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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重视教师中介

理论指导下的教材使用实践

• 比赛章程：

• 通过本赛题，大赛旨在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 领会教材理念，深挖教材内涵。

• 创新教学设计，落实育人使命。

• 推动协作共建，培养优秀团队。

• 每项背后都是教师的中介作用！



为何要重视教师中介

理论指导下的教材使用实践

• 国际研究热点：

• The rationale behind this special issue is to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in context—that is, 
how materials and textbooks are used by 
teachers and learners. 

• Research on teaching materials needs to …  
appreciate the place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in the wider social and educational 
context, and to do so in a methodologically 
and analytically principled manner.

• Harwood 2021 



为何要重视教师中介

理论指导下的教材使用实践

• 中介在语言学习与教学中具有特殊的理论含义

• A key concept in Socialcultural Theory  (SCT)

• Human mental functioning is fundamentally a mediated process that is organized by 
cultural artifacts, activities, and concepts (Ratner, 2002). 



为何要重视教师中介

理论指导下的教材使用实践

•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提升大学英语教学
质量的关键途径

• 我本是认知背景，但是二语习得是超学
科研究

• 外语教师要以问题为导向，从多维视角
出发，基于语言学习本身的复杂性，深
入理解外语教学现象和规律。

• 在欣赏比赛时，反思是否较好发挥了
“外语教材有效使用”的教师中介作用

• The Douglas Fir Group 2016 MLJ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为何要重视教师中介

《指南》指导下的教师发展

• 育人者必先育己，立己者方能立人。

• 大学英语教师必须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主动适应大学英语教育的新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的育
人素养、学科素养、教学素养、科研素养和信息素养。



为何要重视教师中介

《指南》指导下的教师发展

新要求

• 高校开设大学英语课程具有重大意义。

• 学生成长需求：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了解世
界各国优秀的文明和文化、前沿的科学技术……，而且为
学生知识创新、潜能发挥提供一个基本工具，为迎应经济
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做好准备。

• 国家战略需求：大学英语课程有助于培养和储备一大批具
有世界眼光、国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通晓国际规则，
精通国际谈判的人才，为促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
展、提高我国履行国际义务及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充足的优质人才支撑。



为何要重视教师中介

《指南》指导下的教师发展

• 新形式

•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

•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的重要任务。

• 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
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
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
文化。

•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
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
和实效性。



为何要重视教师中介

《指南》指导下的教师发展

新形式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大学英语教师发展既需要学校和院系的支持和政策保障，
也需要教师自身的追求和努力。

• 突出教学研究在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深入研究人才培养需求、学生认知特点、语言学
习规律，积极推进外语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教学方法的
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英语教学理论和方法，
全方位提升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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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理论探析

SCT理论的中介观

• SCT 是关于个体认知发展的理论，来自Vygotsky 所创立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开启了认
知研究的社会转向。Lantolf & Thorne(2006)等引入到应用语言学领域。

• SCT was construed to refer to the theory of mental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ing formulated 
by Vygotsky and his colleagues （Lantolf, 2006）

• 围绕个体高级心理机能发展，有几个关键概念：

• 内化( internalization) 

• 中介( mediation) 

• 最近发展区

(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 



中介理论探析

SCT理论的中介观：内化

• 人的心理机能分两类：

• 区别反映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

• 低级心理机能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受生物学规律支配、由客体引起的直接关系

• 高级心理机能是以社会文化等因素(社会关系、物质、语言等工具) 为中介建立
的间接关系

• 高级心理发展特点

• 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而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

• 最初必须在人的外部活动中形成，随后才可能转移至内部，成为人的内部心理过
程结构，即内化

• 内化是个体高级心理机能的发生和发展机制：是个体在社会交际活动中将社会平
台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转化到个体心理平台，从而调节自身行为和思维方式的发展
过程( Vygotsky 1978: 57)



中介理论探析

SCT理论的中介观: mediation 

• 中介是促进学习者内化发展的媒介方式，是以促进学习者能力发展为目的、最终提高
学习者发展潜能的帮助过程。

• 是构建主客体之间联系的社会关系、人造物等

• 学习者从一开始就和周围的人建立各种联系，通过交往互动学会使用语言、了解
世界。学习者身边的这些人(父母、老师、同伴等) 在其认知发展过程中起中介作
用，充当中介者角色。



中介理论探析

SCT理论的中介观:  mediation 

• 从功能上看，中介是一种认知工具

• 对外的物质工具和对内的心理工具

• 语言？

• 作为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主要工具，通过个体在社会活动( 日常交际和学校
教学) 中对语言意义( language meaning) 的模仿和学习，最终发展成为个
体对外与社会成员交流信息的中介、对内进行思维活动的心理中介。

• SCT-SLA 研究关注二语作为工具的双重属性，探索二语由外在的社会文化
活动转向内在的心理功能的过程：内化发展及其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中介理论探析

SCT理论的中介观: mediation 

• 活动系统模型(Engeström 1987: 45)

• 主体、客体和中介位于三角模型的上半部分。主体采用一定中介，作用于客体
（目标）使其转化为成果。

• 这一过程发生在规则、共同体和劳动分工组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中(Col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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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理论探析

ZPD

• 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动态过程

• 实际发展水平 vs. 潜在发展水平

• 儿童实际水平：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

• 潜在水平：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
（Vygotsky 1978: 86）

• SLA实际水平：由个人语言产出所决定

• 潜在水平：与通过同伴或教师合作所产出的语言所决定

• 因此ZPD常被用来解释外语课堂中的同伴/师生互动



中介理论探析

ZPD vs. Scaffolding

• 支架：

• 中介：学习者在抵达ZPD过程中，来自教师、同伴以及他人提供的中介辅助

• 梯度：支架可以帮助分解任务难度、减轻认知负荷等，从而把学生从一个水平引
导到另一个更高水平

• 动态：一旦学习者已经完成了从他人调整到自我调整的内化过程，达到目标高度
时，支架就应该及时撤除

• 互动：与传统的教师单向指导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个共同的合作过程

• 支架vs 中介

• 支架着眼于完成当前任务，具有特定的情景性；

• 中介着眼于未来个体发展的潜能—ZPD



中介理论探析

SCT互动 vs 互动假设

• Interaction Hypothesis Long(1981)

• SCT强调语言发展在个体间的社会互动中产生

• 互动假说实质是语言能力较强的说话人对话语结构的认知调整, 并非人际之间的社会互动。

• 源于Long(1981)对“外国式语言”(foreigner talk)研究的开拓性质疑

• 母语者在与非母语者交谈时, 常采用简化语言形式、调整语言输入的方式：语速慢、
声音大、停顿多、发音夸张……因此外国式语言不符合语法规范(Ferguson , 1975)。

• Long 区分了输入和互动两个语言现象

• 输入调整modified input，调整形式结构

• 互动调整modified interaction, 实现语义重复, 最终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NS :Do you wanna hamburger ?
NNS :Uh ?
NS :What do you wanna eat?
NNS :Oh ! Yeah , hamburger.



中介理论探析

SCT社会互动 vs 互动假设

• 互动假设1.0：

• Long 肯定了输入调整和互动调整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

• 输入是字、词、句、篇等语言结构形式。

• 互动是指语言形式的交际功能，即语言结构的话语调整, 目的是保证可理解性
输入，而非社会意义上的人际互动。

• 互动假说从微观的角度注重语言的输入调整，认为通过调整的输入向学习者提
供语言的原始资料，学习者再对这些材料进行内在的、无形的加工。语言输入
必须是调整的、可理解的，在互动过程中有意义协商。



中介理论探析

ZPD vs. 输入假设

• comprehensible input hypothesis （i+1）（ Krashen 1985）

• 两者都主张输入应略微超过学习者当前水平，但发展观不同：

• “i+1”认为发展本身是学习者自发产生，途径是理解高于其现有水平的语言输入

• ZPD认为发展源于个体在社会交际活动中与他人、工具的互动，相互合作可以完成
原本自己无法完成的任务

• ZPD启示：

• “i+1”无法揭示语言输入是如何内化的，因此“可理解性输入”必须与“交际”相
结合（邹为诚 2000）

• 教师不仅要关注语言输入，同时还要关注语言学习者，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
的语言环境，帮助学习者意义建构



中介理论探析

SCT社会互动 vs 互动假设

• 互动假设2.0

• Schmidt (1990 ;1993 ;1994) Noticing Hypothesis

• 只有当学习者理解并且有意识地注意的时候，二语习得才能发生。注意力是语
言摄入的充分必要条件。

• Swain (1995）输出假说将认知互动的心理机制推进了一大步。

• 外部语言环境(可理解性输入)只是二语习得中的一个因素，学习者内部因素在
也发挥作用，Comprehensible output除了提高语言流利度之外, 还有三大功能: 
noticing/ triggering, hypothesis testing, metalinguistic reflection

• Long (1996: 451)：

• 意义协商会调动输入、学习者大脑机能(选择性注意)和输出，产生了形式协商,
提高了目标语项目的再现频率、凸显度，推动语言习得。

• 本质是语言互动的认知功能，核心是语言互动的结构调整，结果是学习者大脑
内部的中介语系统。



中介理论探析

教师的中介作用

• SCT视角

• 知识内化并不是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这种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社会情境是学
习者认知与发展的重要资源。

• 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社会文化情境，互动、交流，相互启发，增进
知识理解，实现知识内化，这种互动就是中介。

• 教师应该进行中介而非传授，教师和学生积极互动是促使学生进入下一个ZPD 的
最佳途径( Feuerstein，1990 ) 。

• 有效的学习在于学习者和中介者之间的互动质量，教师通过和学生互动，帮助学
生使用语言而不是仅仅告诉他们有关语言的知识(Williams ＆ Burden，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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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教师的中介作用

• 三个维度

• 行为互动中介

• 认知互动中介

• 情感互动中介

教师中

介作用

行为

中介

情感

中介

认知

中介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驱动：激发学习欲望

• 设定学习目标

• 构建学习情境

•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 纵向支架：设计学习活动

• 横向支架：加工学习材料（选择、调整）

• 评价：促进反思提升

• 开展动态评价

• 提供有效反馈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驱动：激发学习欲望

• 设定学习目标：

•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互动的过程

• Bottom-up供给侧：研读教材内容，理解教材
目标

• 教材中有目标，但是教师需要重新设定
目标，符合课程要求和学生需求，认知
习惯

• Top-down需求侧：研究校本育人目标、学科
本专业目标、课程教学目标、学生学习目标
（校情学情）

• 教学目标与教材目标良性互动，形成切
合实际的学习目标，确定单元目标

教师中介

课程目标、单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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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驱动：激发学习欲望

• 创建学习情境：

• 宏观：

• 物理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

• 线上线下、分组模式……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电子科大校本情况、学
生层次、培养目标

Section1：Project-based 
learning

• 小组项目必做

• 如果时间紧张的话牺牲
Section2的某个Passage

• 分组的依据：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驱动：激发学习欲望

• 创建学习情境：

• 宏观：

• 物理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

• 线上线下、分组模式……

• 微观：

• 单元任务情景，localize 

• 学生初步尝试，明确目标差距（最近发展区）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调整单元目标localize

• Visiting your hometown

• Visiting Chengdu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 纵向支架：设计学习活动

• 分解单元任务，细化单元目标为每一个活动目标，为单元产出做纵向的分布
准备

• 横向支架：加工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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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Section1：Project-based learning

• 个体与小组项目逐级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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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1：Project-based learning

• 个体与小组项目逐级递进

• Individual level

• Group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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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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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1：Project-based learning

• 个体与小组项目逐级递进

• Individual level

• Group level

• Class level competition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Section1：Project-based learning

• 个体与小组项目逐级递进

• Individual level

• Group level

• Class level competition 

• Teacher feedback

• Student reflection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 纵向支架：设计学习活动

• 分解单元任务，细化单元目标为每一个活动目标，为单元产出做纵向的分布
准备

• 横向支架：加工学习材料

• 三个维度：内容ideas，语言形式language，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s

• 选择、调整，突出选择性学习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 纵向支架：设计学习活动

• 分解单元任务，细化单元目标为每一个活动目标，为单元产出做纵向的分布
准备

• 横向支架：加工学习材料

• 三个维度：内容ideas，语言形式language，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s

• 选择、调整，突出选择性学习

How would you explain the following Chinese concepts to a foreigner?

Guanxi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 纵向支架：设计学习活动

• 分解单元任务，细化单元目标为每一个活动目标，为单元产出做纵向的分布
准备

• 横向支架：加工学习材料

• 三个维度：内容ideas，语言形式language，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s

• 选择、调整，突出选择性学习

…Guanxi, which roughly translates as ‘relationship’. Western companies 
wanting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are encouraged to take their time and establish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business partners to build up trust. It’s not 
necessarily that the business itself is not important, but without the Guanxi
there is a potential issue of trust. Guanxi can range from the fact that two 
people went to the same school, have a friend in common, or their families 
know each other. This relationship extends beyond two people and pervades 
business life across all the sectors in China and helps grease the wheels. I 
believe that in the past Guanxi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it is nowadays as 
regulations are incorporated i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technology makes 
everything more trans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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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xi, which roughly translates as ‘relationship’. Western companies 
wanting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are encouraged to take their time and establish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business partners to build up trust. It’s not 
necessarily that the business itself is not important, but without the Guanxi
there is a potential issue of trust. Guanxi can range from the fact that two 
people went to the same school, have a friend in common, or their families 
know each other. This relationship extends beyond two people and pervades 
business life across all the sectors in China and helps grease the wheels. I 
believe that in the past Guanxi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it is nowadays as 
regulations are incorporated i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technology makes 
everything more transparent.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 纵向支架：设计学习活动

• 分解单元任务，细化单元目标为每一个活动目标，为单元产出做纵向的分布
准备

• 横向支架：加工学习材料

• 三个维度：内容ideas，语言形式language，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s

• 选择、调整，突出选择性学习

• 影响因素：

• 课程时空因素：哪些在线学，哪些课前学

• 学习者因素：现有能力水平，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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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中介

•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 纵向支架：设计学习活动

• 分解单元任务，细化单元目标为每一个活动目标，为单元产出做纵向的分布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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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促成：搭建动态支架

• 曹巧珍2017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评价：促进反思提升

• 开展动态评价

• 此处评价是教学的过程而非结果

• 边评边学，多轮循环

• 关注内容、语言和结构的动态性和即时性发展过程

• 关注所学的语言形式和话语结构的应用效果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评价：促进反思提升

• DA emerges from SCT and is distinct from 
traditional forms of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in that the two are united, 
permitting a teacher to intervene in and 
diagnose a learner’s cognitive and/or 
linguistic development. 

• whe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 is expertly 
tailored to the learner’s emerging abilities, it 
becomes a powerful mediator of the 
learner’s linguistic development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行为中介

• 评价：促进反思提升

• 开展动态评价

• 此处评价是教学的过程而非结果

• 边评边学，多轮循环

• 关注内容、语言和结构的动态性和即时性发展过程

• 关注所学的语言形式和话语结构的应用效果

• 提供有效反馈

• 智慧评价手段，反馈及时性

• 师生互评，生生互动，反馈多元性

• 学生协商并明确评价内容、形式和要求，反馈透明性

• 项目式任务式学习评价，反馈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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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中介

• 评价：促进反思提升

• 开展动态评价

• 此处评价是教学的过程而非结果

• 边评边学，多轮循环

• 关注内容、语言和结构的动态性和即时性发展过程

• 关注所学的语言形式和话语结构的应用效果

• 提供有效反馈

• 智慧评价手段，反馈及时性

• 师生互评，生生互动，反馈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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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认知中介

• 从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

• 促进教材生态给养

• 解决教材学习疑难

• 注重认知互动，跨文化思辨讨论

• 注重元认知、认知、策略训练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认知中介

• 从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

Secion2：思辨讨论式学习

• 讨论重点

• Reading comprehension: logical development 

• Critical thinking:  idea sharing

• Intercultural reflection: topics for  writing task

• 讨论形式

• Socratic dialogue in class 

• Pair discussion

• Group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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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情感中介

• 情感互动是认知互动、行为互动的前提

• 注重价值塑造，挖掘教材的课程思政育人内涵；

• 排除消极情绪，引导学生积极心理

• 助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情感中介

• 情感互动是认知互动、行为互动的前提

• 注重价值塑造，挖掘教材的课程思政育人内涵；

• 排除消极情绪，引导学生积极心理

• 助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 教师介入要基于课本，超越课本，教师参与对
话，引导鼓励学生

• 公民精神讨论的例子

……我有一次上课回答问题答错了，
而在此之前，讨论环节中，我比较
激进，其他同学在这个时候群起而
攻之，此时胡老师解释了我回答的
问题，说我回答的答案也算正确，
圆了场，不知道怎么说，这份对别
人的尊重成为了我的一份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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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上课回答问题答错了，
而在此之前，讨论环节中，我比较
激进，其他同学在这个时候群起而
攻之，此时胡老师解释了我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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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了场，不知道怎么说，这份对别
人的尊重成为了我的一份收获
……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最喜欢自由发言讨论和小组汇报展示

• 语言

• 提升口语表达能力

• 积累语法词汇

• 认知

• 锻炼思辨能力

• 提升合作能力，

• 向其它小组学习

• 情感

• 与高中不同关注自我表达

• 教师不惩罚错误，总是鼓励表达

• 培养团队友谊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动态支架

现在发展区 最近发展区 现在发展区 最近发展区

中介作用认知 行为 情感

好的教材是基础，但不会自动保障外语学习的成功

教师是关键中介！



提纲

• 为何要重视教师中介作用

• 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实践

• 《指南》指导下的教师发展

• 中介理论探析

• SCT理论中的中介观

• ZPD与支架

• SCT与互动假设

• 教师中介作用框架

• 行为中介体系

• 认知中介体系

• 情感中介体系

外语教材有效使

用中的教师中介

作用探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