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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论视角下的外语教材设计：理念与应用1 

王 敏 浙江大学 

提 要：本文以续论为例，探讨如何通过教材设计将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创新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实践，

以打破两者之间的藩篱。文章首先阐释理论、实践和教材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教材在二语习得理论和教

学实践之间的中介作用。然后，简要论述续论的核心观点，并通过任务设计实例具体分析如何在教材编写

中将这些理论观点操作化，贯穿输入、产出、反馈等各个关键教学环节，从而实现创新理论与教学实践的

有效转化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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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外语界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

教学理论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我国学者提出的产出导

向法（文秋芳 2015）、续论（王初明 2017）等理论，

立足中国外语教育的实际问题，既借鉴吸收西方的前

沿理论“为我所用”，又结合中国语境的特殊性进行

“以我为主”的创新（何莲珍 2018；王初明 2018；文

秋芳 2019），体现出本土化、原创性和国际可理解性

的特质（文秋芳 2017），开始改变中国外语教学研究

长期跟跑西方理论的局面。这些理论具有很强的可操

作性，其促学效果已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

（Zhou  & Wang 2024；霍炜、邓世平 2023；王俊菊、

周杰 2023；王敏、蔡宁 2022）。同时，这些理论也深

刻地揭示了学习过程及其与外语教学相关的因素（王

初明 2023；王敏、王初明 2014）。将这些创新理论广

泛运用于课堂教学势必能够提高教学效率，促进我国

外语教育的提质增效。本文以续论为例，探讨如何在

教材编写中将创新性的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实践，以

期为二语习得理论研究、外语教学、教材开发与评估

提供启发和借鉴。本文首先阐释理论、实践、教材三

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教材在理论联系实

践中的中介作用。然后，简要论述续论的核心观点，

并通过任务设计实例具体分析如何在教材编写中将

 
1 本文系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外语互动协同的认知机制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BYY088）的研究成果。 

这些理论观点转化为教师可理解的语言学习原则、目

标明确且可操作的教学环节、简便易行的学习任务以

及有针对性的反馈与评估，从而将创新理论有效运用

于语言教学实践，打破两者之间的籓篱。 

2 二语习得理论、教学实践与教材 
二语习得理论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影响语言教学，

一直是应用语言学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虽然存有争

议，但研究者普遍认为，二语习得理论研究与教学实

践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隔阂（Ellis 2010；Nassaji 2011；

Tomlinson 2013，2016；Walenta 2016）。理论研究有

助于我们了解学习过程、学习机制及其与外语教学相

关的因素，这无疑对语言教学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但

相关研究成果却很少能够被应用于实践中。Ellis

（2010）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间，研究者针对二语习

得的各个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为二语习得研究积累

了丰富的理论财富，但这些理论财富仅有极少量被应

用于课堂教学。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教学实践依

赖于具体的教学方法，与理论并无直接关联。事实上，

教学方法本质上源于理论，是基于二语习得理论和学

习原则建构起来的（Larsen-Freeman & Anderson 

2011）。因此，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是否具有强大的理论支撑，教师能否充分理解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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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理论构念并进行正确的操作（Karim et al. 2021）。

与此同时，二语习得理论也需要在实际教学中检验其

心理现实性，然后不断修正完善。显然，理论与教学

实践割裂的局面既不利于外语教学的提质增效，也不

利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 

造成理论与教学实践严重割裂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理论研究者和语言教师之间缺乏

沟通与交流，各自局限于自己的领域中。一方面，

教师没有渠道了解二语习得理论，且难以理解理论

背后的抽象构念、术语等；另一方面，二语习得研

究范围广泛，且发展迅猛，教师往往难以及时掌握

理论发展的新动态（Tomlinson 2013，2016）。那么，

如何帮助教师接触、理解二语习得理论并将其融入

教学实践？Schmidt（2001）曾提出，二语习得理论

与教学实践可以通过教材建立联系，因为教师一般

按照教材上课。基于前沿理论编写教材能够打破理

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之间的壁垒，帮助教师理解教学

理念，并促使教学理念操作化，从而产生积极的反

拨效应（de Bot 2015）。Richards（2006）强调，为

了提升教学效果，语言教学从业者应该紧跟语言学

习理论的前沿动态，并将其融入课堂教学和教材编

写。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教材在理论研究与教学实

践之间的中介作用？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两点。一

是从理论到学习原则的转化。将理论的核心观点转

化为若干教学设计原则，并基于这些原则对教材中

涉及的语言教学关键变量（如输入、输出、互动、

反馈）进行系统配置。二是学习原则的操作化。通

过任务及活动设计，实现学习原则的操作化，使其

贯穿所有教学环节。在下文中，我们先简要介绍续

论的核心观点，再以《新交际英语写作教程》第一

册1中的部分任务为例，进行具体阐释。 

3 续论的认知基础 
续论的核心思想是，语言是靠“续”学会的，语

言学习的高效率是靠“续”实现的（王初明 2016，

2017）。所谓“续”，是指说话者在语言交际中理解并

承接他人的表述方式，用以阐述自己的思想，前后关

联，推动交流（王初明 2016）。在“续”的过程中，

学习者模仿前文的语言形式，赋予自己创造的内容，

 
1 该教材侧重描写文体的训练，从人物、感官、食物、季节、风景、情感等方面培养学生运用英语刻画各种环境、心境、处境和

意境的能力。教材中的部分任务基于续论的核心理念设计而成。 

通过创造性模仿激发理解与产出的协同，催生拉平

效应，近距离强力拉高语言产出水平。续论以创造性

模仿为轴心，将二语习得的关键机制有机整合，建立

了一套系统化的语言习得观，为解决外语学习的根

本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王初明（2020）提

出，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头交际中，内容总是随着交

际目的动态变化，忽视内容表达而专注于语言本身

的语言学习方式是静态的，如何调整静态的语言方

式以适应动态的内容表达是外语学习的根本问题。

“动静接口问题”实质上是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的转

化问题，也是长久以来困扰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和

难点问题。研究者曾提出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

（declarative knowledge vs. procedural knowledge）

（Anderson 1976）、语言知识与语言使用（usage vs. 

use）（Widdowson 1989）、语法与语法技能（grammar 

vs. grammaring）（Larsen-Freeman 2003）等对立概念，

并试图厘清两者的转化关系，但效果都不理想。根本

原因在于，这些理论依然聚焦语言形式的学习，未意

识到内容驱动的意义创造才是知识转化为应用的关

键（王初明 2023）。相较于二语学习，外语学习环境

中“动静接口问题”的掣肘因素更多：（1）语言形式

的教与学与语境割裂，导致语言使用中母语语境补

缺严重（王初明 2003，2008）；（2）互动机会匮乏，

导致输入与输出脱节，产出能力远滞后于理解能力；

（3）负面、消极的情感（如焦虑、交际意愿弱）对学

习的干扰大；（4）语篇、语用、情感等交际必需的知

识并非是完全基于规则的、可教授的。这些问题严重

影响了学习效率，导致外语教学的费时低效。 

针对上述问题，续论提出了以“续”为纲的解决

方案。如图 1 所示，“续”的促学机制包含如下认知

过程。（1）与优质的、可理解的输入互动，由此产生

交际意愿，驱动内容创造。（2）为实现交际目的，充

分理解原作者的交际意图，构建共同注意（joint 

attention）框架，从而理解语言形式与意义的连接关

系，建立共同立场（Tomasello 2003）。（3）在与输入

互动的过程中，对其中的内容和语言形式作出预测。

当输入中出现新的、高于自身发展阶段的语言形式

时，学习者的预测会出现错误，由此产生的惊讶效

应（surprisal effect）能够强化他们对特定语言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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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从而激发基于错误的隐性学习（Pickering & 

Gambi 2018）。（4）输入提供多层次的、丰富的语境

以及与之配套的语言表达形式，学习者以此为支架

（scaffolding），实现之前因语言水平所囿而难以实现

的交际目的，突破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Vygotsky 1978），同时降低负面情感

对学习的干扰。（5）由于输入中的语言形式总是与

正确的语境相伴（即“学相伴”），因此借助语境启动

语言的功能，“续”可以帮助学习者将语言形式与语

言使用粘合起来，从而实现“用相随”（王初明 

2011）。（6）与输入的互动引发协同（Pickering  & 

Garrod 2004），学习者的产出系统据此作出调整，模

仿输入中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创造的内容，促使

较低的产出能力不断趋同于较高的理解能力，从而

撬动两者的拉平效应。根据互动协同模型

（Interactive Alignment Model）（Pickering & Garrod 

2004，2021），协同发生在语言（如语音、词汇、语

义、句法）和情境模型两个层面，不同层面的协同相

互关联，一个层面的协同能够带动其他层面的协同。

这意味着词汇或句法层面的协同可以引发语篇、语

用、情感层面的协同，帮助解决知识难学、难教的问

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认知过程并非线性的、孤立

的，而是在“续”的过程中循环往复、互动交织。 

 
图 1 “续”的促学机制 

续论通过一系列简便易行的“续”任务，将这些

心理认知过程进行了具体的操作化，读后续写是其

中的典型任务。该任务通常要求学习者阅读一个删

去了后半部分的故事，然后尽可能有逻辑地将其续

写完整。为完成续写，学习者需要先充分理解原文，

以原文的语言表达为样板，产出自己的故事情节。在

该过程中，内容创造与语言模仿、语言理解与产出由

此紧密结合。故事原文包含丰富的语境，学习者在与

其互动的过程中将语言形式与正确的语境关联起

来。与此同时，学习者的大脑表征在语言和情境模型

层面与原文协同，产出系统随之作出调整。如此一

来，理解与产出能力之间的不对称性逐渐缩小。这些

认知过程的心理现实性已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现有研究表明，在读后续写任务中，学习者与输

入原文在词汇、句法、语篇等层面实现了协同。例如，

王敏、王初明（2014）通过关键词对比分析，发现中

国英语学习者在读后续写任务中倾向于使用原文中

出现过的词汇，并在词汇形态以及词块等维度与原文

产生协同。Wang et al.（2021）聚焦中国英语学习者

对运动事件的描述方式，发现读后续写能够激发学习

者实现与故事原文在句法层面的协同。缪海燕（2017）

运用 Coh-Metrix 计算了英语二语学习者在读后续写

任务中产出的续文与故事原文的多维度量化值，发现

两者存在语篇指标维度的协同。更重要的是，读后续

写激发的协同效应能够持续，从而促进二语的长期发

展。一些研究发现，在训练阶段完成一次或多次读后

续写任务后，学生在后测中的词汇、短语、句法知识

较前测有显著增加（Chen & Zhang 2022；Zhang et al. 

2022；Zhou & Wang 2024）。也有研究发现，读后续

写训练能够提升二语写作中语言表达的复杂性、流利

性和准确性（王敏、蔡宁 2022），显著改善词汇使用、

句法结构、语篇连贯性等（张晓鹏 2016），并提高整

体的写作质量（Wang et al. 2022）。 

4 基于续论的教材设计原则与方法 
综上所述，续论以创造性模仿为轴心，将互动、

协同、理解、产出、语境、预测、形式、意义等语言学

习中的关键变量串联起来，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关联通

达，实现学习资源的合理配置，为静态的语言知识学

习和动态的内容表达之间的接口问题提供了一套系

统、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教材设计中融入续论

的核心理念，势必有助于创新性二语习得理论在教学

实践中的推广和应用。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融入？ 

首先，需将续论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设

计原则。根据续论的理论主张和实证研究发现，高效

的语言教学应该包含四个核心要素—交际意图（内

容驱动）、互动协同、语境伴随、理解与产出相结合，

而采用“续”能够有效激发这些要素（王初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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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因此，要能够反映“续”的典型促学机制，教

学任务设计应遵循三个具体原则。（1）将内容自主创

造与语言模仿相结合，激发学习者的内生表达驱动

力。（2）将理解与产出紧密结合，以最大限度地激发

协同效应。（3）提供带有语境的优质输入，激发学习

者与输入的互动，催化语言形式与语境的黏合。然而，

要在教学中有效贯彻这些原则，还需通过任务设计将

这些原则操作化，使其贯穿教学各个环节。 

第一，将伴有语境的语言输入与带有新语境的产

出任务紧密结合，催生创造性模仿。为实现这一原则，

教材的设计思路应遵循四个步骤。（1）通过生动活泼

的热身练习（听、说、读、写）引导学生进入话题语

境，调动他们的创作欲望。（2）提供并精析样文，启迪

创作思路，激发学生与输入的互动。（3）通过一系列

练习，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适合该语境的语言形式，

强化学生与输入的协同。（4）设计与输入高度相关的

产出任务，提供新的语境，让学生有机会将所学到的

语言表达运用于其中。例如，《新交际英语写作教程》

第一册第五单元的主题为Describing food，其中的三篇

样文描述了三种风格迥异的食物：第一篇介绍美式烧

烤的历史起源、在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国

的特色烧烤地图。第二篇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描述中

国的街头美食—煎饼果子，以风趣幽默的口吻介绍

了煎饼果子的口味、制作过程及其受欢迎程度。第三

篇节选自小说《美食，祈祷，恋爱》（Eat, Pray, Love），

采用极具文学性的手法描写了作者在那不勒斯一家不

知名的小饭馆品尝披萨的经历，细致入微地刻画了餐

馆的火爆程度和披萨令人陶醉的口感。三篇样文的主

题类似，都是学生熟知的食物，很容易引发他们的阅

读兴趣和共鸣。但是，三篇样文的写作手法不同，语

言特色鲜明，所伴随的文化语境也不同，为学生提供

了带有丰富语境线索、可供模仿的语言样板。与此同

时，每篇样文之前都会设置一个导入性的产出任务，

该任务与样文的主题密切相关。例如，第二篇样文的

先导任务要求学生根据图片描述煎饼果子的制作过

程。第三篇样文的先导任务为学生提供了一则视频，

该视频介绍了某大学食堂深受追捧的肉夹馍。该任务

要求学生根据视频内容发表一段演讲，推介这款网红

食品，重点描述它的口味及受欢迎程度。先导任务与

样文的交际情境高度相似，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表达

欲望，驱动创造内容的需求，而且能让学生关注到自

己在完成任务时需要掌握但尚未掌握的逻辑结构、语

言表达及修辞手法等，从而实现认知对比（Swain 

1995）。在阅读和赏析样文时，学生就会有意识地注意

这些信息，强化与输入的互动协同。每篇样文的读后

活动中都有一个与样文体裁和话题类似的写作任务，

学生需模仿样文的写作手法和遣词造句来完成。例如，

第三篇样文的读后写作任务为描述某个餐馆里的一种

特色食物。任务按照样文的语境为学生提供了写作提

纲：（1）描写参观环境（describe the surroundings）；（2）

描写餐馆的员工和服务（describe staff and service）；（3）

描写食物的摆盘、口味与质地、温度、气味等（describe 

the food: presentation, taste and texture, temperature, 
smell, etc.）；（4）描写对餐馆的整体印象（describe the 

general impression of the restaurant）。以这些语境为线

索，学生能够更准确地在样文中定位自己所需模仿的

语言表达、逻辑推进模式等，同时能更深刻地理解语

言形式与语境之间的匹配关系，既实现了创造性模仿，

又实现了“学伴用随”（王初明 2010）。此外，内容驱

动的创造性模仿也可体现在课后作业中。《新交际英语

写作教程》第一册每个单元的Major assignment部分都

包括一个读后续写任务。该任务以三篇样文中的某一

篇为前读文本，然后提供一个与样文内容有逻辑联系

但又有所不同的语境，要求学生据此完成续写。例如，

第五单元的续写任务提示语如下： 

例 1：Sample 3 depicts the author’s fascinating 

experience in a unique pizza store in Naples. Reread 
the sample carefully and continue it in this 
situation. The author travels to a new place (e.g. 
a city in China) and visits a very impressive 
local restaurant. Write about her experience 
there. 

第二，设计不同类型、不同显性程度的协同任

务，激发多层次的协同，并使协同效应最大化。如前

文所述，协同可发生在词汇、句法、语篇等各个层面

上，而且不同层面的协同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与此

同时，语言能力是多维的，涉及词汇、语法、语篇、

策略等多个方面。因此，各个层面的协同都是二语

能力发展所必需的。然而，二语协同的发生并非完

全自动化，而是会受到学生语言水平、学习动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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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负荷等多个因素的影响（Costa et al. 2008）。读后

续写的相关研究也发现，续写中协同效应的强度受

到篇章趣味性、语言复杂度、互动强度等多种因素

的制约（如 Peng et al. 2020；Wang et al. 2022）。如

果缺乏显性的指导，学生在续写时很难自发地注意

到前文的内容及语言，造成读后续写任务中协同效

应偏弱的短板（王初明 2018）。为了使协同效应最

大化，教材可根据教学目标，基于“续”的认知机

制，设计显性程度更高的协同任务，有针对性地激

发不同层面的协同。例如，《新交际英语写作教程》

第一册的读后活动中包含 Align with the sample 板

块，引导学生在不同层面与样文协同，实现从模仿

到创新的设计思路。主要的任务形式如下。 

（1）样文理解：将样文的宏观结构和对应的细
节描述用表格呈现出来，然后将细节描述中的关键

词句挖空，让学生填写。例如，在阅读有关煎饼果

子的样文后，学生需完成以下表格。 

例 2：Fill in the blanks in the table with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rom the passage above and 

note how they are used to describe jianbingguozi. 

Topics Details 

features 

1. one of China’s                      
2. all about bold contrasts of             
  Contrast 1:                         
  Contrast 2:                         

cooking 

Step 1: A thick, sticky wad of dough is     . 
Step 2: An egg or two are              . 
Step 3: (The uncooked surface with egg) 
was then                           . 
Step 4: The jianbingguozi is            . 
Step 5: The vendor folds the bing        . 
Step 6:                             . 

jianbingguozi 
stalls 

Focused feature: ephemeral 
Details: 
1. The vendors appear with everything 
they need. 
Tools and materials:                  
2. The vendors set up the stalls in unused 
spaces. 
Locations:                          

popularity 

Focused feature: no grab-and-go street 
breakfast 
Details: 
1. There is always                    . 
2. The jianbingguozi is never cooked     . 

 
为完成任务，学生必须注意到并使用原文中出

现过的语言表达。更重要的是，任务表格可以帮助

学生厘清样文的篇章结构、逻辑主线及典型语境，

将它们与恰当的语言实现方式对应起来，从而在篇

章、语用、词汇、句法等多个层面与原文协同。 

（2）句子/段落摹写：从样文中抽取若干典型的

句式结构，分析其交际功能或所适用的情境，并举

例说明如何将这个句式用于新的语境，最后让学生

尝试使用这个句型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或观点。任务

的指令为：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exercises, you are given a 

sentence from Sample X, which is explained in terms of 

its sentence pattern and function. A second example of 

this sentence structure is then given to familiarize you 

with the sentence pattern. Finally, you’re asked to 

imitate the pattern to construct a sentence with a similar 

function describing a different situation. 

例 3 选自样文 American barbecue 的读后练习： 

例 3: Whether you believe the famous mash-up 

of “bar-beer-cue” for drinks, ribs and a game of pool, 

or the possibility that it was derived from the word 
“barbacoa” for slow-cooking meat over coals, all of 

us can agree that the final product is the tastiest thing 
in the world. 

• Sentence pattern: Whether something/

somebody is/does …, or something/somebody 
else is/does …, all of us can agree that … 

• Function: To stress the worth of an 

agreement by showing the fact that divergence 
still abounds. 

• Example: Whether you have been away 

from home for many years, or you have got 
accustomed to a new life, all of us can agree that 

mum’s cooking suits our tastes best at any time. 

• Your attempt:                      . 

部分单元设有段落摹写任务，设计理念与任务

形式和句子摹写基本相同，只是逻辑和语境功能的

分析从句子内部转向句子之间，帮助学生掌握段落

层面的逻辑推进模式及语言实现方式。 

上述任务与读后续写构成显性程度和创新程度

不同的协同任务集群，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在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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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与输入文本协同，不断强化语言形式与语境

之间的匹配关联，直至最终完成语言知识与能力的

转化。任务始终为学生提供显性的、与其语言能力

相匹配的支架，帮助学生克服写作焦虑，有效减少

消极情感对学习的干扰。在教材的使用体验访谈中，

有学生提到：“将样文中的重点词组搭配和句型再重

新拿出来填空，强化学生的理解和使用，这样有利

于更好地掌握，进一步增加学以致用的可能性。”也

有学生提到：“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 section 就是样

文后的 practice: sentence pattern。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一个劲儿地背单词，却没有用上更出彩的句型，导

致语境效果不够理想，所以积累适量的精彩的句型

对于提高作文水平是有必要的。而这个练习就能引

导学生从单词中跳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句型

上赏析范文，并且鼓励学生模仿例句写出自己的句

子，学以致用，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 

第三，通过输入强化、多模态输入、同伴合作、

评价反馈等多种方式提升学习者与输入的互动强度，

强化协同。续论认为，互动是协同的源头，互动强则

协同强，无互动则无协同（王初明 2010）。因此，有

效地激发互动是教材设计的又一关键。实证研究发

现，视觉语境（Wang et al. 2021）、同伴讨论（Zhou & 

Wang 2024）、任务模式（Wang et al. 2022）、输入强化

（邱鹄、王敏 2022）等都有助于增加互动强度，提升

协同效应。教材可综合利用这些因素，强化学习者与

输入文本、理解与产出之间的互动和协同。首先，教

材可为样文提供详细的中文点评，利用母语帮助学生

更深切地体会作者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更好地与

作者共情，从而提升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深度。此外，

点评中可凸显样文中独特的写作手法、有特色的语言

表达等，引起学生的注意，从而起到强化输入的作用。

例如，《新交际英语写作教程》第一册第五单元样文

American barbecue的点评中提到： 

例 4：第二段首句 No matter which 引导让
步状语从句加主句结构，以退为进突出了

barbecue的美味。第二句用了四个过去分词短语
（smoked，rubbed，slathered，served）描写了烧
烤的过程，然后 barbecue 的地位被升华了：good 
BBQ is food for the soul (美味的烧烤可以慰藉我
们的心灵)。如果你觉得这样说太夸张了，请看

最后一句：美式烧烤和可口可乐与苹果派一样，

都是美国的标志。 

其次，使用多模态的手段为样文提供视觉语境、

背景信息等，以提升输入的趣味性。例如，第六单元

的一篇样文选自小说《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在导入部分呈现了同名电影中对应的片

段，让学生先对其中的场景进行描写。再如，第五单

元在讲授有关煎饼果子的样文之前，通过六张图片，

完整呈现了样文中所描述的煎饼制作过程，为学生

理解样文提供了鲜活的情境。 

再者，通过合作学习强化学习者与输入文本的

互动。一方面，在先导任务和读后任务中设置小组或

双人讨论，引导学生针对样文的语言、内容和写作手

法等展开讨论，提升互动强度，强化协同意愿；另一

方面，鼓励学生通过合作模仿样文中的语言和写作

风格完成新话题的创作，从而更好地实现互动协同。

例如，第五单元中的Major assignment 要求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制作一个视频推介自己家乡、所在城市或

大学的一种美食。此外，通过评价反馈强化互动协

同。例如，教材可在写作任务中附上一张同伴互评

表，表中包含若干问题，涉及模仿样文的结构、语言

和风格进行写作时的一些关键点，如“ Is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five senses mentioned in the 

presentation? Are similes and metaphors used in the 
writing?”。在互评时，学生需依次回答表中的问题。

在为同伴提供反馈以及阅读同伴反馈的过程中，学

生会再次注意到样文的典型特征，并更清楚地意识

到如何恰当地应用这些特征完成自己的写作。 

上述原则不仅适用于以续论为理论框架的教材

编写，教师也可根据这些原则对现有教材中的输入

材料或产出活动进行改编，由此将续论的核心促学

理念融入教学中。具体而言，教师可根据课文的情境

模型或典型语境设计各类协同任务，将理解与产出

紧密结合，促使学生注意到特定的语境与语言形式

的匹配，并将其运用在新语境中，激发创造性模仿。

例如，以课文或听力材料作为输入文本，让学生进行

读后续写（说）、听后续说（写）、对比续写等，模仿

课文中的语言表达形式进行内容创造，实现从模仿

到创新的转化。在课文讲授过程中，教师可选择课文

中的若干典型语言表达、修辞手段或句型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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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写任务，帮助学生掌握语言形式和语境之间的匹

配关系。与此同时，可采用提供多模态输入、课文分

析点评、小组讨论等多种手段，凸显课文中用以实现

典型交际功能的信息点及语言表达形式，加强学生

与课文的互动强度，提升协同类活动的促学效果。 

5 结语 
外语教材是联通二语习得理论和教学实践的重

要媒介。通过教材将前沿学习理论转化为广大外语

教师可理解、可操作的教学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外

语教学的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有利于检验理论的心

理现实性，对于理论发展和教学实践创新都大有裨

益。为做好这个媒介，二语习得理论研究者与教材

开发者应紧密合作，厘清理论的认知基础及习得观，

将其中的关键学习机制转化为教学设计的基本原

则，然后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学习任务及教学环

节，将这些原则操作化。续论是我国学者提出的语

言习得理论，立足中国语境下的外语学习典型问题，

针对外语学习中语言知识与能力转化的难题提出了

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在外语教学中具有广阔的应用

空间。本文基于续论的核心观点，提出了外语教材

设计的基本原则，并通过实例展示了如何在教材编

写中将这些原则操作化。鉴于外语教学的复杂性，

教材编写需要考虑学习语境，教学目标，使用对象

的认知特征、语言水平等多重因素，无论是续论还

是其他单一理论都很难全面反映这些因素以及它们

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因此，教材编写应根据实际

需要对理论进行筛选和融通，通过理论与编写目标

的合理适配促进前沿教学理念与外语教学实践的融

合，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率，推动中国特色外语教育

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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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A-base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eaching model: Principles 
elaborated with examples 
QI Taoyun & SUN Shuguang .......................................................................................................................  65 

Abstract: The TSCA-base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hereafter SI) teaching mod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a relatively large SI class. This paper is follow-up study on constructing the 
TSCA-based SI teaching model, mainly focusing on operational issues of the model at the micro level. It first 
discusses how TSCA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s integrate with SI course throughout the pre-class, in-class and 
post-class stages, and then demonstrates how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and organized through a real 
classroom case. 

Keywords: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TSCA);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SI); teaching model; 
teaching design 

Interaction effects of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perceived 
EFL course value on task-driven perception 
ZHOU Xiaolan, ZUO Ning & ZHANG Qinyuan ..............................................................................  73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 goal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combining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extrinsic situational factors, and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GO) and perceived course value (PCV) on EFL learners’ task-driven perception (TDP).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8 non-English major college stu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EFL learners presented different TDP, and mastery 
goal individuals (AGO1) perceived the highest level of TDP, followed by performance approach goal (AGO2) and 
performance avoidance goal (AGO3); as PCV went up, all learners’ TDP rose significantly, with AGO3 being the 
most affected, followed by AGO2, and AGO1 being the least affected. The findings provid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EFL teacher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ask-driven teaching via the patterns of motivational 
behaviors. 

Keywords: task-driven perceptio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perceived course value; college English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xu-argument: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WANG Min ......................................................................................................................................................................  81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innovative theor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uch as the xu-argument 
can be applied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 thereby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Firstl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ory, practice, and teaching materials, discus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bridging the acquisition theory and teaching practice. Then, the tenets of the 
xu-argument are briefly introduced, and specific examples of task design are provided to analyze how thes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can be operationalized in textbook writing and integrated into key teaching phases such as 
input, output, and feedback. This paper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novative theories into teaching practice. 

Keywords: the xu-argum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ask design; creative imitation; 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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