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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对其的期待是分不开的，因此，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外语教育

的目标，也就有了相对应的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法。十六世纪的外语教育的主要目标是通

过拉丁语、希腊语等“死”语言的复杂结构的学习而促进学生的思维和智慧的发展，因此，

用经典书面语写成的著作就成了当时的学习内容，而“语法翻译法”成了必然的教学法。进

入十九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交流有了进一步的需求，因此用外语进行交流就成了这个时代外语教育的主要目标，在

这样的潮流下，“听说法”应时而生，含有经典句式句型的对话文是最合适的教材，学生们通

过模仿、替换练习、填充等反复练习方法对这些句式句型进行记忆。二十世纪是外语教育发

展的辉煌时期，时代要求外语教育培养学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

因此，靠死记硬背培养的外语能力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

外语教育的发展立了一大功，人们开始看到了除了语言的结构和意义外，不同语境中语言所

代表的功能价值，因此，强调语言的“结构-意义-功能”三个侧面的“交际法”开始受到人

们的重视，即通过在接近现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解决语言交际的问题而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现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未来社会需要培养适应 21世纪的国际型人才，那么，外语教育应当

如何承担起这个重任? 这是每个外语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论文旨在通过教学

实践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考察。 

 

本论文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通过对外语教育发展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提出本文研究的课题----什么才是顺

应二十一世纪的外语教育? 本章主要介绍了《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框架性共同标准》（CEFR），

其中包括了语言交流所必须的能力和相关的知识、技能以及交流的情形与领域，从第到高的

语言水平分类以及在听说读写四项技能方面所实际具备的交际能力。其次，还介绍了包括中

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对 CEFR的运用和实践。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日本外语教育界在参考了 CEFR的理念和标准后的最新研究成果。由

日本国际文化交流财团(TJF)领头发起、部分大学及高中外语教师组成的研究小组在长达七年

的理论切磋和实践检验后，于 2012 年向外语教育界推出了“3领域×3能力＋3结合”的教学

模式(TJF、2013)。这个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外语课”的概念，提升了“外语

教育”在培养 21 世纪人才方面的功能性价值。具体来说，首先，外语教育应该涉及的“领域”，

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还要包括“语言”所生存的“文化”背景，以及“语言”最终所立

足的舞台——21 世纪的“全球社会”，即“语言―文化―全球社会”三个领域。其次，外语

教育所培养的“能力”，不仅仅是“理解语言知识的能力”，还要覆盖“实际运用语言知识的

能力”，以及通过语言活动积极地“构建”个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



能力， 即“理解―运用―构建”三种能力。这里所谓的“领域”与“能力”是互相关联的两

个范畴，就是说，外语教育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应该提升到上述三种“能力”上；而

每一种“能力”都应该具体化在上述三个不同的“领域”中。此外，外语教育得以有效实施

的“外语课”不应以教师为主导，而是要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动机、学习态度、学习策略等

学生自身的特点及个体差异；其次，“外语课”不应是一门孤立的科目，而是要兼顾除外语课

以外的其他科目的内容；第三，“外语课”不应只局限于在教室环境展开中，而是要放眼教

室以外的由人、物、信息等构成的复杂学习环境。总而言之，在三个“领域”中培养三种“能

力”的外语教育必须与“学习者本身―外语科目以外的学习内容―教室外的学习环境”三个

方面相“结合”。这就是“3×3＋3”教学模式。 

第三章。作为教学实践研究之一，我们在汉语专业三年级的会话课中引进“3×3＋3”教

学模式，旨在通过学生在小组形式下的课题解决过程中综合培养学生的“理解―运用―构建”

能力。教学实践结果表明，“3×3＋3”教学模式提高学生“语言知识的理解”和“构建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同时我们还发现，学生在思考分析能力、

报告讲演能力方面还有相当的问题。 

第四章。作为教学实践研究之二，我们在实践一的基础上对教学设计进行了改善，主要

体现在在学生进行课题解决过程中，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适时的指导----一个是思考分

析问题的指导、另一个是报告讲演技术的指导。教学实践结果表明，我们的适时指导对提高

学生的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报告讲演的能力有着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

不同成员构成的小组在讨论时效果不一，有些小组始终能围绕主题展开活跃的讨论，而有些

小组往往跑题而且气氛不活跃。造成这些小组讨论差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了保证良好有

效的小组讨论，教师应该怎么做？第五章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些问题。 

第五章。通过对“讨论成功”小组和“讨论失败”小组的讨论内容纪录的分析，我们总

结了在小组讨论中可能出现的几种角色作用：（1）开小差型、（2）表面附会型、（3）调节气

氛型、（4）总结型、（5）紧跟型（赞成、反对、质疑）、（6）助理型、（7）提议型、（8）司仪

型等八种，而后四种是小组成功所不可缺的。 

第六章。总结两个教学实践研究的结论，对教学指导，特别是教师小组讨论的组织方面

提出了一些见解和建议。最后对整个研究进行了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