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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Krashen提出的输入假说认为，仅仅通过学习语言知识并且

训练语言技能，学习者无法完全掌握目的语，因此二语习得过程

中一定需要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同时，Krashen认为语言输

出仅仅是输入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外语教学课堂上往往轻输出，

重输入。在外语教学课堂中，教师大多采用输入型任务进行教

学，忽视输出型任务对二语习得有相当大的促学作用，而将输出

型任务作为检验外语学习成果的工具之一。

二、输入假说与输出假说

（一）输入假说

语言输入是Krashen（1985）二语习得理论的核心内容，他认

为，学习第二语言最根本的方法是有一定的语言输入，语言输入

的内容应保证其可理解性，这是保证语言学习效果的必要条件。

在克拉申的输入假说中，他指出只有当学习者接触到“可理解性

输入”时，二语习得才得以发生（Gregg & Krashen，1986）。

Krashen认为，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外语教师应该减少对语法结

构与语言形式的关注，而更多地投入到创造有助于学习者自然

习得语言的活动和任务中去。可理解性输入是指语言教学中用

作输入的材料以及资源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相匹配，并且略高

于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若将学习者目前的语言熟练度比作

“i”，那么输入材料需要高于“i”，即“i＋1”，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保证输入型任务的语言促学效果，学习者才能习得语言。

（二）输出假说

Krashen认为，可理解输入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唯一途径，而

输出只是输入的自然结果，对语言习得没有直接影响。输出在

第二语言能力发展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否认。

Swain（1985）基于对加拿大法语浸入式课程实践效果不佳分析

中，提出了输出假设。Swain的输出假说认为“可理解的输入”在

语言习得过程中很重要，但这并不足以充分发展学习者的第二

语言水平，以达到母语者那样的熟练度。如果学习者想让他们

的第二语言水平像母语者一样流利准确，他们不仅需要一定数

量的可理解输入，此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可理解输出。 Swain

（1985）对“输出假说”进行了具体解释，认为可理解输出同样也

是语言习得过程中重要环节之一，也有语言促学作用。此外，

Swain进一步总结了可理解输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三个功能：

一是注意/触发功能，其促使第二语言学习者有意识地关注自己

的语言问题；二是假设检验功能，其能够帮助学习者检验和调整

语言结构的假设；三是元语言功能，其帮助学习者用语言思考语

言，从而学习者对语言知识进行控制并且产生内化。Swain认

为，语言输出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思维能力，优化语言学习策

略，激发语言学习兴趣，增强语言输出自信，从而提高第二语言

的准确度与流利性。

三、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法是一种以杜威实用主义为教育理论基础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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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是一种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强调“做中学”的语言教

学方法，引起了世界语言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它强调以学生为

中心，认为学生是知识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积极建构者。任务

型教学法是指外语教师以指导外语学习者在课堂上执行任务而

进行的教学方式，任务贯穿于整个课堂，学习者的课堂目标是完

成任务，它是交际教学法的发展与延伸，以坚实的二语习得理论

为理论基础，并有许多实证研究加以支撑。这种“用语言做事”

的教学理论也逐渐被引入到我国的基础英语课堂教学中，是我

国外语教学改革的一个趋势。任务型教学法认为，掌握语言主

要是在活动中使用语言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训练语言技能和

学习语言知识的结果。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

教学活动为促进习得的各种互动提供机会（Ellis，2017）。在教

学活动中，教师应围绕真实的交际和语言项目设计具体的、可操

作的任务。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语言活动完成任务，如表达、交

流、谈判、解释和探究，从而达到学习和掌握语言的目的。任务

型教学法是在吸取以往许多教学方法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它

并不排斥其他教学方法。任务型教学法通过任务组织教学。在

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它通过参与、体验、互动、交流和合作等方式

充分发挥学习者的认知能力，调动他们现有的目标语言资源，在

实践中感知、理解和应用目标语言，在“做”中学并且“用”中学，

其原则是提倡学生自己的体验和探索。龚亚夫和罗少熙（2003）

指出，任务型教学的核心理念是模拟人们在社会上使用语言的

各种活动，将人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细分为特定的“任务”，让

语言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习得语言

四、对比与分析

在语言学习中，语言输入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毫无疑

问，语言学习始于语言输入，语言能力的发展依赖于语言输入。，

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是那么忽视输出的作用。尽管学

习者在多年的学习中可以接触到大量高质量的语言输入，无论

是通过外显学习还是内隐学习，但这些语言输入并不会引发相

应的流利而准确的语言输出，而且学习者的中介语输出远远低

于母语者的准确度和流利度。当学习者在语言输出中遇到问题

时，他们可能会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反思语言。这种元语言活

动可以促进学习者对语言知识的控制和内化。虽然这种语言输

出的内容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自然语言交流，但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语言的形式、功能和意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它导致了对情景

使用中语法规则的了解（Swain，1995）。当语言输入被接受时，

学习者通过语境或常识等图式知识弥补其语言能力的不足，学

习者对输入的处理停留在语义层面。然而，在表达过程中，学习

者无法通过语言理解过程中所使用的策略来弥补语言能力的不

足。例如，在进行听力或阅读等方式的输入中，学习者很少注意

时态、单数和复数名词等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并不妨碍学习者对

语义的理解；然而，在语言输出时，学习者必须关注这些细节，从

而学习者会注意到自己的中介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距离与问题，

从而促进语言学习。当外语学习者发现自己的语言系统有不足

时，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修复（文秋芳，2008）。在二语输出

中，学习者有时会意识到他们的输出有语言问题，因此这种注意

可以“推动”学习者修改自己的输出。学习者可能被迫从语义处

理转向句法处理。因此，输出可能会触发认知过程。 Pica等人

（1989）认为，当二语学习者修改输出时，他们仍处于第二语言习

得过程中，此过程是对新形式的内化。在语言学习中，输出型任

务为学习者提供了检验自己语言假设的机会。换句话说，输出

的过程本身就是检验的过程。输出的假设检验功能是指学习者

使用自己的输出来检验他们学习过程中的一些假设，并根据检

验结果修改自己的二语假设（Swain，1998）。学习者可以在输出

过程中运用这个功能，尝试运用新的语言结构。在执行输出任

务时，学习者可以使用他们掌握的知识来反思语言。这种元语

言反思功能可以促进学习者对语言知识的内化。虽然这种语言

输出的内容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自然的语言交流，但在进行输出

时，学习者使用外语思维，这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并且巩固现

有的语言知识。在说和写的时候，学习者可以扩展他们的中介

语以满足交际需要。他们利用自己的内化知识或从未来的输入

中寻找解决语言缺陷的线索。输出需要创造新的语言形式和意

义。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会发现他们能用目标语言做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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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什么，输出过程也是二语习得的一种认知过程，在此过程

中，学习者的二语水平正在提高并接近目标语言。它不仅是学

习者的输出触发“一系列注意”的过程，也是语言信息从输入到

综合处理最后输出的过程。学习是为了填补我们所知道的和我

们应该知道的之间的差距。因此，学习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进行的，学习机制应该被视为一种专门用于解决加工问题的机

制（Carroll，1999:362）。如果学习者在这个阶段找不到问题，语

言习得就不太可能发生，则语言熟练度就不能得以发展。通过

鼓励二语学习者用二语说话或写作，并为他们创造使用第二语

言的机会，二语学习者可以注意到他们想用目标语表达的内容

与实际用目标语表达出来的内容之间的差距。

五、结论

从以上分析与对比中不难看出，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在课

堂上，如果仅仅依靠输入型任务，没有输出型任务进行反馈和强

化，那么二语水平只能停留在表面，面临无法应用的局面。只有

不断程序化已经习得的陈述性知识，才能促进语言能力的进一

步发展，促进语言知识的程序化便是输出型任务的核心所在。

当然，所有的输出都基于一定量的可理解性输入，在外语教

学课堂上，要注重输入任务与输出任务的有机结合。肯定输出

的作用并不是否定输入在习得中的地位。输入和输出都是二语

习得中不可缺失的环节。对输出作用的探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

有重要意义。就理论而言, 探析输入、输出各自的作用和影响其

作用的原因有利于我们对第二语言习得机制和发展问题的进一

步认识。就实践而言 ,二语习得的教与学如何顺应习得规律、为

输入和输出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无疑有利于每个学习者语

言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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