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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的中法文 e 搭档语言交换课程是由瑞士日内瓦大学文学院汉学系与中国湖北大学外国语
学院法语系合作研究并实践的网络语言交换课程模式。本课程依托网络课程平台 Moodle和网络交流工具
Skype 为学生提供“活”的语言学习环境，学生通过参加以主题为基础的任务型语言交流课程，利用母
语优势互相帮助学习对方语言，训练综合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和技能，培养目的语交际能力，加强双方的

跨文化意识，同时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该课程的迭代性设计方法、实践方式

以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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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presents an eTandem Chinese-French course conducted between the Unit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and the French Department of Hubei University. The course includes theme-
based asynchronous learning activities on Moodle as well as task-based synchrononous oral communication via 
Skype. The purpose of the course is not only to develop linguistic competence, but also to improve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he iterative design of the course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s in the article.  
K ey words: eTandem language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enc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terative 
design, Design-based research. 

0  引言 
语言交换（Tandem language learning）指的是语言学习者根据各自的需要，通过自主

交流互相学习对方的母语和文化（Brammerts, 1996）, 它是一种建立在自主学习、互惠互
利基础上的语言学习方式。它最早源于 19世纪初英国的 Joseph Lancaster和 Andrew Bell
在语言教学中引入的 “peer correction”（学生相互纠错）, “teach to learn”（藉由教
而学）的教学理念。20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Tandem”（语言交换）作为术语被
正式使用，法语德语青年交换项目（French-German youth exchange）首次采用 Tandem为
欧盟 ERASMUS交换生的语言学习服务。从二十世纪 80年代开始，Tandem语言交换开
始在欧洲推广开来, 并逐渐涵盖了欧洲的主要使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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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面对面的语言交换走
向了远距离的语言交换(eTandem)。1992年，在德国波鸿大学（Ruhr Universität 
Bochum）的 Helmet Brammerts以及其他研究者的推动下，International E-Mail-Tandem 
Network (今天的 International Tandem Network)成立并开始为欧洲语言交换项目提供网络
服务，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上对语言交换项目给予指导。此后，大量的语言教师与研究者参

与到 eTandem在语言教学实践中的探索与研究中来，比如，利用电子邮件的法语英语笔
友交换（Tandemcity），英语德语交换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教师的作用（Beltz，
2003b）,西班牙语和英语交换中的跨文化能力研究（O' Dowd，2003；Vinagre，2005), 
以及对于网络合作学习项目中教师合作的研究（Keranen et Bayyurt，2006），等等。这
些研究结果都证明利用网络语言交换能够帮助培养语言学习者的语言交流能力，增强学习

者的文化意识并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然而，这

些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在欧洲语言中，与非欧洲语言进行的合作项目并不常见(Belz, 
2003)。涉及到汉语和其他语言交换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如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学生
与澳大利亚 Griffith大学中文学生的语言交换项目（Tian &Wang, 2010），但也仅仅是刚
刚开始。 

本文作者所要介绍的中法文 e搭档网络语言交换课程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到启
发，将网络语言交换运用到正式教学实践中的实证研究。 

 

1  中法文 e搭档课程的迭代设计 
本课程采用以 ADDIE （Strickland, A.W, 2006）课程设计模式为基础的迭代性循环

设计，即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根据教学反馈对课程设计进行周期性调整。该课程是基于设

计的（design-based）、迭代式的（iterative）和循序渐进的（progressive）。课程的设计
思路遵循了 Cobb et al.（2003） 提出的三个主要阶段和五个步骤 (见图 1) ：第一阶段
“设计准备” (图中所示设计与发展)，第二阶段“设计实施”（图中所示实施），第三

阶段“回顾与分析”（图中所示评估与分析），这三个阶段和五个步骤包括在每个设计周

期中，并不断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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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法文 e搭档课程的迭代设计图 

 

本课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历 2009－2010年的实验期、2010－2011学年的扩展期、2011－
2012年的优化期，现在进入到第四个周期（2012－2013学年）。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将首先对该课程做一个全面的介绍，然后从课程设计角度对已完成的三个周期进行总

结和分析。                                                                                                                                                                  

 
2  课程介绍 
2.1 课程背景 
中法文 e搭档语言交换课程由瑞士日内瓦大学文学院汉学系与中国湖北大学外国语学

院法语系共同合作开发，目前是日内瓦大学文学院汉学系 ChineWeb中文网,即中文融合型
教学项目（Projet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moderne en formation hybride—ChineWeb (由牧
晨曦 Claudia Berger女士于 2006年创立)的一部分。ChineWeb中文网结合了混合式教学模
式将传统学习方式和网络学习方式结合的两大优势，既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

程的主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余胜泉

等,2005）。中法文 e搭档课程面向具有中级汉语基础（正规学习汉语至少一年并达到相
当于欧洲语言标准 A2到 B1级的水平）的法语母语学生和具有中级法语基础（学习法语
一到两年）的汉语母语学生, 目前教学对象为日内瓦大学汉学系本科二年级学生与湖北大
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本科二年级学生。 
该课程基于语言教学的社会建构主义法，依托网络课程平台Moodle和网络交流工具

Skype为学生提供“活”的语言学习场景，学生通过一对一的交流，参加以主题为基础的
任务型语言实践课程，利用母语优势互相帮助，训练和提高综合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和技

能，同时加强双方的文化意识。该课程目前是日内瓦大学汉学系本科生二年级现代汉语基

础必修课课（本科学历课程），湖北大学法语系本科生二年级听说技能辅修课。 

2.2  课程进行方式与学时安排 
课程进行时间为一学年，共 24授课周，每学期 12授课周，每周一个小时。学期开始

前学生进行课程注册并通过“找搭档”论坛发帖寻找各自的语言搭档。第一周口语话题为

“很高兴认识你”。主要是学生互相认识，熟悉 Skype交流，老师在线帮助解决技术问题
等等。从第二周开始到第十一周为正式上课周，学生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内进行口语交流，

30分钟法文，30分钟汉语。一学年完成 20个单元。 期间根据双方假期协调安排各自的
教学活动，每学期最后一周为课程小结。 

2.3  课程管理 
Moodle是本课程的教学管理平台，整个课程大纲和结构都被安排在Moodle上：  
 课程介绍：课程的总体介绍以及教学计划 
 课程论坛：公告栏（教师发布任务专区），师生和生生论坛（提问区），单元论
坛（学生提交单元作业，包括用母语为各自语言搭档做的讨论小结，提交单元任

务自查表）  

 主题单元：也是学习资料区，包括可下载的 PDF 或者 Word 文件（单元任务说
明，相关教材内容），实用的网站链接（与主题相关的知识性网站），以及上传

的音像资料等等，方便学生进行口语交流前的准备工作。同时还安排了一些自行

开发的网上练习，如听力、翻译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做。  
2.4  使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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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使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从法国阿歇特图书出版集团引进的《走遍法

国》（Reflets）第一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由马晓宏、柳利主编的《法语》1
修订版 （2007年 6月）和由马晓宏、林孝煜主编的《法语》2修订版（2009年 4月）；
日内瓦大学主要使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世涛主编的《初级汉语阅读教程》第二

册。 

2.5  课程评估方式 
日内瓦大学学期与年度课程评估表（实验期没有），学生背景问卷调查（该问卷调查

旨在调查学生汉语/法语学习基本状况，了解学生学习困难，收集学生数据（包括性别、

年龄、爱好等等，以帮助分组和研究之用）），口语测试两次（前测和后测），单元自我

评估表（学生每次课后在Moodle中填写的自查表），以及课程学期问卷调查和访谈。 
 
3  三个周期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课程实验期、扩展期和优化期进行详述。每个周期都有具体的

研究问题，每个周期的实践结果都会为下一个周期的设计提供指导。 

3.1  实验期 （2009—2010学年） 
在实验期参加的学生为 6名，他们的中文/法文程度为 B1－B2。参加者自由报名，教

师挑选后组合成三对搭档，通过日内瓦大学Moodle教学平台系统注册。课程进行一学
年，共 16个授课周，两周一个单元，完全自由的交流时间。课程内容包括基于主题的口
语与写作任务（这些主题与教学内容没有相关），学生互相批改对方写作任务，老师给最

后评语。课程的协调员/辅导员（本文作者担任）负责管理课程，协调两边教师的合作，

为学生提供在线技术支持（包括Moodle平台的使用和操作、Skype的安装、使用和操作
等等），指导学生的口语交流活动。（具体设计见图 2） 

 



中文教学现代化学报       The Journal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JM C L E 

JMCLE Vol.2 No.1 May. 2013 PP.53-62 ©Association for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57 ~ 

图 2 2009－2010 试验期课程设计图示 
试验期的主要研究问题： 

 e搭档课程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学生学习对方的语言？ 
 同时加入基于主题的口语和写作任务会给学生的学习量带来什么变化？ 

 语言搭档在互相纠正口语错误和写作错误的过程中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教师如何组织学习？教师的工作量会是怎样？ 

 在本阶段会遇到什么样的技术问题？如何解决？ 

 协调员和辅导员的具体工作包括哪些？ 

e搭档课程如何评估？ 
学期结束后教师和学生都分别参加了课程评估问卷调查（主要由开放式问题组成）和

访谈（由本文作者在 Skype 上与学生进行）。参加课程的所有学生都表示，e 搭档课程作
为一种全新的语言学习课程给他们传统的学习方式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开始遇到一些技术

困难，比如网络不通畅、对网络教学平台不熟悉、对网络及时交流工具的掌握不熟练以及

对这样的学习方式不适应等等，本阶段协调员/辅导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对学生进行帮

助。 

我们在试验阶段同时引入基于主题的口语与写作任务，目的是为了观察 e 搭档课程在
这两个重要的语言输出技能上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观察到的结果反映教师和学生

投入的时间和工作量与学习效果不成比例，比如，学生可以独立完成在口语交流中互相纠

正语音和简单的词汇、语法错误，但是在互相批改对方的写作任务时，在如何把握批改的

“度”上则需要教师指导。而教师一旦参与到写作任务的批改，工作量又是惊人的。这与

我们希望通过 e搭档课程达到更有效率的语言学习的初衷显然是不符合的。 
所有参加的学生在学期课程评估和访谈中都表示，在相同的学时条件下，通过每周与

搭档的即时交流，自己在口语和词汇方面得到的进步要大大高于不参加该课程独立学习所

取得的进步。而且，该课程设计的一些主题在帮助双方了解各自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促

进作用。所有学生在访谈中都强调自己在 e 搭档课程学习中得到了很大的语言学习乐趣，
而且非常愿意继续参加这样的课程。 

3.2  扩展期 （2010-2011学年） 
实验期的结果表明，e 搭档课程推广到大班级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何进行课程设

计，我们还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学生人数大量增加后搭档分组如何操作？ 

 本阶段协调员和辅导员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在设计基于主题的口语任务时要考虑哪些重要因素？  

 翻译练习加入到该课程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 

本课程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测试方法和标准？如何操作？ 

在扩展期双方共有 49位学生参加（湖北大学 30，日内瓦大学 19），两边的人数并不
相等。学生通过填写日内瓦大学网络课程注册信息表来注册，教师通过学生注册信息来组

合搭档，经过辅导员的协调，部分学生组成了一对二的搭档。课程注册完成后，学生收到

确认邮件以及关于如何使用 Moodle 和 Skype 的指南。为了保证课程正常进行，双方教师
还专门对学生进行了培训。课程只保留了基于主题的口语交流任务，写作任务暂时不予考

虑。 

值得一提的是，扩展期的主题主要从学生的综合阅读课中选择，保证口语交流任务主

题与现行教学内容部分挂钩。同时在每个主题资源里增加了部分相关的网上翻译练习。课

程进行一学年，共 20 授课周，每周一个单元。第一个学期要求全部学生在固定上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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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口语交流，双方教师即时在线答疑辅导；第二个学期则尝试采取固定上课时间与自由

交流时间两种方式相结合。学生完成任务后必须填写在线自查表并及时提交。课程协调员

/辅导员的工作在该周期得到了细化和量化，负责管理课程，协调教师合作，提供在线技

术支持，指导口语交流。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学年末所有学生都填写了日内瓦大学课程正

式评估表（湖北大学的学生使用翻译过的中文版评估表）。（具体设计见图 3） 

 
图 3 2010-2011 扩展期课程设计图示 

对课程学年评估以及学生测试结果和访谈的数据分析表明，超过 95％的学生完全接
受该课程，并愿意继续进行。学生反映主要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受益。 

通过对学生参与 Moodle 课程的数据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课
程开始的参与数据与课程即将结束时期的参与数据有较大差距，说明学生网络课程的参与

量不够，和学生对待课程的态度有关系；其次，缺席在第二学期比较明显，笔者认为与两

校的课程设置规划有关。 日内瓦大学汉学系的课程设置是以文带言，更注重学生对于中

国社会、文化、历史的学习，语言技能的培养不是教学重点，而是依靠去汉语母语地区进

行长期进修来提高。而湖北大学法语系的课程设置则是以低年级语言技能培养为主，打好

语言基础，为高年级的社会文化历史学习做准备。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湖北大学法语系

学生二年级有专业四级考试的压力，再加上 e 搭档课程还不是正式课程，所以影响了学生
的出勤率以及学习态度。也正如 O'Dowd（2010）在他的研究里发现的一样，课程没有正
式化影响了学习效果。 

搭档管理和协调的科学性也有待加强，尤其是当学生缺席时，必须有应急措施，否则

对学生的学习以及积极性都会有负面影响。课程进行当中由于湖北大学校园网的流量突然

受到限制，导致上课时间有超过一半学生无法正常登录 Moodle 和 Skype。针对类似突发
事件，在下一个周期必须提早准备应急措施。学生在访谈中还提出翻译练习量过大，教师

批改不及时、课程页面不简洁、口语任务不明确等等问题以及改进意见，这些都非常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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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一步的课程优化设计。 

3.3  优化期 （2011-2012学年） 
在对课程扩展期结果分析的基础上，笔者与其合作教师改进了课程设计。主要变化包

括： 

首先，经过努力，e 搭档课程成为日内瓦大学汉学系的一门必修课程。而湖北大学目
前指派了固定的教师来负责该课程的设计与沟通，同时将把该课程写入新的法语专业培养

计划表中上报到教务处。 

其次，关于语言搭档。每个参加的学生必须确定两个搭档，主搭档与副搭档，以应对

搭档缺席问题。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法减少了学生因为搭档缺席而不能上课的问题。 

该学年参与课程的学生人数增加到 81人(日内瓦 38人+湖北 43人)，所有学生学生填
写注册申请表通过日内瓦大学 Moodle 课程注册后进入课程里的“搭档组合”论坛，发布
自我介绍，然后自行组合搭档，搭档组合好之后在该论坛里发帖说明。这样的方法比之前

教师组合搭档更有效，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更高。同时，为了方便学生的学习与辅导员的即

时帮助与管理，e 搭档课程的交流时间由固定上课时间和学生自行约定交流时间相结合
（必须要在搭档组合论坛说明自行约定的时间）。（具体设计请见图 4） 

 
图 4 2011－2012 优化期课程设计图示 

口语交流任务设计也有很大调整。首先，口语交流任务与双方各自的现行课程紧密联

系，保持同步。任务说明由双方教师共同制定完成，包括主题的选择、每个主题的描述、

讨论和辩论的话题。所有网络版的参考资料都来自于其他课程内容（如中文的综合阅读，

法语的泛读课程，以及双方学校编写的教材等）。其次，为了让 e 搭档课程成为一个现行
课程的延伸和补充，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双方授课教师都被邀请

参与到该课程的每个主题任务设计里来。比如通过和语法教师的合作，一些语法难点比如

汉语中疑问代词的使用以及法语中未完成过去时和复合过去时的区别被融合到 e 搭档课程
的口语交流任务中，让学生通过描述、复述、回答问题、讨论等等形式与搭档练习这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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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难点，并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在口语交流任务完成后，学生必须用各自母语为对方做个小结，并在单元论坛里发

帖。教师用各自的母语批改学生的发帖，主要修正语法、词汇错误。该任务不仅能更好地

利用学生各自的母语优势， 同时还帮助学生反思学习过程。 

优化期的的重点研究问题包括： 

该课程成为必修课会对学习效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e搭档语言交换课程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 
 e搭档语言交换课程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 
 课程协调员和辅导员的工作量如何计算？ 

 和其他科目教师合作，比如和翻译和阅读教师的合作，是否能设计出更有

针对性的口语和写作任务？ 

如果是，那么 e搭档课程是否可以成为二年级学生的一个基本技能训练必修课？ 
从课程学年评估以及学生测试的数据来看，学生对课程的参与是积极的，对各自的学

习效果是满意的。然而，数据显示，日内瓦大学网络课程的参与量大大高于湖北大学的参

与量，这是不是和课程在日内瓦大学是必修课，而在湖北大学不是必修课有关？这一点值

得在后续项目中继续研究。 

学生学习自主性培养也是该时期的研究问题。高度的自主性是语言搭档学习方式得以

持续的重要前提，实际教学也需要教学干预与指导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通过对这三个周

期的课程设计与反馈进行分析，笔者发现教学干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课前指导：教师必须给出详细清晰的任务说明 

 课中支持：课程协调员/辅导员在线答疑，解决技术问题，管理和协调搭

档关系 

课后辅导：课程辅导员在论坛里的反馈，包括回答问题、修正学生母语发帖 

此外，学生的自主性也应该体现在互利原则的实现上。比如，课程要求学生合理分配

交流时间，遵守 30 分钟全法文、30 分钟全中文的规则，但是实践中却难以遵守。这还需
要教师干预，让学生自主控制各自的交流时间。    

 
4.  e搭档课程与现行语言课程的融合 
在 e 搭档课程进行中，如何通过和其他课程教师的合作，将现行的教学内容更好地融

合到 e 搭档课程中，是笔者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如何将 e 搭档课程融入到整个教学
计划中，笔者认为有两点需要好好思考。（如图 5所示）： 
4.1  双方课程的横向融合 
即该课程是否融入到各自现行的教学计划里面，与现行的其他课程是否相交；同时，

该课程内容是否求同存异，不但融入双方共同的主题，词汇 ，通过对各自语法重点的操

练来帮助学生掌握语法难点的使用，提高口语交流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这些主题中融入

的文化内容来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目的语文化，增强跨文化意识。  

4.2  双方各自课程的纵向融合 
以欧洲语言框架为基础，双方各自的课程如何融入到不同等级（B1－C1）的教学计

划中。以日内瓦大学汉学系为例，40％的学生来自中文母语家庭或者入学前已经有过一定
中文基础，学生入校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来自汉语母语家庭与来自非汉语母语家庭学生的

学习需求不一样，那么在学习任务的设置方面是否应该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来设计不

同的任务，让课程为学生“量身订造” ？ e 搭档课程的纵向合作可以为他们根据各自
需求提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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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搭档课程融入教学大纲 

5.  总结 
三年的中法文 e 搭档课程实践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语言交换课程作为一个正式的课程

模式经过精心设计是能够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但是一些重要问题还有待研究和解决。

如，如何使课程正式化，辅导员应该如何参与课程的管理，教师的横向与纵向合作，教师

教学思维的转变以及学生学习观念与学习方式的改变，教材的更新，以及一些必要的技术

支持等等。其中，将该课程模式正式化“normalize” (O’Dowd，2010) 是课程成功的
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此外，对于该课程模式的研究和实施人员来说，如何评估课程效

果、如何培训教师等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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