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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现有的研究，归纳总结 CALL（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的发生、发展、名称和定义、研究方法和理论框

架、实践与反思、问题和争论、当前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等，同时与

中文 CALL 做比较。结果表明，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2与 CALL 研

究的发展基本一致，也出现过对 CALL 的反思和争议，同时也经历

了与 CALL 研究相对应的发展阶段，比如（根据 Xu 2004、2005、

2013）中文 CALL 的开创阶段（1970-1985）与行为主义、结构主义

CALL（1970s-80s、详见正文）相对应，起步（1986-1993）和发展

阶段（1994-1999）与交际 CALL（1980s-90s）相对应，全方位开拓

阶段（2000-2005）与整体教学 CALL（2000 以降）相对应，CALL

的新趋势（2006-2015）与社会 CALL（Web. 2.0 以后）相对应。本

文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总结 CALL 研究并与中文 CALL 做比较，

二是归纳 CALL 的新趋势并尝试预测 CALL 研究的方向。 

 

Abstract: Based on current availabl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ssues in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 through 

examining its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name and defini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bates and rethink, current trend 

and future direc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CALL.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nese CALL went through the same phases as CALL studies 

did and experienced the same debates and reconsideration about CALL 

studies. Their correspondent phases are (according to Xu 2004, 2005, 

2013): 1. Pioneering Stage in Chinese CALL (1970-1985) is 

correspondent to Behaviorist or Structural CALL (1970s-80s), 2. Starting 

(1986-1993) and Developing (1994-1999) Stages in Chinese CALL is 

correspondent to Communicative CALL (1980s-90s), 3. Omni-direc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ALL (2000-2004) is correspondent to 

Integrative CALL (after 2000), and 4. New Trend in CALL (2005-2015) is 

correspondent to Social CALL (after Web. 2.0).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1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第九届国际华文网络教学研讨会（ICICE-2015，MIT, i.e., Xu 2015）TCLT 论坛

上发表。 
2
 本文交替使用中文 CALL 与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同指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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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wo-fold, (1) to review and compare the development of CALL and 

Chinese CALL, and (2)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trend and forecast the 

directions of CALL studies. 

 

关键词：CALL、电脑辅助语言学习、中文 CALL、参与式学习模式、正常

化、社会 CALL 

 

Keywords: CALL,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hinese CALL, 

Participatory Learning Style, Normalization, Social CALL 

 

 

 

1. 简介 

 

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简称 CALL）作

为一个新兴学科，在第二语言教学方面已经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其研究不断兴起，

多媒体教学、网路教学也是日新月异。新技术、新软件、新平台更是层出不穷，反

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发展。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hinese 

CALL）也同样发展迅速，有关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研究和实践也不断深入开

展。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研究与实践与 CALL 研究是否同步？有无差异和不

同？CALL 研究经历了哪些阶段，遇到了什么问题？哪些解决了？哪些争端还存在？

现在 CALL 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有什么新趋势？为了总结成果、发现问题，进一

步推动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全面发展，有必要对 CALL 的发生、发展、名称

和定义、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实践与反思、问题和争论、当前研究重点和发展趋

势等做一总结分析，同时与中文 CALL 相应的方面做比较。这其实也是中文 CALL

与其他与语种 CALL 的比较研究。 

 

 

2. CALL 的名称和发展 

 

2.1 关于 CALL 的名称 

 

电脑辅助语言教学（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Instruction），简称 CALI，也

叫 CAI（Computer Accelerated Instruction)、CALI（Computer Accelerated Language 

Instruction) 、 TELL （ Technology Enhanced Language Learning ） ， 或 MALL

（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都是指电脑辅助语言教学。电脑辅助语言教

学后来被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简称 CALL）

一词所代替，原因是前者不能反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Bush & Terry 

1997、Davies & Higgins 1982、Levy 1997、Shield & Hulme 2008）。 

 

2.2 关于 CALL 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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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ALL）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源于大型计算机。伊利

诺大学的 PLATO（Program Logic for Automated Teaching Operation, 1958-1993）是

最早期的 CALL 项目，曾用以教授英、法、中、俄、希腊、拉丁、西班牙文及世

界语等 8 种语言。郑锦全教授首创用 PLATO 网络系统进行中国字教学则是中文电

脑辅助语言学习的开始。 

 

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ALL）随着个人电脑（PC）在 70 年代的出现进一步发

展，到了 80 年代用 BASIC 写成的用于各种语言学习的软件在 BBC 计算机、Apple 

II和 IBM PC 上随处可见。中文也不例外。第一个 Apple II中文学习软件是 1981 年

杨百翰大学 Kim Smith 的中国字教学软件，第一个 IBM 中文学习软件是 1985 年姚

道中与 Mark Peterson 写的中国字辅导。与此同时，CALL 研究著作开始出现大量

出现，CALL 专业组织如 CALICO（1983-）和 EuroCALL（1986-）也开始问世，

这标识着 CALL 研究的真正开始。90 年代以后，CALL 专业组织、专业研讨会、

专业论文集、专业期刊如 IALLT、 IATEFL、JALT、LLT、CALICO Journal、

CALL-EJ Online、CALL Journal、ReCALL、TCLT、TCLT Online Journal、ICICE、

AMCLE、AMCLE Online Journal
3等相继出现，为 CALL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

基础。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硕士、博士学位也开始出现，有的大学甚至出现制作多媒

体语言学习软件的工作流水线（如华东师范大学）。新技术、新软件、新平台更是

层出不穷，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电脑辅助语言学习包括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的

研究和发展。专业组织、专业研讨会、专业期刊和专业论文集的出现标识着电脑辅

助语言学习的成熟和专业化；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硕士、博士学位的出现（如中国大

陆、台湾等地）则标志着电脑辅助语言学习已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在第二语言教学

方面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3. CALL 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 

  

从上世纪 60 年代到今天，CALL 研究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经历了五十几年，

其间讨论，研究、涉及了很多问题。有的已经有定论，有的还存在争议。 

 

3.1 关于 CALL 的定义 

 

什么是 CALL？这是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Bax（2003）给了最广义的定义：

就是“学习者通过计算机提高语言能力”。这个定义对 CALL 最基本的功能做了描写，

但仍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第一是“计算机”，第二是“提高”。“计算机”在这里其实

还包括很多与电脑有关的东西，比如网络、网络新平台、虚拟课堂、Web. 2.0 技术、

数码媒介、云端储存技术、智能手机、mp3、mp4，白板、DVD 等，所以是一个广

义的、代表与计算机有关的传媒和通讯新技术的概念（Levy & Hubbard 2005）。

而“提高”在这里也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和说明，比如（Hubbard 2009）： 

 

                                                        
3
 后五个是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组织、会议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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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效率：学得快、学得容易，省时省力 

 学习成效：学的扎实，建立多种联系，能保持较长时间 

 易得易用：课本、教材及有关资料等均较之没有计算机要易得、易用 

 不受时地限制：跨时地与同时地学习没有大的区别 

 促进学习动机：使学生更有学习动力、更享受学习 

 办学效率：节省老师、节省资源等 

 

以上例举的这些方面有的已经不是 Bax（2003）所说的“提高”语言能力问题，而是

与学习条件、学习环境等有关的问题。从实践角度讲，Hubbard（2009）还认为

CALL 也涉及与之相关的教师能力、教师培训、专业发展、教材教法的提高和教学

结果测试等问题。 

 

因此，CALL 虽然有广义的定义，但是仍有待进一步限定和说明。 

 

3.2. 关于 CALL 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ALL）早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展示和说明技术语言教学

优于传统语言教学这一点。这种比较通常是以二者并“没有大的不同”（Dunkel 

1991, Pederson 1987）而结束。原因是只比较 CALL 的一个方面比如有无视频、或

者有无字幕、或者有字幕与有无剧本的区别等这并不能全面说明技术语言教学与传

统语言教学的不同（Grgurovie & Hegelheimer 2007)。另一个原因是早期的研究多

为定量分析，现在多为定性分析，特别是在计算机为中介的交际合作方面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 CMC）更是如此，这与 CALL 研究的

成熟有关系（Egbert & Petrie 2005）。Hubbard（2009）搜集、编辑了 2009 年以前

出版的 CALL 研究论文，共四集，全 1820 页，是综合 CALL 定量与定性分析的集

大成者。 

 

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ALL），顾名思义，属于第二语言教学领域。由于

CALL 与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紧密联系，它在检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及假设

方面（包括与之对应的教学法）和在理解语言学习过程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

时又与心理学、社会学、自然语言信息处理、语言学、人工智能、人机对话、计算

机科学、教学法以及科技发展都有关系，因此是一个与多种学科相关联的新学科

（Thomas et al 2013)。由于 CALL 的研究要涉及多种学科、多种理论、多种概念和

多种研究方法，因此 CALL 的研究看起来似乎缺乏统一的标准。比如同一现象由

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可以得出很不同的结论，可以是语言学方面的，也可

以是社会学方面的（Egbert & Petrie 2005、Hubbard 2008、Levy 1997、Levy & 

Stockwell 2006）。这也是 CALL 研究的一个特点。 

 

鉴于此，有不少人批评 CALL 只注意计算机技术却没有发展出自己有系统的

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与之相应的教学法。根据 Underwood（1984）、Phillips

（1985）、Hubbard（1996）、Levy（1997）、Warschauer & Healey（1998）、 

Chapelle（2001）、Salaberry（2001）、Bax （2003）、Colpaert（2004）、Eg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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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on-Smith（1999、2007）的研究，到目前为止，CALL 的理论框架、研究方

法以及与之相应的教学法还是借用的。用于指导 CALL 课程的设计、任务拟定以

及 CALL 研究和 CALL 评测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SLA），一种就是 Bax（2003）的社会学“正常化”理论（见下）。研究方法也有

两种：一种是在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在社会学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方法。  

 

因此，关于 CALL 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以及相对应的教学法还有待于进一

步的研究。 

 

3.3 关于 CALL 的实践 

 

根据 CALL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的发展，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ALL）的

实践，如大家所熟知，包括如下各个方面： 

 

1、 学习软件设计（听、说、读、写及综合练习）和与学习软件相对应的

教学法研究 

2、 学习软件评估 

3、 多媒体教学实践与研究 

4、 网络教学与远程教学 

5、 网络教学软件和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与评估 

6、 混合教学（Blended learning）研究 

7、 语言数据库与语言使用频率检索研究及其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8、 虚拟课堂的研究和应用 

9、 网络参与式语言学习模式研究 

10、 交际网络任务式教学的运用和实践 

 

Brown（1997）提出了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评估的概念（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Testing，CALT），现在 CALT 已经成为 CALL 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

（Hubbard 2009），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教育评估系统（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这个评估系统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自动给一定范围内的课文题目和课文打

分，同时还能评价课文题目和课文的组织和风格等（Chapelle & Douglas 2006）。 

 

学习者训练、语言学习自动化（Hubbard 2004、Blin 2004、Schwienhorst 2008、

Kolaitis et al 2006）、教师培训（又分为服务前和服务中）、智能 CALL

（Intelligent CALL，ICALL）或 NLPCALL（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ALL）

（Hubbard & Levy 2006、Kassen et al 2007、Kassler 2006）也是近年来 CALL 实践

的重要部分。 

 

广义的 CALL 也包括把计算机技术与语言学习相结合的所有的实践活动，比

如 TCLT（科技与中文教学）与 CLTA（全美中文教师学会）研讨会和年会上有关

计算机技术教学的讨论与报告就属于广义的 CALL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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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 CALL 的总结研究 

 

对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ALL）的总结研究开始于 90 年代。比如 Sanders

（1995）总结了 CALL 从 1960-1990 年在美国的发展历史，Delcloque（2000）总结

了 CALL 从 1960-2000 的发展历史，Davies（1997）总结了 CALL 从 1976-96 的发

展，特别强调历史教训和 CALL 研究中要避免的错误；Jung（2005）以书目为纲，

分析了历年发表的著作并以此来总结 CALL 研究的重点及其变化；Hubbard（2009）

搜集了 70 几篇关于 CALL 发展历史的研究文章并在它们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总

结，同时尝试预测 CALL 的未来；Butler-Pascoe（2011）从教育技术和第二语言习

得的角度考察了 CALL 的发展历史，Davies et al（2013）总结了 CALL 从 1960 年

到 21 世纪以来一直到 Web 2.0 出现以来的发展等。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

方面、不同材料和不同时间段上总结了 CALL 研究，具有代表性。从另一方面讲，

这些研究角度不同、重点不同、材料也不尽相同，也都有时间性和阶段性。 

 

3.5 关于 CALL 与课堂语言学习的关系 

 

电脑辅助语言学习（CALL）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或自主学习（Rogers 

1983、Pedersen & Liu 2003、Hannafin & Hannafin 2010）。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具

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双向和互动式学习，一个是自主个体化学习。电脑辅助语言学

习的目的就在于帮助教师有效地进行语言教学，通过双向、互动式学习和自主个体

化学习来强化课堂中已经学过的东西，同时也帮助语言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学习语

言。研究结果表明，面对面课堂教学与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比单一使用电脑辅助语言学习或单一使用面对面实地教学的效果要好

（Pegrum 2009）。TCLT 和 CLTA 年会上发表的论文也涉及了这个问题，结论和

前提也都是面对面课堂教学与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混合学习是方向（Liu & 

Sabenorio 2012、Zhao 2013）。 

 

3.6 关于技术和计算机与教师的关系 

 

这是 CALL 研究中一直被不断提出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计算

机是不是最终要代替老师，或能不能代替老师的问题。计算机技术自己并不能代替

教育本身，一台新计算机也并不能让一个教师突然变得更好，更不能提供一种魔术

药方可以改变语言学习过程，这就像一支新笔不会让一个孩子的写作突然变好一样。

因此，计算机技术本身不能代替教学法，也不能改变语言学习过程，当然也不能代

替老师（Cuban 1986、2001、Thomas et al 2013）。 

 

第七届国际汉语电脑教学研讨会（TCLT7 夏威夷大学、2012）4专门讨论了计

算机能不能代替老师这个问题。结论是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中“辅助”这

个概念不能改，所以计算机不能代替老师，只能“辅助”语言学习，而混合教学则是

                                                        
4第七届国际汉语电脑教学研讨会的主题是“虚拟课堂与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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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Blended）。计算机技术教学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多媒体、多种渠道、多重

感官参与的互动与知识传递，有效延伸课堂训练与学习，同时做人力做不到的事，

比如远程教学、虚拟课堂、跨时空网络参与式任务教学等以极大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其次是技术与计算机和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方面的问题。这完全取决与教师的

教学理念与所采用的教学方法。笃信刺激反应行为主义教学理念的教师，即使有了

当代数码媒介技术，也只能做出操练形式（drill & patterns）的计算机软件

（Warschauer 2011），而受结构主义影响的教师也只会用数码媒介去模拟形式以

解决学习中的问题（Cuban 2001)。 

 

最后，科技媒介的变化，比如笔的发明、纸的发明一直到现代计算机技术的飞

速发展都会给教学方法、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带来新的变化（Kern 2014)。教师要

适应这种变化，就得学习，而且得终生学习（Xie 2014）。科技不会代替老师，但

懂科技、了解科技变化，并能与科技变化共进的老师一定会代替不懂科技、也不了

解科技变化的老师（Xu 2014）。第八届国际汉语电脑教学研讨会（TCLT8，塔夫

茨大学 2014）对“科学素养与中文教学”（Technology Literac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进行了专题讨论。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培训教师以适应现代科学

技术给语言教学带来的变化也成为 CALL 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Kessler 2006）。 

 

3.7 关于 CALL 历史分期的研究 

 

3.7.1 从第二语言习得角度得出的历史分期 

  

具有代表性的 CALL 历史分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第二语言习得角度根据

与 CALL 发展相对应的技术水平、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将 CALL 分成三个阶段

（Warschauer & Healey 1998，Warschauer 2000）： 

 

第一阶段 

行为主义或结构主义 CALL（Behavioristic or Structural CALL），5上世纪七十

年代到八十年代，与大型计算机、行为主义、结构主义教学理念相对应，着重重复

和刺激反应，使用的是句型操练、教学提示（tutorial）、语法词汇填空、多种选择

练习等方法。这样的教学方法、教学软件仍然存在，但大部分语言教师已经摒弃了

行为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教学理念。 

 

第二阶段 

交际 CALL（Communicative CALL），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6与 PC、

CD-ROM、交际教学理念（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盛行）相对应，教学重点是使

用语言而不是分析语言，认为语法应该在语言应用中学习，不必大讲。语言学习软

件重在语用，比如回答问题、提供有上下文的词汇学习、变速阅读、句子重建、简

                                                        
5
 Warschauer（2000）将行为主义或结构主义 CALL 改为结构主义 CALL，同时将其时段从六十到

七十年代推移到七十到八十年代。 
6
 Warschauer（2000）将交际 CALL 的时段从七十到八十年代推移到八十到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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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语言游戏等，大多在课本范围内进行。这种教学方法和基于这种教学方法的学

习软件经过修改，现在仍然在运用。 

 

第三阶段 

整体教学 CALL（Integrative CALL），2000 年以后，7与多媒体、网络、CMC

相对应，整体教学理念尝试批判交际教学法，将听、说、读、写融合为一，以教学

任务或教学计划来达到教学目的。这个时期的 CALL 明显摒弃了操练和提示

（tutorial）的模式，而是改用多媒体、互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整体教学方法。 

 

3.7.2 从社会学角度得出的历史分期 

 

另一种是从社会学角度根据 CALL 的任务形式、活动内容、反馈类型、教师

作用、教师态度、CALL 在教学大纲中的比重，以及计算机所在的具体位置等把

CALL 分成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可以互存并行（Bax，2003）。Bax（2003）反

对 Warschauer & Healey（1998）对 CALL 的分期，认为计算机技术教学到 2003 年

还没有“正常化”（normalization），因此 Warschauer & Healey（1998）提出的整体

教学 CALL 并没有出现（见下）： 

 

第一种方式 

关闭式或受限制的 CALL（Restricted CALL），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基本上是行为主义的教学理念作指导，这种方式与 Warschauer & Healey（1998）

的行为主义或结构主义 CALL 完全相同。 

 

第二种方式 

开放式 CALL（Open CALL），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这里的开

放式是指教师在学生使用软件时的开放式反馈及指导作用。通过为学生提供及时和

多次反馈，使学生最大限度地使用软件学习语言。Bax（2003）认为这一方式包括

了交际 CALL 和整体教学 CALL。 

 

第三种方式 

整合 CALL（Integrated CALL）。Bax（2003）认为计算机技术教学到 2003

年还没有“正常化”（normalization），“正常化”指的是使用计算机技术教学已经到

了“视而不见”（invisible）的程度，也就是说计算机技术教学已经成为语言教学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笔、教科书、黑板一样。因此到 2003 年整合 CALL 还没有

出现。 

 

Bax（2003）提出的计算机技术教学“正常化”问题在 CALL 领域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Bax（2011）对“正常化”又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认为不同的计算机技术（比

如 PPT、投影仪、Blackboard 系统等）可以有不同的“正常化”过程，各地、各校、

                                                        
7
 Warschauer（2000）将整体教学 CALL 的时段从九十年代末改为从 2000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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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老师在使用不同技术方面也会有不同，另外不同学校、不同教师在计算机技术

“正常化”问题上也要做具体分析。  

 

3.8 CMC 和“社会 CALL”的出现以及“正常化”问题的解决 

 

3.8.1 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际合作（CMC） 

 

二十一世纪初期以来，适合于参与式学习的网络社团和平台大量出现，比如博

客、维基、谷歌文档（Google Docs）、脸书（Facebook）、Youtube 视频、微信、

QQ、播客（podcasting）、视频会议（videoconferencing）、虚拟课堂、白板

（whiteboard）、云端储存提取，特别是网络 2.0 合作技术，这为以计算机为中介

的交际合作（CMC）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移动数码媒介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等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大量进入市场，人手一机、或两机已成为正常，这彻

底改变了以往技术教学受计算机限制的情况，同时也全面催生了参与式学习模式和

社会 CALL（Social CALL）（Thomas et al 2013）。 

 

3.8.2 参与式学习模式  

 

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际合作（CMC）8使互动、多媒体、多重感官参与的知识

传送（同步、异步）成为可能。语言学习也从语言形式学习变成以培养社会交际能

力、解决问题为目的，以游戏要求为形式，同时伴有智能反馈与评测的参与与合作。

（Thomas et al 2013）。 

 

移动数码媒介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极大普及则使网络社会平

台、网络交际合作进入全社会范围。因此，面对面教学法的简单网络转换（即把面

对面教学法施用于网络教学）已经不适应以培养社会交际能力、解决问题为目的，

以游戏要求为形式，同时伴有智能反馈与评测的网络参与与合作了。代之而来的是

网络参与式学习模式。在参与式学习模式中，师生界限打破了，是学生同时也是老

师，是学习同时也是合作，同侪启导与合作和授课并行（Thomas & Reinders，

2010）。 

 

3.8.3 社会 CALL（Social CALL，Web. 2.0 以后） 

 

Thomas et al（2013）因此在 CALL 历史分期三阶段上增加了第四阶段：社会

CALL（Web. 2.0 以后）。社会 CALL 与计算机和移动媒介为中介的社会交际合作

相对应。社会 CALL 重在培养学生社会交际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学习、激发学生

学习动机、提倡个性化、民主、合作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Reinders & 

Darasawang, 2011)，同时也鼓励批判性思维、提倡基于完成任务的研究与开放性的

语言活动（Schafer, 2008; Warschauer, 2012)。 

 

                                                        
8根据时间分为同步与异步 CMC，根据形式又分为文本、音频和视频 CMC（Hubbar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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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正常化”问题的部分解决 

 

Bax（2003）的计算机技术教学“正常化”问题包括多媒体课本问题、电脑在哪

儿以及技术支持和领导支持等问题都由于人手一机、人手两机这些每天都在使用的

当代数码媒介和技术而解决了。因此电脑在哪儿、多媒体课本问题、技术支持问题、

领导支持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些方面的“正常化”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其他方面

的“正常化”问题，比如各地、各校、各个老师在使用不同的技术方面的不同，在使

用多媒体教学、网络参与式教学、移动数码媒介教学等方面的不同，还要根据具体

情况做具体分析（Bax 2011）。 

 

 

4. CALL 研究与中文 CALL 的比较 

 

4.1 对中文 CALL 所作的总结 

 

随着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实践和发展，对中文 CALL 的分析总结也从未

间断过，比如 Alber（1989、1996）对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技术进行了总结分

析；Dew（1988、1989）总结了台湾的中文教学软件；Yao（1996）总结、分析了

25 个中文教学软件；Zhang（1998）总结、分析了 10 个中文教学软件；Xu（2002）

总结、分析了 30 多个中文教学软件；Bourgerie（2003）搜集調查了 42 个中文学习

软件、11 个工具软件、3 个测试软件、还列出了 13 个网上中文阅读点、30 个网上

新闻点、15 个网上汇集点；Yao（2003）总结分析了美国中文教学网站，认为当时

有关中文的网站虽然很多，但直接用于教学的却很少，质量也参差不齐；Xu

（2004、2005）把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开创（1970-

1985）、起步（1986-1993）、发展（1994-1999）、全方位开拓（2000-2005）9；

Xie 和 Yao（2008）总结了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网站及软件，并讨论了 CALL

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Yao（2009）总结、分析了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网站，

特别是有特点、有专门目的（比如专门发展学生交际交流能力）的网站；Xu

（2013）又提出了电脑辅助语言学习新趋势的说法。 

 

4.2 CALL 的新趋势 

 

Xu（2013）从四个方面总结了 2006 年以来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新趋势： 

 

一、科技大爆炸、大普及、大提高比如数码媒介、移动技术大量涌现、大量普

及，网上参与式平台百家争鸣，云端技术、储存提取日臻成熟，虚拟课堂、视频会

议、资讯通讯技术大突破，Web 2.0 技术更是为跨时空合作与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9
 第三阶段“发展”和第四阶段“全方位开拓”在 Xu（2004）中不加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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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大爆炸、大普及、大提高催生了数码新一代学习者，他们要求新的学

习方式、方法、和环境。首先是要求数码信息和电子通信（至少用 PPT，电邮），

其次希望趣味学习、游戏学习，希望可以通过网络、云端与教师和其他学生互动和

共享，希望可以通过数码信息和交流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通过网络与外部真实世界相联系，最后希望交互使用虚拟课

堂和实地课堂，希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主（因人而异）学习，特别是动态学习

（24/7，通过 Skype、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三、数码新一代学习者的要求对传统教学法提出了挑战，也对教师提出了挑战。

这要求教师熟悉网络参与式交流工具在语言教学上的应用，比如 MOOCs 

(cMOOCs)、虚拟课堂、资讯通讯等并熟悉（虚拟课堂、实地课堂）混合教学，要

求教师尝试开放式教学比如移动教学、云端教学，同时尽可能多地将数码媒介结合

到语言教学中去。在教学大纲方面，要求教师创立任务式教学和语义协商的网上应

用等。因此教师培训（服务前、服务中）是电脑辅助语言学习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Hubbard 2009）。 

 

四、与此同时，不管数码新一代学习者对教学法、对教师有多么高的要求，他

们也应该懂得在教育科技大提高、数码媒介大发展的同时，更要注意隐私权、版权、

安全等等网络和社会问题，所以学生也需要培训。培训内容除了如何使用和学习须

知等有关数码媒介的必备知识以外，上述问题也是一项重要内容。（Thomas et al 

2013） 

 

Yao（2009）和 Xie & Yao（2008）例举和分析的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网

站就反应了上述新趋势。Liu（2015）统计分析了从 2000 年到 2014 年 TCLT 大会

发表的论文和 CLTA 年会上发表的有关中文 CALL 的论文，认为 TCLT 和 CLTA

近年年会上发表的论文更加突出了以上这些新趋势。 

 

4.3 CALL 分期与中文 CALL 发展阶段的比较 

 

根据许（2004、2005、2013），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发展大概可以划分成

五个阶段： 

 

一、开创（1970-1985） 

二、起步（1986-1993） 

三、发展（1994-1999） 

四、全方位开拓（2000-2005） 

五、CALL 的新趋势（2006-2015） 

 

与 CALL 分期相比较，开创阶段（1970-1985）基本上与行为主义或结构主义

CALL 和关闭式 CALL 相对应（70s-80s），起步（1986-1993）和发展阶段（1994-

1999）基本上与交际 CALL 和开放式 CALL 相对应（80s-90s），全方位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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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5）基本上与整体教学 CALL 和整合 CALL 相对应（2000 年以后），而

CALL 的新趋势（2006-现在）则基本上与社会 CALL（Web. 2.0 以后）相对应。 

  

如果上述这种对应关系正确的话，那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与 CALL 研究基

本上是同步的。虽然有些具体阶段和时间在对应上有所不同，但中文 CALL 基本

上经历了其他语种 CALL 的同样发展阶段，因此关于中文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发

展可以写成如下四个阶段： 

 

一、开创阶段（1970-1985）：与行为主义或结构主义 CALL 和关闭式 CALL

（70s-80s）相对应 

二、起步和发展（1986-1999）：与交际 CALL 和开放式 CALL（80s-90s）相

对应 

三、全方位开拓（2000-2005）：与整体教学 CALL 和整合 CALL（2000 年以

后）相对应 

四、CALL 的新趋势（2006-2015）：与社会 CALL（Web. 2.0 以后）相对应 

 

 

5. CALL 研究的方向 

 

Hubbard（2009）在谈到 CALL 研究方向时提到了三个方面：一是以 Web. 2.0

为基础的网络参与式学习与合作，二是以移动数码媒介为基础的移动式教学，三是

进一步探索以三维虚拟世界为媒介的语言学习。认为这三个方面今后仍然是 CALL

研究的方向。Thomas et al（2013）认为社会 CALL（见上）抓住了当代 CALL 的

特点，因此反应了 CALL 的新趋势和研究方向；并且认为 CALL 研究包括 CALL

教学法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应该以学习者怎么学习和怎么使用技

术来学习为基础，因此弄清楚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过程和需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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