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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ＴＥＤ问世以来，人们在认知和实践层面都从中获得了启
迪与创造。近年来，将ＴＥＤ演讲内容与教育相结合成为一个新的领域。在国外，目前已
经成立了ＴＥＤ － ＥＤ（ＴＥＤ与教育）的研究组织，不少国家还开设了ＴＥＤ学校。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技术）、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娱乐）、ｄｅｓｉｇｎ（设计），这三者是ＴＥＤ的核心宗旨，这与教育中
提倡的科学、人文、创新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两者的结合也顺理成章。然而，在我国，
目前将两者结合运用于基础教育课堂中的尝试才刚刚开始，对此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将
为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课程改革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二、为什么可以将 ＴＥＤ资源运用于英语课堂

ＴＥＤ，即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娱乐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设计ｄｅｓｉｇｎ在英语中的缩写，是美国的
一家私有非盈利机构，诞生於１９８４年。２００２年起，开始进行每年一度的ＴＥＤ大会，召
集众多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
探索。自２００６年开始，ＴＥＤ决定将录制多年的演讲库资源制作成ＴＥＤ Ｔａｌｋｓ上传至互
联网，供全球的观众免费下载和观看。于是，各行各业都分享和利用了ＴＥＤ的资源，教
育也不例外。ＴＥＤ资源之所以适合运用于我国中学英语教学领域，有下列一些主要因
素：

首先，两者在形式上高度一致。ＴＥＤ ｔａｌｋｓ的载体是英语，因此，它们自然而然成为
英语教育的可用资源。再者，ＴＥＤ资源短小精悍，往往不超过２０分钟，符合青少年学生
心理，简短有力，有利于吸引和维持学生的注意力。另外，不超过２０分钟的时长与当今
课堂教学４５分钟的时间长度比较吻合，为其在课堂上被合理运用提供了条件。

其次，两者在宗旨上高度一致。每年举行的ＴＥＤ国际大会的宗旨是“用思想的力
量来改变世界”（ｉｄｅａｓ ｗｏｒｔｈ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其宗旨在于传播创新理念，激发观看者的创造欲
望，帮助观看者形成创新思路。这些特点与教育的目的不谋而合。皮亚杰认为，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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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把儿童内心潜在的发明和发展的可能性表现出来，其首要目的是培养儿童能做
新事，有创造能力和发明兴趣；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培养儿童的批评性，具有求证
的能力，而不只是接受知识。由此可见，皮亚杰认为教育最主要目的不在于接受事实，
而是培养创造力、想象力、洞察力。我国的新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指出（教育部，２００３）：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ＴＥＤ成立的目的，以
及ＴＥＤ Ｔａｌｋｓ中所体现的宗旨，正好符合教育的上述目的。

第三，两者在方式上高度一致。ＴＥＤ主要传播方式为网络，它的运用者在有网络和
终端的前提下，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分散地利用闲暇时间自己随时观看，而且
可以终身利用。教育，也正在提倡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基础教育的宗旨是教会
学生学习，而不仅仅是教给学生知识。《课程标准》（２００３）认为，“英语教材的内容和活
动形式要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要有利于学生通过学习教材获得独立学
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为终身学习创造条件。”因此，让学习者利用闲散时间先自主
学习，然后再集中或在网络上利用知识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是
教育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对于ＴＥＤ资源运用方式，正反应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要求。

　 　 三、利用 ＴＥＤ资源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高中英语的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教育部，２００３），“高中英语课程的总目标是培养
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
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合发展的基础上。语言技能和语言知识是综合语
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情感态度是影响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学习策略是提高学
习效率、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先决条件。文化意识则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障。”利用
ＴＥＤ资源，有利于使用者更有效地达成上述目标。
１． 利用ＴＥＤ视频，强化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
ＴＥＤ资源中对学习者最直接的有用因素就是为他们提供和很多真实的语言（ａｕ

ｔｈｅｎｔ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学习者可以无意或有意识的关注与模仿演讲者使用的语言，包括语
音、语调、词汇、句型、表达方式，等等。同时，运用ＴＥＤ资源还能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学生
学过时英语的问题。在我国，由于教学方式和教学资源的原因，学生所学习的语言真实
性长期存在问题，而ＴＥＤ每年都要更新其资源，演讲者的年龄和行业跨度巨大，其语料
真实性和时代性都很高，有利于学生获得与英语本族语国家同步的语言。另外，根据图
式理论，对所要阅读和聆听的信息，学习者大脑中相关背景知识越丰富，其理解和吸收
效果越好（Ｃａｒｒｅｌ，１９９９）。目前高中英语学习话题涵盖生活中的众多领域，以高考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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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测试题话题覆盖面也很广，ＴＥＤ演讲者横跨人类认知的人文与科学的诸多领域，目
前已有的１７００多个视频几乎覆盖了课程标准中所列的绝大多数话题，这非常有利于发
展和丰富我国高中学生的认知图式结构，为他们准确高效地理解文本、获取和分析信息
提供有效的支撑。

对一段ＴＥＤ视频，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加以利用，可做单纯的听力或阅读等输
入型活动的训练资源、也可以“先听后读再说写”的综合型方式来加以利用，用不同的强
度和方式来培养学习者的语言技能。
２． 利用ＴＥＤ资源，培养学习者的创新思维方式
ＴＥＤ演讲的特点是毫无繁杂冗长的专业讲座，观点响亮，开门见山，种类繁多，看法

新颖（洪岩，２０１３）。其涉及的内容都是当今社会科技、设计、文学、音乐等行业的最新成
果或精辟观点，创造性是ＴＥＤ资源的杰出特点。因此，多观看这样的演讲，有利于熏陶
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方式。同时，鼓励学生们也像视频中演讲者一样，学会观察、分析、研
究，制作出观点鲜明的英文微视频，即培养表达自己的创新思维力，也培养自己的语言
表达力。
３． 利用ＴＥＤ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对于ＴＥＤ演讲中每个个体表达出的独特思想、展示的创新技术或文学音乐创造，要

利用说和写的环境，鼓励学习者对所看到的“现象”进行反思，运用批判性思维与视频资
源交流，同时可以写成文字或录成视频，展示自己的思想。比如，针对目前我国英语学
习是否过热，是否该加以控制的话题，可利用“Ｊａｙ Ｗａｌｋｅｒ关于世界英语热①”作为资源
引发学生进行思考，并学习Ｊａｙ Ｗａｌｋｅｒ在视频中针对“疯狂”现象的客观冷静的观察视
角，辩证地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避免出现人云亦云、跟风激进的思维方式。
４． 利用ＴＥＤ视频，培养学习者的文化理解能力
ＴＥＤ视频资源的一大特点是不同国家的演讲者，特别是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演讲者，

在与世界分享他们在实践、思维、认知和创造过程中的经验，这其实涉及到很多不同的
文化元素，比如ｗｏｒｌ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ｓ的概念，对科技、宗教、音乐、等等不同领域的现象的看
法，等等。这些都能增加学习者对异域文化的识别、理解、和包容能力。

综上所述，运用ＴＥＤ资源，可以促进学生心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和综合人
文素养的提高；也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为进行国际交往创造条件。

　 　 四、英语课堂上运用 ＴＥＤ资源的两种方式

１． 传统课堂中的“嵌入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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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课堂的特点是以某个成熟的课程材料（如课本）为媒体，系统地培养学习者的
语言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将ＴＥＤ资源纳入到传统课堂教学中，使之成为另一体系化课
程的“嵌入式”资源。由于每年３月ＴＥＤ大会中呈现的ＴＥＤ资源主要为科学、设计、文
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所做，分享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因此当利
用传统媒体（如课本）进行教学时，可以结合教材话题，及时“嵌入”ＴＥＤ资源，增加教学
的时代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真实。虽然ＴＥＤ属于网络资源，其核心
价值也在于便于人们进行自主学习、泛在学习以及休闲式学习，对ＴＥＤ的运用也应以下
述的“主题式”方式为主，但是由于我国教学者和学习者都比较习惯“接受式学习”，高
考的压力也要求学习的过程尽量“高效”。因此，目前阶段，将ＴＥＤ作为一种可用资源
纳入到由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中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尝试。

比如，在教授牛津高中英语模块六第四单元ｐｒｏｊｅｃｔ课题“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时，课堂教学设计者建议学生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等
四个方面来考虑幸福的真正含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小组合做制作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多的情感和语言方面的支撑，在呈现“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ｈｅｌｐｓ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ｈａｒｄ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的主题时，播放了一段ＴＥＤ视频，呈现了残疾人演讲者
Ｎｉｃｋ Ｖｕｊｉｃｉｃ在面临困难时的乐观和坚韧态度。该视频语速适中、内容感人，给人以积极
向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很好的“嵌入”了本堂课的教材内容和教师的设计内容，取
得了很好的促动效果。再如，在苏教版的牛津高中英语教材中，第三模块第二单元的
ｐｒｏｊｅｃｔ是关于传播中国文字的一篇文章，为了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篇文章为
后面的ｐｒｏｊｅｃｔ服务，教师播放一段ＴＥＤ视频“ＳｈａｏＬａｎ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ｒｅａ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ｓｅ！”①，并设置了一定的任务让学生在观看的时候填写关键字和关键信息，对如何理
解汉字文化给予辅助，更为如何用英语表达中国汉字文化提供了地道生动的语言积累。
本视频和教材中的主题不谋而合，许多细节也相互补充，ＴＥＤ视频的“嵌入式”运用为课
堂教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为下一部分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ｒｉｔｅ ａ ｂｏｏｋｌｅｔ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在语言、内容以及方法三个层面提供了素材和帮助。
２． 翻转课堂中的“主题式”运用
自从本世纪初“开放教育资源”（ＯＥＲ）运动蓬勃发展以来，开放式网络资源以及泛

在学习的理念日渐走向人们的思维深处，见证着信息时代教育大变革的来临。ＴＥＤ以
其另类的发展模式和全新的共享理念，成为开放资源中的重要力量（洪岩，２０１３）。２０１１
年，萨尔曼可汗（Ｓａｌｍａｎ Ｋｈａｎ）在ＴＥＤ大会上的演讲报告《用视频重新创造教育》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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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多中学生晚上在家观看可汗学院（Ｋｈ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的数学教学视频，第二天回到教
室做作业，遇到问题时则向老师和同学请教。这与传统的“老师白天在教室上课、学生
晚上回家做作业”正好相反的课堂模式，被称为“翻转课堂”（ｔｈｅ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张
金磊等，２０１１）。ＴＥＤ的共享理念、泛在方式以及创新感强的特点，最适宜运用翻转课堂
的方式加以利用。

有别于“嵌入式”利用，在翻转课堂中，ＴＥＤ资源应当被当做主要的学习资源，而非
仅作为辅助材料，以便最大化地利用它的价值。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以它的话题和
内容为主题，以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能力为目标，以“先学后议”为范式，进行教学活动。

英语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更主要的是要运用知识形成智慧。
Ａｃｋｏｆｆ（１９８９）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划分为四个层次：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即ＤＩＫＷ模
型，如图一所示。其中数据时对客观世界的描述，是一系列不连续的、客观的事实。信
息是经过处理的数据，可以回答Ｗｈｏ，Ｗｈａｔ，Ｗｈｅｎ，Ｗｈｙ的问题。知识是对信息的收集、
比较、分析和推理，是与事实、概念、程序、解释、观点、观察、判断相关的信息，存在于个
人的头脑中，它能解决Ｈｏｗ的问题。而智慧是根据认识的层次辨别和判断正误、好坏的
过程。ＤＩＫＷ体系充分地体现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习所蕴含的不同层面的内涵，英语课
程标准中所提倡的综合语言能力的最终目标也是从知识到智慧的过程。笔者认为，基
于信息技术的ＴＥＤ课堂，包含了ＤＩＫＷ的各个层面，同时形成智慧也是运用ＴＥＤ资源
的最终目的。因此，笔者将运用ＤＩＫＷ模型，结合课程标准中的学习要求，利用ＴＥＤ资
源进行“主体式”教学，做了下列的流程设计，并做图表对比说明（图二），以体现笔者
ＴＥＤ在翻转课堂的形式下如何帮助学生获得知识、形成智慧，达到教育的目的方面的思
考。

—８６２—



　 　 （１）教学设计

（２）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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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在上述设计中，学习者从一开时就以研究者的状态进入学习（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然后从
ＴＥＤ材料、同伴以及教师中吸收资源（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开始行动，对资源进行分析、综合、选
择、判断（ｄｏｉｎｇ），随后在自我行动的基础上和同伴及教师再做交流以便发现问题（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ｎｇ），并做最后的自我反思（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这样的步骤符合了从ＤＩＫＷ的从ｄａｔａ到ｗｉｓ
ｄｏｍ的路径（见表一），同时也培养了学习者的综合语言能力和创造性及批判性思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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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五、运用 ＴＥＤ与英语课堂教学的注意事项

１． ＴＥＤ的选择
尽管从自主学习的角度来说，学习者应当是选择ＴＥＤ的主体，但在我国当前英语教

学的实际来看，教师可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有系统、有目的的选择好ＴＥＤ材料，通
过翻转课堂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笔者认为，应结合语言教学的
规律和ＴＥＤ这一特殊语言文化载体的特点，根据以下几个标准选择ＴＥＤ。首先，教师在
选择ＴＥＤ时，应当结合各阶段教学目标而定。某个ＴＥＤ被选择，应该是因为它能较好
地服务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设定的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其次，在选择ＴＥＤ时，
应当把ＴＥＤ ｔａｌｋｓ的主题和内容和课本教学的主题和内容加以结合。ＴＥＤ资源涵盖的
话题很广，有很多与我国课程标准中涉及的学习话题一致或相关，因此在选用其资源
时，可根据教材编写体系中同时出现的话题、功能等因素，才用相应的演讲，这样可以将
两种有机结合，互相补充，同时也能够更系统性的运用这些资源。再者，由于我国基础
教育长期受到应试教育影响，中学生目前的英语听说能力比较落后，不能达到听懂母语
说话者正常语速英文的程度，在ＴＥＤ资源的选择时可以先选择时长较短、语速较慢、话
题较近的资源，同时有条件的话可以对ＴＥＤ资源进行整合，进行适当的删减和组合，以
便学生能了解每个ＴＥＤ资源的整体大意，避免出现畏难情绪，影响ＴＥＤ使用的效果。
２． ＴＥＤ的播放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认为，语言学习过程是输人（阅读、视听）—吸收（加工、记忆）—

输出（说、写、译）的过程（吴一安，２００２）。课堂教学中ＴＥＤ的播放应当看作是输人过程
和吸收过程的综合。当然，这里的吸收主要是指学生对ＴＥＤ Ｔａｌｋｓ所含语言和文化信息
的同步加工和记忆等。ＴＥＤ的播放方式主涉及的要素很多，不同的播放方式对于输入
和输出的效果会有不同的影响，这里主要谈谈整体播放或停顿播放以及字幕选择两个
问题。

（１）整体播放或停顿播放的问题
教师在播放ＴＥＤ视频，或者在指导学生运用ＴＥＤ资源时，应根据教学目标采用不

同的播放方式。如：为了培养学生把握材料大意能力，首先得要进行整体播放，期间不
宜停顿；为了分析某个段落和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除了需要整体播放以外，还需要停
顿播放，对比播放等方式；为了感知语言魅力、学习地道表达，需要停顿播放，反复播放。
总之，根据不同的目的ＴＥＤ资源被呈现的方式应有所不同。同时，由于演讲内容和语言
难度变化多样，有的ＴＥＤ Ｔａｌｋｓ对于学生来说只用眼和耳观看视频不能理解其意，这时
可以采用先观看、再阅读、再观看、再聆听等多种方式进行运用，调动各种感官，理解演
讲深层含义，这样才能对其观点进行批判性吸收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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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字幕选择的问题
２００９年，ＴＥＤ在提供资源供网络用户免费下载和观看的三年后，进一步推出开放翻

译计划（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提供字幕及互动文字记录，供志愿者翻译成各种
语言。

对于音像材料的字幕在语言教学上的作用，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Ｔｏｄｄ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在对墨西哥本杰明·富兰克林学院使用带字幕的电视节目进行英语教学的研
究中发现，影视字幕教学不仅能使学生比较好地获得对语料内容的理解，而且能使学生
对内容、词语、句式记忆更佳，因为在这种融视、读、听为一体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同时受
到来自画面、话语、字幕三种感官的刺激，增强了对语言知识的学习、记忆和掌握的效果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１９９２）。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学者Ｉｓａｂｅｌ Ｂｏｒｒａｓ和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
经实证发现，字幕影视通过听、读、写的有机结合，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外语生成能力
（Ｂｏｒｒａｓ，１９９４）。因此，在运用ＴＥＤ时教师和学生都应当特别注意对字幕的利用。

Ｍａｒｋｈａｍ（２００１）等对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对同一个西班牙语影视短片的理解程度
进行研究发现，添加英语字幕的小组在测试中表现最佳，其次是添加西班牙语字幕的小
组，而没有字幕的小组排在末位。研究者们最后建议，学生的语言水平对接收不同字幕
的顺序有影响，也即低水平学习者有必要遵循从母语字幕到目标语字幕这样的顺序。在
现在的中学英语课堂中，学生的语言能力参差不齐，为了照顾到绝大多数学生，在起步
时教师可以同时添加中英文双字幕，而且可以让两个字幕分列在屏幕顶端和下部，让学
生自己选择吸收，此种方法也适用于后面更高层次的教学。

从知觉负载及选择性注意的角度来说，董剑桥等（２０１３）建议使用折中的关键词字
幕来代替全字幕或者零字幕，因为他们在实证研究中发现，这样的方式既能提供主要的
语言信息，也能够通过减少视觉语言信息阅读量，释放部分注意资源用于画面加工，两
种信息都能兼顾。因此，在运用ＴＥＤ于教学过程中，可以在学生逐渐适应的情况下，选
用关键词字幕的方式来增加教学效果。

ＴＥＤ是最近出现的开放性的资源，将它们运用与语言课堂教学的尝试目前还不多
见，本文只是从自身实践的角度讨论了运用ＴＥＤ于学习的几个问题，对于ＴＥＤ究竟能
对英语学习者起多大作用的问题，还需更多的实践经验，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加以比
较与分析，相信这样的实践和研究能为我国英语教学拓宽渠道，增加英语教育的效率，
培养出更多的英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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