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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代教育技术用于外语 1 教学无论对于学生、教师还是研究者

都是一个全新的话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现了计算机辅助教学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CAI），那时候人们更多地关注计算机

如何作为辅助手段服务于外语教学，强调的是学习者如何与机器交互，

网络、软件、服务应用还没有用武之地，没法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

更不用说感知共享和知识共享（邬贺铨，2019）。在 CAI 应用于外语

教育之初，Frank Otto （1980）就认为我们不能被 CAI 带来的表面优

势所迷惑，并主张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以回应由此带来的六个方面的

挑战，列举如下。

挑战一：虽然我们坚信学习者通过 CAI 能够提高语言水平，但

提高的幅度有多大还不清楚，这需要纵向实验研究（longitudin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才能知道答案，而长期以来（即使时至今日），

人们多采用截面（cross-sectional）设计的探索性（exploratory）研究

来回应应用语言学的问题。

挑战二：人们认为 CAI 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接触目标语言的机

会、增加了学习时间，但还没有有效可靠的数据证明是如何增加的、

增加了多少，这同样需要开展纵向研究才会有答案。

1　 在二语习得文献中，人们一般区分二语和外语。无论使用哪种术语，都指在掌握

母语后学习的另外一门语言，但前者是指在目标语社区学习的语言，后者是指在

非目标语社区学习的语言。本研究为了行文方便，将“外语”用作通称术语，除

非有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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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三：有了 CAI，学习者在更短的时间里能够学得更多。但问

题是，学习材料经过认真组织和编排后，学习者是否真的能够在较短

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核心概念。

挑战四：CAI 的训练效果在训练结束后能持续多长时间。这样的

研究需要至少 3—5 年时间收集数据，而且需要采用较复杂的评估手

段来捕捉学习者的情感、认知变化和能力变化。

挑战五：学习任务的多样性会提高学习者和教师的满意度，但急

需研究如何形成 CAI 的长效学习机制和在学习者及教师中的广泛接受

度。

挑战六：急需研究如何在 CAI 课件中融入有声、可视材料，即如

何在 CAI 中融入多模态学习材料。

以上六个方面的挑战是三十多年前提出来的，但是无论是研究者

还是教师直到今天对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清晰明确的解决方案或答案。

一方面是基于 CAI 的研究设计本身造成的，如挑战一仍然存在，是

因为基于课堂的二语习得研究或外语教学研究很少有跨越一年以上

的纵向研究，而且一般研究都没有延时后测（delayed posttest）来衡

量长期效果（Norris & Ortega, 2000）。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发展迅

速，很快就与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和层出不穷的软件程序和服务应用

相结合，使得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变得异常方便和快捷，这一发展变

化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交际模式，从而影响着外语教学。也就是说，

人们还没来得及对 CAI 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就迎来

了教育技术的革新，这也许是当年 Otto 没有想到的挑战。以计算机

为中介通过互联网实现的交流，即计算机中介交流或计算机辅助交流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1），将关注的焦点从人—机

1　 主流的 CMC 研究关注的是本族语者之间的交流，与语言学习本身无关。是 CALL
研究使得人们开始在 CMC 这一全新视角下重新审视二语习得中的一些核心概念，

如交互、反馈等，并探讨这些宏观、微观过程是如何促进二语习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