的对象

不是真正的敌人，但在瞄准、射击等技能方面实际上是一样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战场

上的对敌没有很大的区别。虚拟的课堂交际同样如此，通过模拟真实社会交际，帮助学生

建立交际规则，并从而获得交际能力。

（三）交际的动态性

Ｃａｚｄｅｎ（１９８６）把课堂教学描述为一种具有特殊规则的课堂言语事件，该事件由一系
列行为组成：启动行为（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反应行为（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ｃｔ）与评估行为（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即按照如下程序进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②

对外汉语课堂交际同样具有ＩＲＥ结构，由教师启动课堂交际，然后学生做出反应，最
后教师对学生的反应进行评估。

ＩＲＥ结构展示了课堂交际最基本的应对程序，但是，课堂交际的ＩＲＥ结构并不是固定
不变的，在教学过程中总是呈现出一定的动态性（ｄｙｎａｍｉｃ）。这种“动态性”首先体现在
交际也可以由学生启动，并且可能发生由多个学生启动，教师做出反应并给予评估，即：Ｉｔ
→Ｉｓ１→Ｉｓ２→……→Ｒ→Ｅ。例如：

（８）Ｔ：好，在整体上你们对这篇文章或者“同志光荣周（ｇａｙｐｒｉｄｅｗｅｅｋ）”还有什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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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Ｓｔａｎ：那个别针是什么？
Ｒｏｓａ：我也看到了那个……
Ｓｔａｎ：我看到有些人戴着，但是我不知道。我想它有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含义……
Ｔ：好的，别针上刻着“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Ｓｅｃｕ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Ｓｔａｎ：可能有政治上的含意。
Ｔ：你们认为它与政治有关系？……我们谈到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是什么意思？……
Ｒｏｓａ：是个反义词，非同性恋者。
Ｔ：正确，是同性恋的反义词或叫异性恋。（转引自ＫａｒｅｎＥ．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０：１０２）

课堂交际的动态性还体现在，有时 ＩＲＥ结构中会出现多个反应，即：Ｉ→Ｒｓ１→Ｒｓ２→
……→Ｅ，教师的启动针对多个学生，学生的反应可以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教师的评估则
是基于所有的反应，并有针对性的做出肯定、否定或补充性的评估。

课堂交际的 ＩＲＥ结构还有一些其他的动态表现，但在课堂交际的整个过程中，仍然
呈现出“Ｉ（启动）→Ｒ（反应）→Ｅ（评估）”的应对结构。此外，ＩＲＥ结构程序也存在于整个
课堂教学结构的其他环节中，如在教学开始环节（ｏｐｅｎｉｎｇｐｈａｓｅ）、教学实施环节（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ａｓｅ）及教学结束环节（ｃｌｏｓｉｎｇｐｈａｓｅ）均有表现。③

三　课堂交际模式的塑造

（一）理想课堂交际诸因素

课堂交际得以高效的进行有赖于最佳课堂交际模式（理想模式）的塑造，而课堂交际

理想模式的塑造则是课堂交际诸因素不断磨合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两对：显性因素与

隐性因素。隐性因素主要包括：教师对汉语课堂教学规律的认识，教师对学生母语文化背

景的了解，学生具有的汉语知识，学生对交际模式的理解。显性因素包括：教师对交际模

式的控制，学生对知识和语言的运用，学生对交际模式的控制。

汉语课堂交际的顺利进行有着一个默认的因素：汉语课堂语境。它规约教师与学生

的交际行为。作为交际所依托的载体———汉语，在课堂交际中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交际

的工具，也是教学的内容。因此，课堂语境因素是个前提因素。

（二）对外汉语课堂交际模式的塑造

第二语言课堂交际模式的成功塑造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对交际模式的控制”、“学生对知识和语言的运用”及“学生对交际模式的理解”起到了

重要作用，尤其是“教师对交际模式的控制”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与显性要素相比，隐性要素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课堂交际的实际进行

及完成的质量。

据陈小英研究，课堂的话语交际不全是由教师引发（ｉｎｉｔｉａｔｅ）的，也存在学生引发的情
况，（陈小英，２００５：４），而且我们也发现，越是高年级的班，课堂交际中由学生引发的情况
也就越多”。张林军的研究发现学习者参与度的不同与其语言能力的发展存在一定关

系，一般说来，高参与度的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优于低参与者。（张林军，２００２：４０）因
此，在成功的对外汉语课堂交际中，“学生对交际模式的控制”与“教师对交际模式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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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样重要。基于上述的讨论，我们给出一个对外汉语课堂交际模式，见下图：

图１　对外汉语课堂交际模式

四　余　论

图１所示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整个模式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成功或理想
的对外汉语课堂交际有赖于“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之间的不断磨合。磨合的过程体

现在很多方面，如教师逐步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因而不断改变课堂交际的策

略，学生通过多次呈ＩＲＥ结构的交际重复之后逐渐了解大致的整个交际模式，并逐步具
有适时参与交际甚至启动交际的能力，等等。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隐性要素的作用逐渐

增强，显性要素也随之调整———或者教师增强对交际模式的控制，或者学生增强对交际模

式的控制；或者教师改变交际策略，或者学生改变交际策略。由此可见，对外汉语课堂交

际模式是在“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互相磨合、教师与学生不断互动下得以塑造的，“磨

合”与“互动”的结果是使学生不仅能够使用汉语参与课堂交际，而且能够最终习得汉语。

外国学生习得汉语的过程相当复杂，本文构建的课堂交际模式是否真实反映了习得的内

部情况及其过程？在该模式中，诸要素的地位与作用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哪些要素具有

决定性作用？这些问题均需进一步研究与验证。

注

①此处的省略与“提问”具有相同的功能，都是为了引出学生正确的反应。
②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ａｎｄ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１９７５）首次构建了语言课堂会话结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即 ＩＲＦ结构。
在教师反馈中，评估（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我们认为教师评估在语言课堂，尤其是在第二
语言课堂上对学生的学习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选择了Ｃａｚｄｅｎ提出的ＩＲＥ结构。

③陈小英（２００５）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她认为：汉语课堂话语结构包括基本结构模式与衍生结构模
式两类，前者为ＩＲＦ（Ｒ’），后者包括ＩＲｓｌ／Ｒｓ２、ＩＲ［ＩｌＲｌ（Ｉ２Ｒ２（ＩｎＲｎ））］Ｆ及 ＩＲ１Ｆ１／Ｒ２Ｆ２／ＲｎＦｎ三种次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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