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教学法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焦　 丹
（河南工业大学，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提　 要：本文研究深度教学法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通过对口译学生的教学实践研究发现，以深度教育理念为

纲的深度教学法在提高学生学习质量、服务社会等方面效果明显。 本研究突破传统外语教学研究，将深度教育理念贯穿

于教学全过程，对学生和教师等教学要素提出新要求。 在语言服务日益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深度教学法值得在外语教学

更宽泛的领域中得以应用、内化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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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相对于目前国内炙手可热的研究热点“深度

学习”（秦瑾若 傅钢善 ２０１７：１２；詹青龙等 ２０１７：
７３；Ｍａｒｔｏｎ， Ｓäｌｊö １９７６：４；陈坚林 贾振霞 ２０１７：３；祝
智庭 彭红超 ２０１７：３６），“深度教育”或“深度教学”
也理应与之并驾齐驱，受到应有重视和深入研究。
国内尚未提出“深度教育”理念和“深度教学”方
法，深度教学方法尚未被完全诠释和应用于外语教

学实践。 本文探索“世界语言与文化深度教学法

（Ｔｏｃｈｏｎ ２０１４：２１）”在外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以
口译教学为范例分析，以期为外语教学工作者以启

迪，推动这一新教学范式的适应和发展。

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与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催

生语言服务的大发展，口译需求在政治、文化、经
济、教育、科技等领域也日益增长，但目前国内口

译教学师资和口译教学质量已不能完全满足口译

需求。 口译教学在经历广外模式、厦大模式和北

外模式等教学模式后，缺乏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

教学模式探索。 本研究以深度教育理念为纲，在
口译教学中实践深度教学法，经历该教学模式的

学生不仅在学习方法上得以改进、口译质量上得

以提高，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也得以塑形，
是将教育深度融合到教学中的有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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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深度教学法之于传统教学法
外语教学领域中的教学方法有二十余种，如

基于项目的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

法、角色扮演法、讲授法、讨论教学法等，口译教学

不仅可以应用以上通用的外语教学方法，还产出

了国内外特定的口译教学方法，如吉尔模式、释意

模式、广外模式、厦大模式，等等。 深度教学法一

经提出，便限定于“世界语言与文化”范畴，涵盖

外语教学普遍和个性教学方法，具有其全面性、宏
观性和整体性特征与优势。

对深度教学法定义、内涵和原则的认知有助

于区别与传统教学法的差异。 在题为“深究外语

教育过程的本质，传播外语英才培养的新知”的

总序中，刘绍忠提出，深度法（Ｄｅｅ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又
称深度教育法，是对外语教育过程的一种全新阐

释；本质在于深度反思外语教育的方方面面，对学

习过程重新做出与时俱进的思考。 他认为，与之

前的外语学习模式相比较，深度法更倾向于对各

个学习阶段外语学习质量的强调，尤其是对外语

学习后学习阶段（ｐｏｓｔ⁃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自觉

兴趣和终生延续，对目的语及其变体使用的准确

性、得体性的珍视，对用所学外语开展跨文化交际

的能力要求；倡导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行动方案

（ｈｏｌ⁃ａｃｔ ／ ｗｈｏｌｅ ａｃｔｉｏｎ ／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通过“语言

是一个系统”的语言观形成“学习需要做到系统”
的学习观（涂尚 ２０１６：７， Ｔｏｃｈｏｎ ２０１０：１２）。 刘辰

诞认为，“深度教学法”将语言教育原则与开放式

课程设计结合在一起，关注价值观和创造性的行

动能力，批判性反思跨文化语用学和语言资本；语
言学习不应该仅仅达到语言熟练水平，还应该以

培养跨文化智慧、差异性的意识、移情为目标，这
些思想显然从本质上颠覆传统的语言教学思想，
是一种革命性的认识（涂尚 ２０１６：１１）。 还有学者

认为，深度教学法是理解世界语言的新途径，作为

学习动机的启动者，学习者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

性作用，通过个人和与他人合作，在课程设计中扮

演积极角色并参与其中；在深度教学中，学习者培

养一种批判的态度，比如在文化、社会公平等领域

中起到积极作用。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诠释深度教

学法的内涵及其区别于传统外语教学方法的本质

特征。
深度教学法不仅以学生为中心，更将学生置

身于课堂的建构者地位，教师角色定位为辅助指

导者；以整体项目方案、工作坊模式、学徒制反思

构成教学要素；其区别于传统教学法的显著特点

在于：深度教学法关注教学的深层次过程，而非全

部相似的标准化、格式化结果，它也有可变化的弹

性空间，使非母语者在语码转换时感到方便舒适。
深度教学法目标是形成超学科价值观，建立更加

合理、智慧的世界，使这种语言教学方法不仅仅停

留在语言教学的表层，而是深化为解决争端、中止

战争、消灭贫困、重建绿色家园和转向人性化政治

的手段。
本文主要探讨深度教学法中的整体项目方

案，将之应用于口译教学实践，论证其可行性。 约

翰·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提出项目学习法，注重以

行动为中心的、跨学科的学习，反对拆分学习内容

或主题。 项目学习法首先在美国和加拿大产生众

多反响。 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３０ 年，东欧和俄国盛行的

所谓“复合法”（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ｅｔｈｏｄ）同样以成效性行

动为基础；学生要学会管理自己的个人学习框架，
获得量身定制的反馈意见；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８７ 年，法
国国家教育部明确多样化的整体行动计划，也称

为教育项目，随着行动发起者（教师、学生、团体、
商业、政府官员）和实践应用领域的不同而各有

差异（同上：６３）。 图１是深度教学法的整体行动方

案，提出教育者要构建教育项目，学生在教育项目

中进行自我计划和课程计划。

图１ 　 深度教学法整体行动方案

深度教学法整体行动方案看似简单，实则对

教师提出新要求，由教师设定教育项目，学生设计

和建构自我计划和课程计划，教师要对学生进行

充分和正确的导引。 而现实教学实践中，中国外

语教师更注重课堂教学，按照规定的教学大纲、考
试大纲等进行教学，固定教材、固定教室、固定桌

椅、固化教师的教学思维方式和教学方法，长期以

来影响教学的活力与学生的活力，对外语教学长

期健康发展形成桎梏。 基于此，我们将以口译教

学为范例，分析深度教育、深度教学法在口译教学

中的内化与实践过程。

３　 深度教学法在口译教学中的内化与实践
３． １ 口译教学整体行动方案实践

《口译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证》中提出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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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教学动态模式”是深度教育、深度教学法的有

力体现。 （焦丹 ２０１６：８３，２０１７：１２８）在“口译教学

动态模式”中，教师设计整体行动方案，寻找教育

项目，由学生在教师设定的教育项目中建构自己

的个人计划和课程计划，经过教师的监督和过程

管理，完成教育项目的学习实践，形成个人反思性

评价。 在反思性评价中，学生思考如何提高口译

质量和学习效果，教师思考如何更好地设定教育

项目，不拘泥于微观课堂教学方法，而是关注宏观

价值观的形成和专业职业生涯规划 （徐锦芬

２０２０：６０）。
本文整体行动方案中设定的教育项目是基于

国家援外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国家援外人力资源

培训项目是商务部设立的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对外援助项目，距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 笔者

在管理该项目过程中，选用大量口译学生为项目

进行语言服务，从中发现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学生

口译输出质量和教师教学效果：如学生语言功底

薄弱、口译理论与技巧不能较好地结合运用、外事

礼仪经验欠缺、实战心理素质不足、学生知识面偏

狭等问题是学生主观因素的制约要素；从教学层

面来看，教师课堂教学方法僵化、教学模式陈旧、
教学考试大纲固化、师资力量不够、实验室设备不

齐全等是制约教学效果的客观原因（焦丹 ２０１４：
５９）。 “教”与“学”的脱节、只“教”不“育”的现状

严重影响着学生“深度学习”和教师“深度教学”
“深度教育”的成效。 基于此现象，笔者设计口译

教学整体行动方案中的教育项目。
该教育项目以国家援外培训项目为实践，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年间，在每个专题项目中选派一定数

量的学生进行口译志愿者服务，以“一对一”原则

确定学生数量，即根据每次培训人数确定学生服

务人数；项目专题涉猎广泛，如教师教育、粮食加

工技术、粮油储藏技术、少林武术、中华太极等，每
一期项目有 ２５ － ５０ 名不等的外国官员或技术人

员来华学习，中方委派地方政府组织人力资源培

训，官方语言为英、法、西班牙语等，培训时间为

１４ 天到 １８０ 天不等。 为检验学生口译实践成效，
将深度教学法融入到口译课堂，笔者对参与该项

目的学生进行跟踪实验。 在图１ 深度教学法整体

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在口译教学实践中进行拓展：
教育项目即国家援外人力资源培训项目，自我计

划即学生自我建构的学习实践计划、具体执行方

案和最终实现目标，课程计划即口译教学动态模

式（将呆板的口译课堂教学向口译实践教学动态

转化），见图２。

图２ 　 口译教学深度教学法整体行动方案

口译教学深度教学法整体行动方案一经设

定，课程计划即教师设定的口译教学动态模式，其
教学步骤突破传统外语教学的输入与输出步骤，
增加口译实践环节和反思环节，这也取决于口译

的实践性特征，使其不完全拘泥于课堂、书本的教

学。 具体教学步骤如图３ 所示：

知识输入 　 ⇨　 真实项目实践 　 ⇨ 　 反思

　
·理论

·技巧 　 　
·口译操练　
·过程中检测

·口译观摩　
　 　 　

·学生反思

·教师反思

图３ 　 口译教学整体行动方案中的教学步骤

３． ２ 口译教学中整体行动方案反馈

整体行动方案的反馈有助于进行教学和学习

反思，从而推动每一个教学要素的改进，这是一种

持续的、深度的反思性评估过程，显现在整个预测

性、形成性或终结性评估过程中。 深度教学法主

张在整体行动方案执行后要注意反馈的信息，通
过反馈信息进行整体性反思，在反思过程中实现

“降噪”（即减少不利因素），其复杂度的增加是知

识广度的驱动力（Ｔｏｃｈｏｎ ２０１４：１９７）。 深度教学

法中的整体性反思如图４所示。

图４ 　 整体行动方案中的整体性反思

图４的整体性反思形象地描述从技术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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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描述性和陈述性、到指导性和交际性、再到系统

性反思的整体过程。 在口译教学整体行动方案

中，处于课程建构者地位的学生和辅助角色的教

师，都要经历反馈后，通过这 ４ 个过程形成整体性

反思，指导下一步的学习或教学行为。
第一，技术性、描述性和陈述性反思。 首先，

教学法的实施受益者是学生，学生反馈对教学法

实施效果的评价和检验尤为重要。 在口译教学整

体行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学生是教育项目的参

与者、课程构建的主动者，通过访谈对该教学法作

出如下反馈。 访谈对象是参加某期教育项目的

２５ 名学生，采用集体访谈和个体访谈的形式，并
对访谈内容进行转写、整理和归类，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口译教学整体行动方案访谈调查分析分类表

访谈题目 你对深度教学法即口译教学整体行动方案中的口译教学和教育项目有何建议？

访谈对象 参加该项目的 ２５ 名学生中的 １０ 份访谈结果

编号 访谈内容 反馈关键词

学生 １

①第一，教育项目的选择要进行科学分析，并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第二，及时发现问题和做好处理项

目问题，我认为之前做的粮食安全研修班和少林武术班之类的研修班都挺好，口译教学之前可以给学生

提供一些相关资料和所要涉及的词汇，这样翻译时会更准确。
②教育项目的选择完全可以多样化，有助于学生对不同场合口译的正确认知，教师做好指导。

真实教育项目；
可行性评估；

多样化；
教师指导；

学生 ２

①为学生留白，在真实教育项目中充分发挥专业才能；
②在教育项目的安排中，尽可能多地考虑增加口译实践内容；
③有专业老师，能进行及时的指导。
④类似援外项目即可，平时的日常起居、参观学习，内容不太复杂，简单易学，便于提升。

口译实践；
援外项目；
专业指导；

学生 ３

①建议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多鼓励学生参加教育项目的口译实践活动，因为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水

平，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工作实践能力，这对学生而言至关重要。 项目上可以选择正式与非正式场合相结

合的项目，比较说像开学典礼重要场合，要求译员用词更加正式，语速语调，和发言人的配合等。 非正式

项目包括日常生活的随行口译，在非正式场合中学生有更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灵活处理口译问题。

教育项目；
正式（非正式）

口译项目；

学生 ４
学生 ５

①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多多承接类似项目（指援外培训项目）。
②对于学生的选择，我觉得个人最基本的英语听说能力和参与热情是必备的。 给大一大二的学生多些机

会，增强英语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③真实场景对口译学习更有帮助，使学生更早接触和感受未来场景，拟真化程度越高越有利。

援外项目；
听说能力；
学习热情；
模拟场景；

学生 ６
学生 ７

①教育项目中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较大，各种突发事件较多，建议教师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对学生的辅导

次数和深度增加，以便及时解决突发问题。 如增设讨论小组或合作小组，方便学生之间的同伴讨论与交

流，鼓励学生形成通过团队协作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行动。
②在教育项目开始前，教师要为学生提供相关专业的词汇和知识，或提供可供查找的资源。 通过不同领域

与口译相关的教育项目，强化训练学生思维模式。

讨论小组

（合作小组）；
专业知识；
思维模式；

学生 ８
学生 ９

①教育项目融入口译教学的确有利于口译学生多方面能力的提高，但凡事有利有弊，此类项目的选择必须

要适合口译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②个人认为教育项目的引入不能过于专业化，对在校口译学生来说，实战经验较少，简单的联络口译比较适

合在校学生，如游览历史文化景点、参观考察企业等。

教育项目；
弱化专业性；

学生 １０
①在教育项目开始前，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尤为重要，在相关的行业和专业领域给以指引，使学生在进入口译

实践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可能事倍功半。 教育项目的选择不能太偏，稍做准备就可以应对的专

业领域比较好，容易建立起学生的自信心。

教育项目；
口译实战；
译前准备；

　 　 第二，指导性、交际性和系统性反思。 学生经

过对自身口译理论、技能、方法和质量的反思，也
经历对深度法在口译教育项目中的反思后，教师

指导性和交际性反思有助于学生系统性反思，因

此教师要启发学生对自我发展规划深度反思。
学生以口译员身份经过一个阶段的口译实践

后，对口译职业的认知发生改变，感同身受的实践

经历增加学生的直观认识和理性思考，教师应引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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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提升问题意识、深度思考，如选择口译作为

职业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社会外因的需求、薪资

的诱惑力、高级场合的光环还是遵从内心的热爱

与追求；如何树立口译职业目标；如何突破现有水

平提高口译质量。 此外，教师个人教学反思是深

度教学法深入延展的必然阶段。 教师对学生反思

深入了解后，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系统性反

思。 对口译质量优秀的学生量体裁衣，进行个性

化职业生涯规划；对通过口译实践对口译职业认

知发生改变的学生，分析其原因，并设立新的学习

计划和职业目标，帮助学生实现目标。 从教学层

面，教师应深度反思深度教学法中教育项目的特

点与难点，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需要介入和指导的

时机，预见和研判学生在项目过程中可能会遇到

的实际困难和心理因素，必要时进行帮助和干预。
在项目结束后，通过对学生反馈、反思的分类整理

与量化分析，总结每一个项目执行的优劣势，为完

善下一个项目做出规划，实现教师指导性、交际性

和系统性反思。
３． ３ 整体行动方案的优势与不足

整体行动方案旨在使两种计划达成一致———
一个源自学校方案，另一个来自自我方案，同时实

现学习者的主观目的（自我计划）和教育目的（课
程计划）。 整体教育项目旨在创造出一种能够既

实现个人志向又满足社会需求的团体活动，本研

究中的国家援外人力资源培训项目特点符合这一

宗旨。 其优势在于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学

习整合，将知识与亟待解决的问题或情境联系起

来，而不是碎片化学习。 在这样的语境下，外语学

习将会在一个更宏大并隐含社会意义（比如社会

公正）的框架内得以发展（Ｏｓｂｏｒｎ ２００６）。 学习者

不是为了学习内容而学习，而是在一个整体行动

方案中及时发现这些内容的实践价值。 在本研究

进行的口译教学整体行动方案实验中，参与教育

项目的学生和教师从不同程度上进行反馈。 以

２００９ 年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研修班 （官员

班）”为例，学生 Ａ 经过严格选拔参与到该项目

中，在参加项目之前，学生 Ａ 对项目的宗旨和意

义认知模糊；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学生 Ａ 通过与

外国官员的接触和服务，对国家政治和外交方面

产生偏好，用心做好志愿服务工作；项目结束后，
学生 Ａ 计划发生转向，由原来毕业后直接就业计

划转向新的进阶目标，如树立考取外交学院或其

他高等教育进修的目标；毕业后，经过努力，他如

愿以偿，考取外交学院双学位，主攻国际关系学；
据学生 Ａ 后期访谈所讲，入学面试问题恰巧涉及

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学生娴熟

而自信地讲述他在教育项目即国家援外人力资源

培训项目中的感触，这一亲身经历和独到见解赢

得面试官宝贵的一票；目前，他已被国家政府机关

录用。 这是深度教育内化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
从表层上看，虽然学生参加的仅是一次课堂以外

的口译教学实践，但对其政治素养的提升、国际视

野的开阔、内心价值观的重塑等诸多方面都产生

隐性或显性的影响。 学生通过技术性反思的内

核，逐步扩大到系统性反思的外延，充分体现出反

思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 学生参与此类教育项目

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以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的目标

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影响，这符合新时代背景下

的教育理念和宗旨。
Ｔｏｃｈｏｎ 认为，从教学程序层面上看，整体性

项目的优势还在于能够在促进传播的共同框架内

将不同领域主题的内容（比如和各种语言模块相

关的任务域） 联系起来，发展教学策略 （ Ｔｏｃｈｏｎ
２０１４：７１）。 比如口译教学整体行动方案中不同

主题的教育项目，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

口译主题。 自我效能理论、归因理论和自我决定

理论（Ｄｅｃ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３２５）这 ３ 个心理和动机理

论较好地解释基于整体行动方案的深度教学法的

可行性，阐明该方法在激励学生方面为何如此有

效。 根据这 ３ 种动机理论，教育项目能够提供有

效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因为这些项目也是

得益于学生们的内在动机。 自我效能理论对学习

者的要求是，要向能够作为行为典范的成功同龄

人学习，使他们坚信自己同样也能够实现目标，进
而确定自己的实践方案，发展认知和元认知策略。
学生需要清楚了解的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由他

们自己掌控。 归因理论彰显出教师的重要作用，
强调学习的过程是快乐和成功的源泉，需要弄清

楚的不仅是目标，还有成果和选择成果的根本原

因。 对专业成就的研究表明，专家学者的成功关

键在于持久不懈的努力而非外在的帮助或机遇，
成就源自内因而非外因，这是在个人和团队项目

的实践中得到的经验。 自我决定论强调学生对团

队关系、自主性和自我指导能力的需求。
涂尚（２０１６：６６， Ｔｏｃｈｏｎ ２００３：１１）认为，非教

条视角下的教学法要求教育者充分意识到他们所

使用和推广的教学模式的优缺点，然而，没有任何

一个教学模式完美无缺。 整体性项目趋势的确体

现出一种倡导输出型活动的教学法，以任务为中

心的产出在认知、社会情感及审美层面上具有教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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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作用。 其缺陷在于特定的全球化语境下教育者

往往忽视对个体概念的系统掌握，如对教学内容

的忽视；基于发现的学习过程较慢；教育项目中的

行动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偏离等。 同样，从教学

程序性层面上看，整体行动项目的归纳性策略可

能将学习者束缚于试验性阶段，从而浪费时间。
在语用心理学指导下，教学者和学习者必须迅速

从实地经验转向反思阶段和经验的心理概念化。
深度教学法整体行动项目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

于，学习者所参与的教育项目的各项条件通常由

教师的个人倾向所决定，而实际上，最佳整体性行

为是自然而然由学习者自由产生，因此，以整体活

动为中心的教学法与其相矛盾，这就须要对情感

目标进行系统化设置，然而，在大众教育中对个人

成长和自主实现进行系统化实为困难 （ Ｊｕｎｇ
１９７３， Ｍａｓｌｏｗ １９９８）。

整体行动项目的最终目标指向有效的教育结

果，在教学内容、程序操作和语境条件（教育项

目）３ 要素中要辩证统一地看待和执行，保持其平

衡，才能使整体行动方案行之有效，本研究将口译

教学和整体行动方案的结合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

有力论证。

４　 结束语
深度教学法“挑战机械的课程模式，也对基

于线性思维、控制和预测的教学法提出挑战”。
整体行动方案的教育项目意味着“对未来教育的

理解，也是对未来开放的、循环的、有机的和新兴

的教育的理解” （Ｂｕｓｓ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涂尚 ２０１６：
９５）。 基于整体行动方案的深度教学法运用灵活

的、适应性强的“反思—行动”方法，它将学生的

兴趣融入课程，将自学计划和学校规划相结合，使
课堂变得生动活泼。 对内容的主题式管理可以使

知识情景化，而具体体验确保知识围绕特定体裁

的同化吸收（Ｈｙｌａｎｄ ２００４， Ｂｙｒｎｅｓ ２００５）。 深度教

学法对学习者和教育工作者提出区别于传统教学

模式的新要求、高标准，教师需要掌控教育项目的

全过程，学习者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突破传统的课

堂教学模式，这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过程。 要求

教师和学习者在这一系统性、整体性过程中始终

保有一种兼容并蓄的世界包容观和国际化视野与

情怀。 本研究在口译教学过程中，采用深度教学

法，将深度教育理念贯穿始终，以国家援外人力资

源培训项目作为整体行动方案中的教育项目，通
过学生和教师的反馈形成整体性反思，对深度教

育理念和深度教学法的认知和实践效果产生一定

研究成果。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参加口译

教学整体行动方案教育项目的口译学生形成对自

身的客观认知；口译任务的成功体验增强了学生

的自我认同感、成就感、归属感和自信心；自我效

能评价能够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有利于端正学

习动机；在教育项目过程中的自主思考、内省和反

思有助于学生自我建构更切合自身的学习方法；
在提高学习效率、改善学习效果、促进跨文化交际

能力、增进沟通协调能力等综合素养上得以内化

和提升；更重要的是，深度教育所关注的人生观、
价值观、金钱观、理想观、国家荣辱观等观念的升

华，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国际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视野的拓展，人生道德品

质的熏陶和升华等，一一在本研究的实验中得以

初步印证。
目前，我国翻译教育已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

历史阶段，但“教”与“育”的不和谐、不统一严重

制约着翻译教育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

教育政策制定者的重视、课程设置的特制、教学方

法的深度研究、持续的实践证明以及夯实的师资

建设等。 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

纲》制定的教学目标更注重“通用性专业人才”的
培养，偏重技能培训和人才培养目标，尚未将“教
育”理念融入教学目标和定位中，这是一个长期

的系统工程，需要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和不断

探索研讨才能逐步推广、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陈坚林　 贾振霞．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外语学习方式探

索研究［Ｊ］． 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７（４）． ‖Ｃｈｅｎ， Ｊ． ⁃Ｌ．，
Ｊｉａ， Ｚ． ⁃Ｘ．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Ｔ⁃Ｂａｓｅｄ Ｆ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ｒａ［ 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４）．

弗朗索瓦·维克多·涂尚． 世界语言与文化深度教育法：
帮助学习者深度学习语言［Ｍ］． 麦迪逊：德普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６． ‖Ｔｏｃｈｏｎ， Ｆ． Ｖ．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Ｌｅａｒｎ ａ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Ｄｅｅ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Ｍ］．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Ｄｅｅ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胡加圣　 陈坚林． 外语教育技术学论纲［Ｊ］． 外语电化教

学， ２０１３（３）． ‖Ｈｕ， Ｊ． ⁃Ｓ．， Ｃｈｅｎ， Ｊ． ⁃Ｌ．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ｅｄｕ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Ｊ］．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３）．

焦　 丹． 基于真实项目的口译教学模式探索［Ｄ］． 上海

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４． ‖Ｊｉａｏ， 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Ｄ］．

４８

２０２０ 年　 　 　 　 　 　 　 　 焦　 丹　 深度教学法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第 ５ 期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
焦　 丹． 口译教学动态模式构建研究［ Ｊ］． 外语电化教

学， ２０１６（５）． ‖Ｊｉａｏ， 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ｉ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５）．

焦　 丹． 口译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证［Ｍ］． 北京：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７． ‖Ｊｉａｏ， 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秦瑾若　 傅钢善． 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 ＭＯＯＣ 学习活动

设计———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为例［ Ｊ］． 现代教

育技术， ２０１７（５）． ‖Ｑｉｎ， Ｊ． ⁃Ｒ．， Ｆｕ， Ｇ． ⁃Ｓ． Ｔｈｅ Ｄｅ⁃
ｓｉｇｎ ｏｆ ＭＯＯ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５）．

徐锦芬． 论外语教师心理研究［Ｊ］． 外语学刊， ２０２０（３）． ‖
Ｘｕ， Ｊ． ⁃Ｆ．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３）．

詹青龙　 陈振宇　 刘小兵． 新教育时代的深度学习：迈克

尔·富兰的教学观及启示［Ｊ］． 中国电化教育， ２０１７
（５）． ‖Ｚｈａｎ， Ｑ． ⁃Ｌ．， Ｃｈｅｎ， Ｚ． ⁃Ｙ．， Ｌｉｕ， Ｘ． ⁃Ｂ．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Ｎｅｗ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Ｅｒ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ｕｌｌａｎ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 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
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５）．

祝智庭　 彭红超． 深度学习：智慧教育的核心支柱［ Ｊ］．
中国教育学刊， ２０１７（５）． ‖Ｚｈｕ， Ｚ． ⁃Ｔ．， Ｐｅｎｇ， Ｈ． ⁃Ｃ．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ｉｌｌａ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５）．

Ｂｕｓｓｅｙ， Ｍ．， Ｉｎａｙａｔｕｌｌａｈ， Ｓ．， Ｍｉｌｏｊｅｖｉ ＇ｃ， 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ｓ ［ Ｍ］．
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 Ｓｅｎ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８．

Ｂｙｒｎｅｓ， 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 Ａ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Ｐ］．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２００５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ＣＡＲＬＡ． ２００５．

Ｄｅｃｉ， Ｅ． Ｌ．， Ｖａｌｌｅｒａｎｄ， Ｒ．， Ｐｅｌｌｅｔｉｅｒ， Ｌ．， Ｒｙａｎ， Ｒ． Ｍｏ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９１（２６）．

Ｈｙｌａｎｄ， Ｋ． Ｇｅｎ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Ｍ］．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Ｊｕｎｇ， Ｃ． Ｇ．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 Ａｃａｕｓ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Ｍ］．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 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ｎ， １９７３．

Ｍａｓｌｏｗ， Ａ．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ｅｉｎｇ［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 １９９８．

Ｍａｒｔｏｎ， Ｆ．， Ｓäｌｊö， Ｒ．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ｅａｒ⁃
ｎｉｎｇ： Ｉ—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Ｊ］．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６（１）．

Ｏｓｂｏｒｎ， Ｔ． 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 Ｍａｈｗａｈ：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２００６．

Ｔｏｃｈｏｎ， Ｆ． Ｖ．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ｏｒｌ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
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Ｉｎ： Ｔｏｃｈｏｎ， Ｆ． Ｖ．，
Ｈａｎｓｏｎ， Ｄ． （Ｅｄｓ． ），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Ａｔｗｏｏ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３．

Ｔｏｃｈｏｎ， Ｆ． Ｖ． Ｄｅｅ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ｅｒｓ， ２０１０（１）．

Ｔｏｃｈｏｎ， Ｆ． Ｖ．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Ｌｅａｒｎ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 Ｍ］． Ｂｌｕｅ
Ｍｏｕｎｄｓ： Ｄｅｅ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定稿日期：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０ 【责任编辑　 陈庆斌】

５８

２０２０ 年　 　 　 　 　 　 　 　 焦　 丹　 深度教学法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第 ５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