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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凭组织(IB)使命宣言
国际文凭组织的目标是培养勤学好问、知识渊博、富有爱心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对多元文化

的理解和尊重，为开创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贡献力量。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际文凭组织与众多的学校、政府以及其它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开发出

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国际教育项目和严格的评估制度。

这些项目鼓励世界各地的学生成长为既积极进取又富有同情心的终身学习者，他们理解尽管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他人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

《国际文凭学习者培养目标》
所有国际文凭(IB)教育项目的目标均在于培养具有国际情怀的人，他们承认人类共有的博爱

精神，分担守护地球的责任，帮助开创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

国际文凭学习者努力使自己成为：

探究者 他们培养发展自己天生的好奇心。他们学习掌握开展探索和研究的必要技能，

并在学习的过程中显示出独立自主性。他们积极主动、热爱学习，这种好学的

品质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知识渊博的人 他们探索各种与当地或全球有关的重要概念、思想观点和问题。在探索的过程

中，他们学习掌握精深的知识，并发展对广泛而均衡的各个学科的综合理解。

思考者 他们积极主动地以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方式运用思考技能来识别和处理复杂的问

题，并做出理由充分、合乎伦理的决定。

交流者 他们能够运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在多种多样的交流模式中有信心和富有创意地

理解并表达思想观点及信息。他们能够有效而愉快地与他人合作。

有原则的人 他们处事正直、诚实，有强烈的公平和正义感，尊重个人、集体和社会群体的

尊严。他们对自己的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胸襟开阔的人 他们了解和欣赏本民族的文化和个人的历史，并对其他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观

点、价值观和传统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他们习惯于寻求和评价一系列广泛

的观点，并愿意通过体验来丰富自己。

富有同情心的人 他们理解、同情和尊重他人的需要和感受。他们有个人奉献精神，通过服务和

行动来改善他人的生活和环境。

敢于冒风险的人 他们有勇气并深思熟虑地面对自己不熟悉的情境和变化不定的事物，并以独立

自主的精神来探索新的角色、观点和策略。他们能够勇敢和条理清楚地捍卫自

己的信仰。

全面发展的人 他们理解智力、身体和情感均衡发展对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康乐的重要性。

反思者 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和经历做出缜密的思考。为了有助于自己的学习和个人发展

他们能够评估和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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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宗旨

导言

本文件旨在指导学校开展语言B课程的计划、教学和评估工作。虽然此文件主要针对语

言B教师，但是教师们可根据本指南向学生和家长介绍本学科的情况。

可从在线课程中心（OCC）本学科的页面上查看本指南，OCC 的网址为 http://occ.ibo.

org，是一个受到密码保护，专门用来支持国际文凭教师的网站。也可以从国际文凭商店

（http://store.ibo.org）购买本文件。

其它资源
其它相关出版物，例如：教师参考资料、学科报告、校内评估指导纲要和成绩等级细则

等，均可在OCC上查找。样卷、以前使用过的试卷和评分方案等材料，也可以从国际文凭商

店购买。

鼓励教师们浏览OCC，查找由其他教师创作和使用的教学补充材料。教师们也可以提供

有用的资源，例如网站、书籍、录像、期刊杂志或教学创意的具体内容。

2015年首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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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大学预科项目

大学预科项目是一套为16至19岁年龄段学生设计的，要求严格的大学预科课程，学制为

两年，基础广泛，旨在鼓励学生成为知识渊博和努力探究的人，但同时也能关心他人并富有

同情心。它的重点是要鼓励学生培养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具有开放的情怀以及在他们尊重和

评价不同观点时所需的态度。

大学预科项目的六角形模式
项目的课程包括6个学术领域，这6个领域围绕着项目的核心成分（见图1）。大学预科

项目鼓励学生同时涉足广泛的学术领域。学生要学习两门现代语言(或一门现代语言和一门

古典语言)、一门人文或社会科学学科、一门实验科学、数学、以及一门创造性艺术学科。

由于综合全面的学科配置，使得大学预科项目难度大，能有效地帮助学生为大学深造做准

备。在每一个学术领域中学生都享有自主选择的灵活性，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选修自己特别感

兴趣并希望将来在大学里继续深造的学科。

图1:�大学预科项目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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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预科项目

选择适当的学科组合
大学预科项目的学生应从6个学术领域的每一个领域中各选修一门学科，但也可以从第

1－5学科组中选修一门第2学科来替代第6学科组中的一门学科。一般来说，他们应选修3门 

（最多不超过4门）高级课程（HL），其余则选修普通课程（SL）。国际文凭组织建议高级

课程的教学时数为240个学时，普通课程为150个学时。与普通课程相比，各学科高级课程的

学习内容更具深度和广度。

以上两个级别的课程都要培养多种技能，尤其是批判性思考技能和分析技能。在课程

结束时要通过校外评估来测评学生的能力。许多学科中包含着一些由校内教师来评估的课程

作业。各门课程的考试采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进行，但第1学科组和第2学科组的情况例

外，他们是采用所学习的语言进行考试。

六角形模式中的核心成分
任何大学预科项目学生都要致力于达到六角形模式中核心成分的3项课程要求。对这些

方面的所有活动进行反思是大学预科项目核心思想所秉持的一项原则。

其中的认识论课程鼓励学生思考知识的本质，对作为大学预科项目组成部分的所有学科

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并在各个学术领域之间建立联系。专题论文的写作要求内容充实，篇

幅不超过4000个英语单词（4800个汉字），通过撰写这篇文章，学生能够调查研究一个由自

己选定的特别感兴趣的课题。撰写专题论文还促使学生逐步掌握大学生们需要掌握的独立进

行研究的技能。创造、行动与服务计划使学生通过参加一系列艺术、体育、体能和服务活动

投身到实验性学习当中。

国际文凭组织使命宣言和国际文凭学习者培养

目标
大学预科项目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从而达到国际文凭组织在其

使命宣言和学习者培养目标中所表述的各项宗旨。大学预科项目的教学与学习在日常实践中

真实地体现出国际文凭组织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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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性质

导言

第2学科组
大学预科项目第2学科组由两门现代语言课程和一门古典语言课程构成，两门现代语言

课程是初级语言课程和语言B课程，这两门语言课程均提供多个语种。古典语言课程仅提供

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两个语种。初级语言课程和语言B课程均属于语言习得课程，课程设计旨

在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语言技能并获得多元文化理解，使他们能够在讲所学语言的环境中成功

地进行交流沟通。这一学习过程鼓励学生走出课堂，扩展对世界的认识，培养对文化多样性

的尊重。第2学科组注重平衡地采用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以教师为中心开展学习（在课堂

上开展由教师主导的学习活动和评估），另一种是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学习（设计一些允许学

生采取主动的学习活动，同时允许学生参与对自己学习的评价。）教师是最了解学生之所需

的人，希望教师鼓励学生既独立地开展学习，也鼓励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开展互帮互学。两

门现代语言课程，即初级语言课程和语言B课程，通过发展学生的接受技能*、表达技能和互

动交流技能（在“教学大纲的内容”一章对这些技能有定义说明）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古典语言课程注重学习古代世界的语言、文学和文化。

至关重要的是：大学预科项目协调员和教师们要确保学生学习最适合他们目前和将来需

要的课程，而这些课程对学生来说学术难度要适当。为学生确定适当的语言课程时，有两项

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是学生已经具有的语言能力，二是他们希望在学习结束时具备

的语言熟练程度。大学预科项目的协调员要和教师共同负责确定适合学生学习的语言课程。

最重要的考虑是所选择的课程对于学生来说应当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教育体验。

初级语言课程
大学预科项目的初级语言课程是按照3个主题加以组织安排的。

 • 个人与社会

 • 休闲与工作

 • 城市环境与乡村环境

每一个主题当中都包含了一系列的话题，它们使学生有机会实际应用和探索所学习的语

言并培养多元文化理解。通过逐步掌握接受技能、表达技能和互动交流技能，学生将能够在

一系列特定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做出适当的反应并开展适当的互动交流。每个语种的初级课程

均有一份具体语种的教学大纲（请参阅“教学大纲的内容”一章），请配合课程指南使用它

们。初级语言课程仅提供普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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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性质

语言B
语言B是一门外语学习课程，针对以前曾学习过该种语言的学生而设。语言B既提供普通

课程也提供高级课程。该课程最为注重的是语言的习得和语言技能的培养。应当通过学习和

运用一系列书面材料和音像材料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这些材料包括从日常口头交流到文

学方面的各类学习素材，并且与相关的文化有关系。所选择的学习材料应使学生能够逐步熟

练掌握各种语言技能并获得多元文化理解。该课程的目的不应是单纯地学习具体的学科知识

或内容。

古典语言
古典语言课程向学生介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这些课程涉及到对原文

材料的学习，语言学方面的技能应构成这些课程的核心成分。教师应该在课程中让学生接触

一些翻译文字作为辅助性学习材料，但仍要以学习古典语言为基础。该课程旨在通过联系文

化背景学习古典语言，使学生认识到文化和语言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与此同时，还要求学生

欣赏体裁多样的材料及其语体，并且鉴赏这些材料在风格方面的特点。（古典语言课程的宗

旨有别于第2学科组的宗旨。欲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请参阅《古典语言指南》。）

根据学生的水平安排选修第2学科组的语言课程
下表描述每门课程细节，旨在协助教师安排学生学习适当的语言课程。说明学生在课

程结束时，若能取得等级4或以上的成绩（在成绩等级体系中，等级1为“很差”，等级7为 

“优秀”）就能达到预期的学习成果。

大学预科项目协调员和教师应尽可能确保学生选修最适合他们需要的课程，而且所选修

的课程对学生要有适当的学习难度。

在制定评估作业和成绩水平细则的过程中，我们参照了各种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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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性质

第2学科组

课程 接受技能 表达技能 互动交流技能

初级语言

普通课程

听力和阅读能力：理

解与课程3个主题及

其相关话题有关的简

单句子和一些较复杂

的句子。

理解以所学语言撰写

的简单的原文材料（

适当时可以是经过改

写的材料）以及与之

相关的问题。

使用一系列基本的词汇和语

法结构，以书面和口头的形

式较为准确地表达信息。

针对3个指定性主题和相关

话题进行口头交流并恰当地

回答绝大多数问题。

完成书面作业时，通过书写

清晰地传达一些简单的信息

和观点。

理解并清晰地回应与3个

指定性主题及其相关话

题有联系的一些信息和

观点。

有能力参与简单的会

话。

通过对所学习的文化和

学生自身文化的相似和

差异之处进行反思，并

通过提供一些适当的例

证和信息表现出一些对

多元文化的理解。

语言B 

普通课程

理解针对所学主题平

直易懂的录音或口头

信息。

理解与所学主题相关

的原文书面材料，以

及主要是用日常语言

写成的书面材料。

针对指定主题口述某种观

点。

对各种经历、事件和概念做

出相当详细和准确的描述。

用语句表达时，所使用的语

体、风格、修辞手段和结

构要素在总体上适合受众及

目的。

在互动交流中通常使用

连贯流畅的语言，但偶

尔会有缺陷。

可以参与针对所学主题

和相关思想观点的会

话。

表现出对所学语言和文

化的一些多元文化思考

和理解。

语言B 

高级课程

理解针对所学主题层

面较深广的录音或口

头信息。

欣赏以所学语言撰写

的文学作品。

理解与所学主题相关

的复杂的原文书面

材料。

针对指定主题的某种观点，

进行详细的口头说明。

对各种经历和事件以及抽象

的思想观点和概念做出详细

和准确的描述。

语句表达清晰，所使用的语

体、风格、修辞手段和结构

要素适合受众及目的。

语句表达清晰，有令人信服

的论据，能支持一种观点。

在互动交流中使用连贯

顺畅的语言，表达流利

自然。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

以连贯一致地参与会

话。

表现出对所学语言和文

化的一些多元文化思考

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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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性质

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之间的区别
绝大多数语言B语种都提供两个水平的课程：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这些课程使学生有

机会高水平地掌握一门外语，同时也探索所学语言的地区或国家的文化。这些课程旨在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以及多元文化理解。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有共同的教学大纲（在高级课程中

增加了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评估目标、教学大纲内容的深度与广度、评估细则、评估标准、

对文学作品的采用以及所建议的学时数等方面的不同都决定了这两个水平课程之间的区别。

课程的选定
学生应当选修第2学科组中哪一门课程的决定因素包括：学生最熟练的语言、在家中和

在学校所说的语言、对所学语言已有的知识等等。最重要的考虑是语言B课程对于学生来说

应当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教育体验，不仅使他们有机会学习一门外语，而且培养他们在与自

身文化不同的文化情境中进行学习、鉴赏和有效交流的能力。学生是否适合学习这门课程的

任何最终决定均由项目协调员和教师联合做出，他们应当运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判断来指导

所做的决定。

与中学项目的联系
在国际文凭中学项目（MYP）期间，学生必须学习一门外语——语言B，该课程的设计

意在激励学生掌握一门不是他们第一语言的现代语言，长期目标是培养熟练的双语人才。国

际文凭组织确信外语学习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大有裨益。中学项目语言B课程旨在鼓励学生养

成对其它语言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其课程设计同样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各种语言技能，为进

一步的语言学习打下基础。

中学项目语言B课程的宗旨与大学预科项目第2学科组各门课程的宗旨有许多共同之处，

都旨在鼓励学生发展对来自其它文化的人们的观点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掌握语言技能。

第2学科组与认识论
在第2学科组中有3门现代语言课程：初级语言课程、语言B普通课程和语言B高级课程。

每门课程的学习成果是不同的，但都属于语言习得课程，都寻求提升学生的多元文化理解。

认识论（TOK）处于大学预科项目的中枢位置，与第2学科组的关系非常重要。学习一

门另外的语言涉及到语言学、超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实际应用和多元文化等方面的技能和

能力。因此，要求教师在认识论和第2学科组的课程之间建立联系，鼓励学生思考和反思语

言学习者是如何获得这些技能和能力的，同样要思考和反思教师是如何传业授道的。

以下提出了一些问题，可以在语言课堂上利用它们来调查4种认识方法（推理、感情、

感知和语言）与外语学习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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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性质

 • 我们认识和学习第一语言的方法与学习外语的方法是否相同？

 • 当我们学习一门外语时，我们是否不“只是”学习词汇和语法？

 • 多元文化理解这一概念意味着能够表现出对所学文化和自身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

和/或相似之处的理解。该定义在何种程度上是准确的？

 • “对外语一无所知的人很难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语言。”（德国剧作家、诗人、小

说家和戏剧家歌德，1749-1832）通过学习另外一种文化，我们能否丰富自己的文

化？

 • 学习语法，既可以凭直觉不加刻意思考，也可以正式地陈述其规则。这两种学习方

法各有哪些优缺点？这与课程总纲中其它学科领域中的学习方法相同吗？

 • 一个群体（文化群体、性别群体或其他群体）的成员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我们获取语

言知识？在一个群体内的个体之间以及各群体之间有需要考虑的因素吗？

 • 学习环境（看得见摸得着的周边环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学习外语的方式方法？

 • 如果你只是从课本中学习一种语言，这与仅通过互动交流学习语言有何不同？

 • 当你学习另外一种语言时，你对世界的理解是否有所不同？有何不同（例如在时

间、幽默感和休闲方式等方面）？

 • 不同的语言怎样对感知进行不同的描述（例如颜色、方向）？对于感知、文化、现

实和真实之间的关系，这告诉了我们什么？

 • 不同的语言怎样对价值观进行不同的描述（例如家庭、友谊、权威）？

 • 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何时有可能将一种语言完美地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在这种情

况下，“完美”可能意味着什么？

 • 在语言和思想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使用不同的语言你会有不同的思考方法吗？如果

情况是这样的话，这对于你如何诠释世界会造成实际或明显的差别吗？

 • 如果数学是一种语言，很明显它与自然语言不同。根据你的经验，我们是以不同的

方法学习数学和语言吗？你的回答告诉了我们哪些有关数学知识和语言知识本质的

信息？

语言B与国际性
学习第2学科组中的一门外语扩展了大学预科项目的国际性。在第2学科组中，多元文化

理解是初级语言课程和语言B课程教学大纲中的主要凝聚因素。研修所学语言时，学生会认

识到自身文化与所学文化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具备了这种认识之后，学生就会更加尊重

他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本课程的体系框架内，学生通过学习原文材料对文化价值和行

为举止进行调查和反思。

语言B课程以不同的方式方法对文化价值和行为举止进行反思。课程编排既包括核心成

分也包括选修部分，所有内容都适合用于培养国际视野。语言B课程寻求发展国际理解并养

成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而且要提升学生对解决当地问题的责任感。它还寻求培养学生的多

元文化意识，这有助于加强语言B的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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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宗旨

第2学科组的宗旨
第2学科组由3门语言课程构成，学生开始学习这些语言课程时的语言熟练程度是不相同

的。第2学科组有一套统一的、所有课程共同奉行的学科宗旨，但根据每门课程结束时要求

学生表现出来的不同语言能力水平，各门课程有不同的评估目标。

第2学科组的各项宗旨是：

1. 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理解；

2. 使学生能够在一系列情境中，以及出于各种目的，理解和使用他们所学习的语言；

3. 通过对语言材料的学习和社交互动，鼓励学生认识并欣赏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的不同观

点；

4. 培养学生认识到语言在其它知识领域中的作用；

5. 培养学生认识到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6. 为学生深入学习一门外语以及通过应用外语开展工作和休闲娱乐打下基础；

7. 通过掌握外语知识使学生有机会获得愉悦、创造力和智力方面的启迪。

语言B的宗旨
以上列出的第2学科组的各项宗旨反映了语言B课程的宗旨，而后者的定义将在语言B课

程教学大纲的相关之处做出说明。在“教学大纲的内容”一章中列出了本课程的学习情境、

学习目的以及所要教授的语言技能的学习材料的范围。在“教学大纲的内容”当中还对使用

恰当的语言以及要表现出来的多元文化理解的程度做了定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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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目标

导言

大学预科项目的语言B课程有6项评估目标。用来评估学生在以下6个方面的能力：

1. 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清晰和有效地进行交流，展现出语言能力和多元文化理解；

2. 在各种不同的人际和/或文化场合中应用适当语言；

3. 理解并运用语言准确、流利地表达和回应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

4. 以清晰、连贯和有说服力的方式针对各种不同的主题组织编排思想观点；

5. 理解、分析和回应各种不同的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

6. 理解用所学语言撰写的文学作品，并加以运用（仅适用于高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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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评估目标的实际应用

评估目标 课程的哪

些部分针

对该项评

估目标？

该项评估目标如何得到体现？

1. 在各种不同的情

境中清晰和有效

地进行交流，展

现出语言能力和

多元文化理解

试卷2 学生应用恰当的语言、语体和格式完成书面试题。

书面作业 学生在完成作业时进行清晰和有效的传达交流。

校内评估 学生对视觉启发材料进行口头描述并做出反应，运用

适当的互动交流技能回答问题并参与一次普通会话。

学生在各种课堂活动中进行互动交流。

2. 在各种不同的人

际和/或文化场

合中应用适当的

语言

试卷1 学生显示出对书面材料的理解。

试卷2 学生表现出能够理解试题，并能够运用各种文本类型

恰当地答题。学生表达自己对一段陈述的回应。

书面作业 学生表现出对语句结构的理解和准确应用。

校内评估 学生运用各种不同的语句结构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

学生在各种课堂活动中进行互动交流。

3. 理解并运用语言

准确、流利地表

达和回应各种不

同的思想观点

试卷1 学生显示出对书面材料的理解。

试卷2 学生表现出有能力使用适合具体主题的词汇。

书面作业 学生表现出理解能力、准确运用语言的能力以及对词

汇的恰当使用。

校内评估 学生就各种不同的主题与教师进行恰当的互动交流。

学生在各种课堂活动中进行互动交流。

4. 以清晰、连贯和

有说服力的方式

针对各种不同的

主题组织编排思

想观点

试卷2 学生能够做出连贯一致和有条理的应答。

书面作业 学生能够运用适合作业的语体做出连贯一致的回应。

校内评估 学生能够恰当地进行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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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目标的实际应用

评估目标 课程的哪

些部分针

对该项评

估目标？

该项评估目标如何得到体现？

5. 理解、分析和回

应各种不同的书

面材料和口头

材料

试卷1 学生针对原文材料做出恰当的应答。

试卷2 学生运用适当的语言惯用手法和语体答题。学生表达

自己对一段陈述的回应。

书面作业 学生表现出能够理解书面材料并做出回应。

校内评估 学生表现出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运用所学语言进

行互动交流。

6. 理解用所学语言

撰写的文学作

品，并加以运用

（仅适用于高级

课程）

试卷1 学生能够理解文学作品并做出诠释。

书面作业 学生表现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并能够有创意地完成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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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概要

图2：语言B教学大纲概要

语言B是一门语言习得课程，分为两个水平——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适合对所学语言

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学习。在学习掌握一种语言的同时，学生将探索与这种语言有联系的文

化。两个水平的课程均注重语言习得和多元文化理解。

语言B教学大纲的语言学习方法注重了解含义。在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中，通过学习核

心主题和两个选修主题，以及在高级课程中学习文学作品，学生发展他们的接受技能、表达

技能和互动交流技能，从而逐步获得达到语言B课程评估目标必需掌握的技能。

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在以下方面均有差别：建议采用的学时数量、教学大纲内容的深

度、高级课程中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评估的难度和要求、以及评估标准。

核心主题：这是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都要学习的主题，涉及3个领域，是必修的。

 • 交流与媒体

 • 全球性问题

 • 社会关系

除了以上3个必修主题之外，教师还要选择教授以下5个选修主题中的两个。

 • 文化的多样性

 • 风俗与传统

 • 健康

 • 休闲

 • 科学与技术

高级课程的学生还要阅读两篇（部）文学作品。

教学大纲

高级课程

核心主题

交流与媒体

全球性问题

社会关系

普通课程

文学

2篇 

（部）作品

两个选修主题
文化的多样性
风俗与传统

健康
休闲

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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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概要

保障教师们有达到大学预科项目语言B课程各项要求所必需的最低学时数量很重要。对

普通课程来说，规定性学时数量是150个学时，对高级课程来说，规定性学时数量是240个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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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B的教学方法

教学大纲

语言B课程的教学工作应符合国际文凭学习者培养目标以及构成国际文凭项目基础的各

项教学原则：培养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技能并学会如何学习。

为了符合国际文凭组织的教育原则，极力建议教师设计属于自己的课程，并且在授课时

要考虑到学生的具体需求和兴趣以及学校的期盼。

以下指导并不是规定性的，但却最佳地反映了支持国际文凭组织语言与学习理念的教学

方法。教师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方法支持学生学习和掌握语言：

 • 将语言用于传达交流。注重对所学语言的自然运用，强调流畅性和准确性。

 • 辩明含义。注重语言的含义——这可能发生在将语言用作社会交往的交流工具时，

或学习语言本身时。

 • 显示形式如何影响含义。注重形式，因为它与含义有关系。形式包括认识到与含义

相关的语法特征和文本特征。要适当提供学习者所需要的，以及如何保持流畅性和

准确性平衡的纠错性反馈意见，这一点此处尤为重要。

 • 使学生尽可能多接触所学语言。尽可能多使用所学语言。例如，将所学语言作为教

学用语会大大地提升学习者的理解能力。

 • 学习短语或“成语”。在语言习得的初期阶段，让学生强记硬背一些约定俗成的用

语，并通过了解语言规则发展语言能力。

 • 鼓励学生积极地使用所学语言。为学生提供广泛多样的机会，通过完成口头作业和

书面作业来实践和应用所学语言。

 • 鼓励学生使用所学语言进行互动交流。为学生提供采用所学语言进行互动交流的各

种机会，以便他们开展真实情境中的对话。这方面的有效策略之一是布置分小组完

成具体任务的作业。

 • 语言学习要适合学生目前的水平。确保所学语言的教学适应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

这就要求对新知识的学习要有效地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

 • 针对每位学生个人的需要。确保在开展教学时考虑到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这方面

的工作包括针对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资质和学习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

计划并开展因材施教。

 • 全面评估学生各方面的能力。确保开展综合全面的评估。应当既评价和评估学生对所

学语言加以自由运用的能力，也评价和评估他们对所学语言进行规定性运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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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B的教学方法

此外，鼓励教师在教授语言B课程时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 主观能动性

- 主观能动性是任何学习过程的奠基石。设计课程时，教师应当时刻牢记课程应

有吸引力和参与性，要考虑到自己的学生属于哪个年龄组，以及他们的学习能

力、文化背景和兴趣。

- 主观能动性还促进独立自主的学习，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成为积极主动的角

色。

 • 语言纠错信息反馈

教师应当确保学生：

- 意识到并乐于接受纠错信息反馈；

- 有充分的时间领悟和理解这类信息反馈，并从中获益；

- 收到针对学生个人需要的信息反馈。

教师可能需要：

- 为了使学生明白错在哪里，多次纠正一种错误；

- 纠错令学生感到焦虑时，暂时停止纠错。

 • 公开透明与责任

教师应当确保：

- 学生熟悉课程的宗旨、目标、教学大纲和评估标准。

- 在各种课堂活动中经常应用评估标准。

- 学生对他们自己的语言学习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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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大学预科项目提供的各个语种的语言B课程在性质方面有所差异，应当教授的语言结构的

确切范围也因语种而异。这些语言结构由所教授的语言B语种、教授课程的具体环境以及学生

的需要决定。教师应确定自己的教学中应包含哪些适当的词汇、成语表达方式和语言结构。

语言结构（语法）的教学应尽可能整合到其它教学活动当中，例如口头活动或阅读活动

当中。但在这种方法既不可能也不适当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对语言结构开展有系统的、正

式的教学。教师应努力提供一种典型的单语环境，在这一环境中采用所学语言进行教学，并

按所学语言的常见情境开展学习活动。

主题
本课程由5个主题构成：3个核心主题以及从5个选修主题中选出的两个主题。

构成课程的5个主题中的每一个主题必须至少涉及两个方面。

此外，高级课程的学生必须阅读两篇（部）文学作品。

下表例示了一种可能的课程结构安排：

主题 所涉及的方面

交流与媒体 广告 媒体的偏见

全球性问题 全球暖化 迁移

社会关系 语言与身份认同 社会结构

健康 饮食与营养 滥用毒品

科学与技术 伦理学与科学 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中对核心主题及选修主题的学习，以及高级课程中对文学作品的学

习都必须置于所学语言的文化情境中进行。本指南中所展现的核心主题和选修主题内容的顺

序仅供参考，并非指示应按照此顺序教授。

此外，建议核心主题和选修主题涉及到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彼此界限分明的——它们可

能是彼此相互关联的，可以从一个以上主题的视角考察理解它们。本指南中列出的各个方面

既不是规定必须教授的，也不是全面无遗的。例如，可以从多个角度对“滥用毒品”进行教

学，比如吸毒成瘾对吸毒者与其家庭成员关系造成的影响、电视纪实节目处理吸毒成瘾的方

式、为提高对毒品危害的意识的活动筹措资金、滥用毒品对一个人的健康造成的影响、运动

员为了提高运动成绩服用违禁药、利用科学研究对付吸毒成瘾的问题等。

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的内容



语言B指南18

教学大纲的内容

核心主题

有3个核心主题：

 • 交流与媒体

 • 全球性问题

 • 社会关系

在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中，这3个主题都是必须教授的。并要求学生学习每个核心主题

涉及到的至少两个方面。

交流与媒体

为了获得信息和进行娱乐，人们如何进行互动交流，传播和收集数据资料。

可能涉及到的方面：

 • 广告

 • 媒体的偏见

 • 媒体审查制度

 • 互联网

 • 邮件

 • 新闻出版

 • 广播与电视

 • 媒体追求轰动效应

 • 电话

全球性问题

在地区、国家和/或国际层面上有影响的时事及前景预测，切记需要从所学语言的文化

视角考察它们。

可能涉及到的方面：

 • 毒品

 • 能源储备

 • 食物和水资源

 • 全球暖化、气候变化、自然灾害

 • 全球化

 • 国际经济

 • 迁移（乡村至城市，或国际性移民）

 • 贫穷与饥馑

 • 种族主义、偏见、歧视

 • 人类对自然造成的影响

 • 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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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

人们作为社区成员如何以个人和群体身份相互交往和接物处事

可能涉及到的方面：

 • 庆典、社会事件和宗教事件

 • 教育制度

 • 语言和文化认同或自我认同

 • 语言优势

 • 少数民族

 • 多语教育

 •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狂热

 • 关系（友谊、工作、家庭）

 • 社会结构和/或政治结构

 • 社交行为举止和姿态风范

 • 社会禁忌以及社会接受程度

选修主题

有5个选修主题：

 • 文化的多样性

 • 风俗与传统

 • 健康

 • 休闲

 • 科学与技术

由教师选择其中的两个主题。至少要学习所选择的每个主题涉及到的两个方面。

文化的多样性

存在于所学语言社区中的文化群体、性别、种族、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多样性。

可能涉及到的方面：

 • 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 烹饪传统

 • 如何学习文化

 • 多元文化融合

 • 语言之间的影响

 • 语言的多样性

 • 迁移

 • 人口的多样性

 • 次文化

 • 人体美的概念

 • 口头和非口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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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与传统

所学语言社区当前和过去的习惯、表现方式、表达方式和知识。

可能涉及到的方面：

 • 庆典、社会事件和宗教事件

 • 服装规范、着装标准

 • 礼节和礼仪

 • 时尚

 • 饮食

 • 历史事件

 • 国粹服装

 • 艺术

健康

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福利，以及与疾病相关的问题。

可能涉及到的方面：

 • 美和健康的概念

 • 饮食与营养

 • 滥用毒品

 • 流行病

 • 保健服务

 • 卫生

 • 疾病、健康/患病的征兆

 • 精神健康

 • 体育锻炼

 • 门诊

 • 传统医药和非主流医药

休闲

为愉悦身心而开展的各种活动。

可能涉及到的方面：

 • 文娱活动

 • 展览和演出

 • 游戏

 • 业余爱好

 • 娱乐消遣

 • 通过休闲开展的社交互动

 • 体育运动

 •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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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

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所学语言社会产生的影响。

可能涉及到的方面：

 • 文娱活动

 • 伦理学与科学 

 • 伦理学与技术

 • 信息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 自然科学

 • 可再生能源

 • 科学研究

 • 社会科学

文学（仅适用于高级课程）
阅读用所学语言撰写的文学作品可以令人心旷神怡地遨游所学习的文化。这将帮助学生

扩充他们的词汇量，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运用语言，培养流利的阅读技能，提高诠释和推论

技能，有助于获得多元文化理解。学生应当对作品有较深刻的理解（请参阅“评估目标”的

第6条），但开展文学批评并不是大学预科项目语言B高级课程的一项目标。

要求学生阅读两篇（部）用所学语言撰写的文学作品。这两部作品可以属于任何体裁，

也可以属于同一体裁。它们之间不需要有任何联系（不需要同属一位作家、一个主题或一个

时期）。

挑选作品时，教师应始终不要忘记学生仍处于学习掌握一门外语的过程中。用非常复杂

的语言撰写的作品可能不适合作为学习材料。

接受技能、表达技能和互动交流技能
通过开展各种口头和/或书面形式的活动来培养接受技能与能力、表达技能与能力以及

互动交流技能与能力，就能够达到语言习得之目的。

欧洲理事会于2001年给这些技能做出以下定义：

接受活动包括默读和领悟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在许多形式的学
习当中，它们都很重要（理解课程的内容，参阅教科书、参考资料
和各种文件）。

在许多学术和专业领域中，表达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口头演
示、书面研究和报告），它们具有特殊的社交价值（人们会根据所
提交的书面材料，或根据讲话和口头演示的流利程度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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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交流中，至少有两个人参与口头和/或书面交流，在这一
过程中表达和接受交替进行，在口头交流中两者有可能同时进行。
交谈者不仅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同时听对方在说什么。即便是在
严格遵守轮流发言的交流当中，听者也往往会预测说话者尚未说出
的讯息并做好回应准备。因此，学会互动交流不仅仅是学习接受和
表达方式。鉴于其在交流中的中枢作用，互动交流在语言运用和学
习中往往具有极高的重要性。

课程设计的各项原则
在国际文凭项目中，学生学习一种语言应不局限于掌握语法或语言规则。教师应当将学

生视为与社会环境进行互动的个人。学生在学习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学习该语言的文化。因

此，大学预科项目语言B课程在教授交流技能和语言要素的同时，也应注重语言的社会文化

要素。

多元文化性

多元语言能力和多元文化理解是语言教学和学习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它们有助于培养积

极的态度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尊重，这些都是国际文凭组织教育理念中不

可或缺的成分。

明确地教授一种文化的某些特定的方面时，教师应当认识到某些主题和思维定式可能造

成对所学文化的误解。最好是找到一些文化方面的典型材料加以教授，而不要按照思维定式

进行教学，要记住典型材料既不是永久使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打破文化思维定式的课堂

活动，可以有效地消除那些常常是未加分析就被接受的过于简单化和产生误导的概念。

我们如何接触到文化？

 • 通过各种象征符号

 • 通过信仰和迷信

 • 通过对现实进行分类和整理的各种方式方法

 • 通过各种行为举止

 • 通过与信仰和行为举止有关联的假设

象征符号、信仰和假设都是一个文化社区的成员所常见并可以理解的，都是以含蓄的方

式来表达的。这些象征符号、信仰和假设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文化社区之中，尽管它们可能

具有其它意义。对这些差异缺乏了解可能会导致文化误解——例如，在一些文化当中白色是

象征哀悼的颜色，而其它文化则采用黑色或其它颜色来象征哀悼。

我们如何打破思维定式？

教授所学文化时，应避免采用种族优越感的方法，因为这可能导致学生对所学文化产生

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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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活动中，可以同时对学生自己的文化和所学文化进行分析，这样学生就能够开展

多元文化思考和理解，从而促使他们认识到这两种文化在某些方面可能的相似或不同之处。

发展这种对差异和相似之处的意识，应当促使学生养成处事宽容、理解和尊重的态度，从而

反映出国际文凭学习者培养目标中的一些品质。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应当帮助学生更加敏锐

地认识到他们自身的文化特征。

多样性
教师应当确保：

 • 学生接触到适合他们水平的各种文本类型的学习材料。

 • 学生通过各种课堂活动以及各种由个人完成的作业实际练习所学习的语言。

 • 均衡合理地分配时间，让学生完成与核心主题以及选修主题相关的作业和活动。

 • 让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从而学习和掌握所有3种技能——接受技能、表

达技能和互动交流技能。

整体性
教师应当确保学生：

 • 能够自如地转换应用各种语言技能（例如在阅读一条新闻之后开展讨论）。

 • 考虑并探索与其它知识领域的联系（包括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中的其它学科领

域）。

 • 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展示他们的学习。

 • 参与对学习材料的选择。

 • 在具体情境中学习语言。

 • 采用原文材料。

以下是对语言教学及习得的各个方面加以整合时可能采用的方式方法。

在课堂上开展的各种活动

大多数在课堂上开展的活动都应当对教学大纲的若干方面加以整合。这方面的例子包括：

 • 将学生分成小组，阅读（或聆听）一篇材料之后，集体找出一些问题的答案，然后

向全班做汇报。

 • 开展一项课题，要求学生：

- 阅读和聆听，从而收集信息；

- 设计一份调查问卷；

- 采访母语是所学语言的人；

- 向全班做汇报；

- 根据获得的信息撰写文章、辅助材料或信函。



语言B指南24

教学大纲的内容

课外活动

应鼓励学生在一切可能的况下与讲所学语言的人展开练习，例如通过通信、发送电子邮

件和组织语言俱乐部等等形式。

除了鼓励学生个人开展学习之外，利用互联网可以帮助学生发展接受技能，并能够提高

他们对所学语言的文化的认识。可以鼓励学生从互联网上搜索信息，针对指定主题比较不同

的网站，对搜索到的结果进行总结，向全班介绍自己的收获，通过撰写电子邮件回答疑问。

语言教学中对技术的应用
信息技术使师生们能够获得可靠的、最新的材料，并促进学校社区与其他系统使用所学

语言展开互动交流。这样一来，所学语言就在课堂内外得到运用，并成为学生学习体验的中

枢。信息技术可以支持量身打造的语言课程，这样的课程迎合各个学生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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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综述
评估是教学和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大学预科项目中，评估的首要目的是支持课

程目标的实现并鼓励学生以适当的方式开展学习。在大学预科项目中既进行校外评估也进行

校内评估。由国际文凭组织的阅卷人给外部评估作业判分，对校内评估作业则由学校教师判

分，并由国际文凭组织对其进行校外评审。

国际文凭组织采用两种类型的评估。

 • 形成性评估为教学与学习提供信息。形成性评估关系到为师生们提供精确和有帮助

的信息反馈，使他们了解学习的状况以及学生长处和弱点的性质，从而帮助学生深

化理解和提高能力。形成性评估还可以帮助改进教学质量，因为它为考核教学的进

展以达到课程的宗旨和目标提供信息。

 • 总结性评估对以前的学习进行总体检查，关系到对学生成绩的测评。

大学预科项目主要注重总结性评估，其设计是要记录课程学习结束或临近结束时学生的

成绩。然而，在课程教学与学习期间，也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形成性评估，并鼓励教师这样

做。对于课程的教学、学习和编排来说，一份综合全面的评估计划是不可或缺的。欲了解这

方面更多的信息，请参阅国际文凭组织《项目的标准与实施要求》这份文件。

国际文凭组织采用的评估方法是标准参照评估法，不采用对比参照评估法。标准参照

评估法是依据已经明确的成绩水平标准对学生作业的表现进行评判，这与其他学生的作业没

有关系。欲进一步了解大学预科项目中的评估工作，请参阅 Diploma Programme assess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大学预科项目的评估工作：原则与实践）这份文件。

在线课程中心（OCC）有丰富多样的资源支持教师计划和开展大学预科项目各门课程的

评估工作，这些材料也可以从国际文凭商店（http://store.ibo.org）购买。可以从 OCC 上找

到教师参考资料、学科报告、校内评估指导纲要、成绩等级细则以及来自其他教师的各种资

源。也可以从国际文凭商店购买考试样卷、以前使用过的试卷和评分方案等资料。

评估方法
国际文凭组织采用若干种方法对学生完成的作业进行评估。

评估标准

当评估作业属于开放式的（无标准答案的），会采用评估标准对其进行评估。每一项标

准针对要求学生展示的一项具体的技能。评估目标描述学生应当能够做到什么，而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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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描述他们应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做到。采用评估标准可以鉴别不同回答之间的差异，并鼓励

学生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回答。每一项标准由一套分等级的成绩水平细则构成。每一条成绩水

平细则对应一个或多个分数。应按照最符合模式独立地应用每一项评估标准。根据每一项标

准的重要性，各项标准的最高分可能会不尽相同。将依据每一项标准判给的分数加起来就能

得到一份作业的总分。

分数段

分数段是对期盼达到的表现的综合说明，正是根据这些说明来评判学生的作业的。它们

从整体上代表了被分为若干成绩水平细则的某一项评估标准。每一条成绩水平细则对应着一

个分数范围，对学生的表现加以区分。应对照成绩水平细则看看学生的应答最符合哪一段细

则，然后从可能的分数范围内确定判给学生的具体分数。

评分方案

这一普通术语用来描述为具体试卷准备的分析性评分方案。要为某些试题准备解析性评

分方案，这些试题要求学生做出具体明确的应答和/或特定的最终答案。评分方案详细地指

示阅卷人如何将每一道题的总分进行分解，从而给学生应答的不同部分判分。在一份评分方

案中可以包含所期盼的学生答题的内容，也可以是一系列的评分说明，指导阅卷人如何应用

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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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2015年首次考试

评估的构成 比重

校外评估 70%

试卷�1（90分钟）：接受技能

针对基于核心主题的4篇书面材语料完成文字应答练习。

25%

试卷�2（90分钟）：书面表达技能

从基于选修主题的5道题中选择一道，完成一项篇幅为250-400个英语单词

（300-480个汉字）的写作练习。

25%

书面作业：接受技能和书面表达技能

阅读基于核心主题的数篇文本互涉的材料，然后完成篇幅为300-400个英语

单词（360-480个汉字）的写作作业，外加一个150-200个英语单词（180-

240个汉字）的写作说明。

20%

校内评估

校内评估由教师在校内完成，由国际文凭组织进行校外评审。

30%

个人口头活动（8–10�分钟）

基于选修主题进行：学生有15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进行（最长）10分钟的

口头表达以及与教师的讨论。

20%

互动口头活动

基于核心主题进行：完成3次课堂活动，由教师进行评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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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概要：高级课程

2015年首次考试

评估的构成 比重

校外评估� 70%

试卷1（90分钟）：接受技能

针对基于核心主题的5篇书面材料完成文字应答练习。

25%

试卷2（90分钟）：书面表达技能

两项规定性写作练习。

A部分：从基于选修主题的5道题中选择其一，完成篇幅为250-400个英语单

词（300-480个汉字）的写作练习。

B部分：针对基于核心主题的启发材料写出150-250个英语单词（180-300个

汉字）的应答。

25%

书面作业：接受技能和书面表达技能

基于阅读过的一或两篇（部）文学作品，完成篇幅为500-600个英语单词

（600-720个汉字）的创作性写作，外加一个150-250个英语单词（180-300

个汉字）的写作说明。

20%

校内评估

校内评估由教师在校内完成，由国际文凭组织进行校外评审。

30%

个人口头活动（8-10�分钟）

基于选修主题进行：学生有15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进行（最长）10分钟的

口头表达以及与教师的讨论。

20%

互动口头活动

基于核心主题进行：完成3次课堂活动，由教师进行评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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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学生进行评估。

 • 针对每一份试卷制定详细具体的评分方案

 • 评估标准

这些评估标准公布在本指南当中。这些评估标准与语言B课程规定的评估目标以及第2学

科组的宗旨均有关联。

用于试卷1的评分方案。

用于试卷2的评估标准。

用于书面作业的评估标准。

书面试卷
有两份由校外出题和判分的试卷：试卷1和试卷2。所设计的这两份试卷使学生能够表现

出与语言B课程评估目标相关的各种能力。试卷1评估接受技能，试卷2则评估表达技能。

词典和参考材料的使用
考试期间，学生在完成试卷1和试卷2时不允许使用词典和参考材料。学生在完成书面作

业时允许使用词典和参考材料。

字数方面的要求
普通课程试卷2：要求学生至少写250个英语单词（300个汉字）。

高级课程试卷2的A部分：要求学生至少写250个英语单词（300个汉字）。

高级课程试卷2的B部分：要求学生至少写150个英语单词（180个汉字）。

在依据“标准A：语言”进行评估时，没有达到字数方面的最低要求将被扣1分。（欲了解

非罗马字母的各语种这方面的信息，请参阅本指南附件中的“针对具体语种的信息”部分。）

普通课程的书面作业：要求学生撰写300-400个英语单词（360-480个汉字，不包括参考

资料目录），外加最少150，最多200个英语单词（最少180，最多240个汉字）的写作说明。

比所要求的字数少很多的作业不可能达到已说明的作业要求，因此很可能得到低分。如果超

出了字数的上限，将仅针对作业的头400个英语单词（480个汉字）和写作说明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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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课程的书面作业：要求学生撰写500-600个英语单词（600-720个汉字），外加最少

150，最多250个英语单词（最少180，最多300个汉字）的写作说明。比所要求的字数少很多

的作业不可能达到已说明的作业要求，因此很可能得到低分。如果超出了字数的上限，将仅

针对作业的头600个英语单词（720个汉字）和写作说明进行评估。

3项校外评估（试卷1、试卷2和书面作业）合起来，在总体评估中占70%的比重。

请注意：必须使用所学语言进行所有书面和口头应答。

教师的指导和作业的真实性
提交参加校外评估的书面作业必须是由学生本人完成的作业。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由学生自己决定题目或课题，教师不给予任何支持。在作业的计划阶

段和完成阶段，教师都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教师要负责确保学生们熟悉：

 • 对将要评估的作业类型的要求；

 • 评估标准（学生应了解他们提交参加评估的作业必须有效地针对这些评估标准）。

教师要负责确保所有学生都理解什么是学术诚实，尤其是与作业的真实性以及知识产权

相关的概念的基本含义和意义。教师必须确保所有接受评估的学生作业都是按照相关的要求

准备的，必须向学生解释清楚作业要完全由他们本人完成。

与学生面谈并选定合适的作业主题之后，教师可以针对作业的初稿给予口头建议。这些

建议可以帮助学生明确改进作业的方法，但教师一定不要对初稿进行批注，编辑或订正。对

作业初稿给出总体性评论之后，教师就不应再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协助。

所有提交给国际文凭组织参加评审或评估的作业必须由一位教师审核其真实性，如果怀

疑或已经确认某件作业有舞弊情况，就一定不要提交它。每一位学生都必须证明作业是由他

们本人完成的，并且是终定稿。一旦学生正式将作业的终定稿提交给教师（或大学预科项目

协调员）接受评估，就不能再将作业撤回。

可以通过与学生讨论作业的内容并通过仔细检查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来核查作业的真实

性：

 • 学生的最初方案；

 • 书面作业的初稿；

 • 所利用的参考资料（普通课程的原始材料；高级课程的文学作品）；

 • 与学生一贯的写作风格进行对比。

按照要求，指导教师和学生需确认所有学生作业的真实性。如果教师或学生不能够确

认一份作业的真实性，当事的学生将无资格获得该项考试的成绩，该份作业也将没有成绩

等级。欲了解这方面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国际文凭组织出版的Academic honesty （学术诚

实）以及General regulations: Diploma Programme (总则：大学预科项目)等文件中相关的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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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评估细则：普通课程

试卷1：接受技能

考试时间：90分钟

比重：25%
试卷1基于课程的核心主题：交流与媒体、全球性问题、社会关系

该试卷由校外命题并进行校外评估。通过一系列试题，该试卷评估学生阅读各种文本材

料的能力。该试卷的材料卷中包含4篇材料。试题和应答卷中包含针对阅读材料的试题。要

评估的是学生对书面材料的理解，而不是学生对该主题所具有的知识。

所有材料和试题均以所学语言呈现，所有应答也必须用所学语言写出。

下面列出了一些可能采用的文本类型，它们并不是全面无遗的，应鼓励学生熟悉各种文

本类型。这些类型的文本可以用电子版的形式呈现。

 • 文章、专栏文章

 • 博客

 • 手册、传单、广告单、小册子、广告

 • 议论文

 • 任何形式的访谈

 • 新闻报道

 • 报告

 • 评论

 • 操作步骤说明、工作程序指南

 • 书面通信

文字应答练习

通过试题要评估一系列的接受技能，例如对阅读内容总体意思的理解，通过快速阅读找

到具体细节，理解文本的结构特点。

以下是在试卷1中可能出现的试题类型：

 • 根据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完成填空练习

 • 识别关键词语或句子结构的精确所指（例如，在第x行中的“他们”指的是谁？）

 • 识别阅读材料不同部分中互相有联系的思想观点

 • 识别具体的内容要点

 • 根据所阅读的材料识别句子的对/错

 • 识别一段解释或定义的对/错并从阅读材料中找到支持自己判断的证据

 • 从一篇材料或一系列短小材料中识别谁说了什么

 • 把总结段落大意的句子和不同的段落搭配起来

 • 为出自阅读材料的词汇或短语搭配相应的定义

 • 多项选择题

 • 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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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2：书面表达技能

考试时间：90分钟

比重：25%
试卷2基于课程的5个选修主题：文化的多样性、风俗与传统、健康、休闲、科学与技术。

该试卷由校外命题并进行校外评估。试卷中有5道写作题，分别要求采用不同的文本类

型进行写作。每一道题均基于一个不同的选修主题，学生选择一道题进行写作。要求学生写

250-400个英语单词（300-480个汉字）。

这项考试旨在评估学生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行书面交流的能力。要求学生展示自己的表达

技能。这项考试不是要测验学生对选修主题在知识方面的掌握情况，但学生可以并且应当应

用这方面的知识来支持自己希望传达的内容。

每一道题均要求学生采用一种具体的文本类型进行写作，例如写一封正式的信函或写一

份报告。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就需要明确写作的目的，以便采用适合具体文本类型的语体和

风格。

学生应当：

 • 准确和恰当地应用语言；

 • 针对这项写作任务，有条理地逐步论述相关的思想观点；

 • 正确表现指定文本类型的特点。

试卷2会要求学生采用以下文本类型进行写作：

 • 文章

 • 博客/日记

 • 手册、传单、广告单、小册子、广告

 • 议论文

 • 访谈

 • 辩论、演讲、谈话、演示的开场白

 • 新闻报道

 • 正式报告

 • 评论

 • 操作步骤说明、工作程序指南

 • 书面信函

书面作业：接受技能和书面表达技能

比重：20%
这项作业是先完成与核心主题相关的跨文本阅读，然后完成篇幅为300-400个英语单词

（360-480个汉字）的写作作业，另外还要写出150-200个英语单词（180-240个汉字）的写作

说明。这项作业必须于本课程的最后一个学年中完成，并接受校外评估。对此项作业没有时

间限定，在教师的指导下须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请参阅后边“教师的作用”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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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这项书面作业的目的在于：

 • 加深对从课程中选择的主题的理解；

 • 培养跨文本接受技能和表达技能；

 • 为所选定的作业挑选、运用和引用合适的原始材料；

 • 按照所选定的文本类型，产生适当的文本；

 • 目的明确和连贯一致地组织写作；

 • 扩展语言技能；

 • 通过对作业的反思，展示出多元文化理解。

“跨文本阅读”指的是阅读属于同一主题的不同文本材料的能力，其中可能包括音频/

音像材料。

要求

这项作业有两个部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写作说明：学生必须写一篇150-200个英语单词（180-240个汉字）的写作说明来介绍作

业，写作说明必须包括：

 • 经过调研的主题；

 • 对每一种原始资料的简单描述；

 • 学生要达到的目的； 

 • 解释学生打算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文本类型、受众、语域（语体）、 风格

等方面的选择。

作业：在与指导教师进行讨论之后，学生可以选用本节中列出的，建议试卷2采用的文

本类型完成一篇写作。这篇写作作业的篇幅要适当，不要超过400个英语单词（480个汉字）

。写作的内容必须是关于某一个或多个核心主题的，并要基于学生在咨询了教师之后所挑选

的3篇（最少）或4篇（最多）原始资料，例如文章、博客、音/像材料和访谈中收集到的信

息。

学生应当：

 • 针对写作说明中介绍过的主题；

 • 以适合作业的方式，对出自原始资料的信息加以组织；

 • 运用适合文本类型和交流目的的语言。

以下是英语B书面作业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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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主

题

原始资

料的焦

点

原始资料 作业

的主

题

文本

类型

作业标

题

写作说明

全球

性问

题

人口贩

运进入

英国

1.对一位人口贩运

受害者的访谈材料

2.报纸上关于移民

局干预一个边境检

查站工作的文章

3.一个慈善组织帮

助非法移民的小

册子

4.边防警察在多佛

进行突袭检查的新

闻报道。

现代

奴隶

访谈 “穿

越海

峡”

经过调研的主题：现

代奴隶

对所采用的原始资料的

简单描述。

目的：告诉公众英国人

口贩运问题的危险性和

可能的解决方法。

如何运用了原始资料，

例如对文本类型的选

择，对语体的选择（有

论证）。

形式方面的指导要点

 • 应当在课程的最后一年中撰写这项作业，没有时间方面的限定。

 • 学生必须根据自己挑选的3篇（最少）到4篇（最多）原始资料，在征求教师意见的

基础上自己选定这项书面作业的主题。

 • 必须使用所学语言和文字处理软件完成作业和写作说明。

 • 作业必须是学生独立的工作成果（请参阅后边“教师的作用”一节）。

 • 原始资料必须与所学文化相关，是用所学语言写成的原文材料，学生必须参考它们。

 • 适当时，学生可以采用一些插图来支持他们的作业，但艺术成就是不被评估的。插

图必须总是以电子的形式植入作业，而不是单独制作或作为实体附件。提交参加评

估的书面作业必须采用文字处理软件完成，电子文件的大小，包括任何图像，一定

不要超过两兆字节（2MB）。

教师的作用

教师应当通过自己给学生的指导对这项作业做出具体说明，确保它是学生原创的作业，

符合对这项作业的要求，而且是由学生自己完成。

教师是提供意见者，指导学生完成作业。学生对完成作业的整个过程负责，但教师须对

主题的选择、原始材料的选择以及文本类型的选择提出建议。

教师不应对这项书面作业进行改正，但可以针对作业初稿给出口头建议。这些建议可以

帮助学生明确改进作业的方法，但教师一定不要对初稿进行批注或编辑。对作业初稿给出总

体性评论之后，教师就不应再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协助。

教师应当使学生熟悉用于这项作业的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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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评估标准：普通课程

综述

试卷1
对试卷1进行评估时要采用评分方案，这项考试的得分占总分的25%。

试卷2
对试卷2进行评估时要采用评估标准，这项考试的得分占总分的25%。

有3项评估标准。

标准 A 语言 10分

标准 B 讯息 10分

标准 C 形式 5分

总计 25分

书面作业

对书面作业进行评估时要采用评估标准，这项作业的得分占总分的20%。

共有3项评估标准。

标准 A 写作说明和作业 10分

标准 B 组织与发展 6分

标准 C 语言 8分

总计 24分

试卷2：书面表达技能

标准A：语言

 • 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和准确地使用了语言？

写作没有达到最低字数要求将被扣1分。

分数 水平细则

0 写作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总体说来，没有适当掌握所学语言。

所使用的词汇非常有限，有许多基本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经常是不清晰的。



语言B指南36

校外评估

分数 水平细则

3-4 对所学语言掌握得有限，总体说来不够有效。

所使用的词汇有限，有许多基本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有时清晰。

5-6 总体说来，对所学语言的掌握尚令人满意，尽管有许多不够准确之

处。

使用了一定范围的词汇，有许多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大都清晰。

7-8 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尽管有一些不够准确之处。

准确地使用了一定范围的词汇，仍有一些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都清晰。

9-10 充分和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

准确地使用了范围广泛的词汇，很少出现严重错误。

清晰和有效地使用了一些复杂句结构。

标准B：讯息

 • 学生可以多么清楚地展开和组织相关的思想观点？

分数 水平细则

0 写作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讯息没有得到传达。

思想观点是不相关的和/或重复性的。

思想观点的展开不清楚，支持性细节非常有限，并且/或者是不合适

的。

3-4 讯息很少得到传达。

思想观点有时是不相关的和/或重复性的。

思想观点的展开不够清楚，支持性细节有限，并且/或者是不合适

的。

5-6 讯息得到了部分传达。

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关的。

对思想观点的展开有时显而易见，支持性细节有时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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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7-8 相当好地传达了讯息。

思想观点大都相关。

思想观点的展开条理清楚，支持性细节大都合适。

9-10 很好地传达了讯息。

思想观点都是相关的。

思想观点的展开条理清楚并且有效，支持性细节都是合适的。

准C：形式

 • 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按照所要求的文本类型完成了写作？

 • 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恰当地应用了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

分数 水平细则

0 写作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 看不出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

没有运用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

2 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难于辨识，或不合适。

对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运用得非常有限。

3 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有时可以辨识，而且合适。

对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运用得有限。

4 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在总体上可以辨识，而且合适。

明显地运用了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

5 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清晰可辨，而且合适。

明显和有效地运用了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

书面作业：接受技能和书面表达技能（普通水平）

标准A：写作说明和作业

 • 为了完成这项书面作业，学生如何充分地利用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在写作说明中，对作业的介绍的清晰程度如何？

–作业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针对了写作说明中所陈述的主题并达到了目的？

–为作业选择的文本类型在多大程度上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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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学生以有限的方式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可能仅部分完成了

这项书面作业。

在写作说明中几乎没有提及原始资料。

学生几乎没有解释他/她的目的是什么。

主题与所选择的原始资料几乎无关，在作业中没有得到涉及。

选择的文本类型不适合写作说明中所陈述的受众和目的。

3-4 为了完成书面作业，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

身。

在写作说明中对原始资料有所提及。

学生解释了他/她的目的是什么，但没有解释自己打算如何达到目

的。

写作说明中所陈述的主题与所选择的原始资料有些相关，但并未贯

穿整篇作业。

所选择的文本类型不完全适合在写作说明中陈述的受众和目的，在

整篇作业中没有得到连贯一致的应用。

5-6 为了完成书面作业，学生尚适当地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在写作说明中提及了所有原始资料，但未必做了描述。

学生解释了他/她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打算如何达到目的。

写作说明中所陈述的主题与所选择的原始资料大都相关，并贯穿于

整篇作业。 

所选择的文本类型不完全适合在写作说明中陈述的受众和目的，但

在整篇作业中得到了连贯一致的应用。

7-8 为了完成书面作业，学生很好地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在写作说明中描述了所有原始资料。

学生清楚地解释了他/她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打算如何达到目的。

写作说明中所陈述的主题与所选择的原始资料相关，并贯穿于整篇

作业。

所选择的文本类型适合在写作说明中陈述的受众和目的，并在整篇

作业中得到了连贯一致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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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为了完成书面作业，学生有效地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在写作说明中充分描述了所有原始资料。

学生清楚地解释了他/她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打算如何达到目的。

写作说明中所陈述的主题有焦点，与所选择的原始资料相关，始终

贯穿于整篇作业。

所选择的文本类型适合在写作说明中陈述的受众和目的，并在整篇

作业中得到了连贯一致的应用。

标准B：组织与发展

 • 思想观点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组织和发展？

请注意：标准B仅应用于对作业本身的评估。

分数 水平细则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对思想观点的组织和发展大都无效。

3-4 对思想观点的组织和发展大都有效。

5-6 对思想观点的组织和发展有效。

标准C：语言

 • 就作业本身而言，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恰当和有效地使用了语言？

请注意：标准B仅应用于对作业本身的评估。

分数 水平细则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对语言的运用通常有限。

作业中使用的词汇有限，或通常不恰当。

简单句的结构通常不清晰。

没有运用修辞手段，或运用得不恰当。

3-4 对语言的运用通常适当。

使用的词汇广泛，但在作业中有时使用得不恰当。

简单句的结构清晰，但没有尝试复杂的句子结构。

对适当的修辞手段的运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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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对语言的运用适当，而且通常有效。

使用的词汇广泛，在作业中通常使用得恰当。

简单句的结构清晰，但复杂句的结构有错。

对修辞手段的运用恰当。

7-8 对语言的运用适当而且有效。

使用的词汇很广泛，在作业中使用得一贯恰当。

清晰和有效地使用了复杂句结构。

有效地运用了各种不同的修辞手段。

校外评估细则：高级课程

试卷1：接受技能

考试时间：90分钟

比重：25%
试卷1基于课程的核心主题：交流与媒体、全球性问题、社会关系

该试卷由校外命题并进行校外评估。通过一系列试题，该试卷评估学生阅读各种文本材

料的能力。该试卷的材料卷中包含5篇材料。试题和应答卷中包含针对阅读材料的试题。要

评估的是学生对书面材料的理解和诠释，而不是学生对该主题所具有的知识。

要求学生掌握与主题相关的词汇。尽管从形式上说普通课程的试卷1与高级课程的试卷1

很相似，但高级课程的阅读材料在总体上比较长，难度也较高，以符合语言B课程的宗旨。

所有材料和试题均以所学语言呈现，所有应答也必须用所学语言写出。

下面列出了一些可能采用的文本类型，它们并不是全面无遗的，要求学生熟悉各种文本

类型。这些类型的文本可以用电子版的形式呈现。

 • 文章、专栏文章

 • 博客

 • 手册、传单、广告单、小册子、广告

 • 议论文

 • 任何形式的访谈

 • 新闻报道

 • 报告

 • 评论

 • 操作步骤说明、工作程序指南

 • 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

 • 书面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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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应答练习

通过试题要评估一系列接受技能，例如对阅读内容总体意思的理解，通过快速阅读找

到具体细节，理解文本的结构特点（例如相互参照），在情境中的功能，以及识别交流的目

的。在高级课程中还要评估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诠释（但不包括分析）。

以下是在试卷1中可能出现的试题类型：

 • 从一系列句子中选出符合阅读材料意思的句子

 • 根据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完成填空练习

 • 识别清晰的概念推理（例如，“阅读材料说有60%的人认为xxx。这对剩下40%的人

意味着什么？”)

 • 识别关键词语或句子结构的精确所指（例如，“在第x行中的‘他们’指的是

谁？”)

 • 识别阅读材料不同部分中相互有联系的思想观点

 • 识别具体的内容要点

 • 识别一段解释或定义的对/错并从阅读材料中找到支持自己判断的证据

 • 从一篇材料或一系列短小材料中识别谁说了什么

 • 通过找到证据或关键词语来支持自己的诠释（例如，“作者在何处说了xxx？”)

 • 把总结段落大意的句子和不同的段落搭配起来

 • 为出自阅读材料的词汇或短语搭配相应的定义

 • 多项选择题

 • 简答题

试卷2：书面表达技能

考试时间：90分钟

比重：25%
试卷2由校外命题并进行校外评估，由两个部分组成：

 • A部分[250-400个英语单词（300-480个汉字）的写作练习]：基于5个选修主题——

文化的多样性、习俗与传统、健康、休闲、科学与技术

 • B部分[150-250个英语单词（180-300个汉字）的写作练习]：基于3个核心主题——

交流与媒体、全球性问题、社会关系

这项考试旨在评估学生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行书面交流的能力。要求学生展示自己的表达

技能。

A部分

试卷的该部分包含5道写作题，分别要求采用不同的文本类型进行写作。每一道题均基

于一个不同的选修主题，学生选择一道题进行写作。

这项考试不是要测验学生对选修主题在知识方面的掌握情况，但学生可以并且应当应用

这方面的知识来支持自己希望传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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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道题均要求学生采用一种具体的文本类型进行写作，例如写一封正式的信函或写一

份报告。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就需要明确把握写作目的，以便采用适合具体文本类型的语体

和风格。

学生应当：

 • 准确和恰当地应用语言；

 • 针对这项写作任务，有条理地逐步论述相关的思想观点；

 • 正确表现指定文本类型的特点。

A部分要求学生采用以下文本类型进行写作：

 • 文章

 • 博客/日记

 • 手册、传单、广告单、小册子、广告

 • 议论文

 • 访谈

 • 辩论、 演讲、 谈话、演示的开场白

 • 新闻报道

 • 正式报告

 • 建议书

 • 评论

 • 操作步骤说明、工作程序指南

 • 书面信函

B 部分

学生针对与核心主题相关的启发材料写出推理论证性质的应答。阅读材料可能是一篇新

闻报道或是一位公众人物发表的意见。学生撰写的回应应当触及阅读材料中的细节，以便对

所涉及的主题领域展开条理清晰的讨论，通过以前对该核心主题的学习，学生对此领域已经

有所了解。没有固定的答案——要评估的是学生表达他们对启发材料进行的反思或做出个人

应答的能力。

书面作业：接受技能和书面表达技能

比重：20%
这项作业包括：根据在课堂上阅读过的一篇或两篇文学作品，完成篇幅为500-600个英语

单词（600-720个汉字）的创作，另外还要写出150-250个英语单词（180-300个汉字）的写作

说明。这项作业必须于本课程的最后一个学年中完成，并接受校外评估。对此项作业没有时

间限定，在教师的指导下须由学生独立地完成（请参阅后边“教师的作用”一节）。

目标

这项书面作业的目的在于：

 • 为学生提供机会，对在课堂上阅读过的一或两篇文学作品进行反思并加深理解；



语言B指南 43

校外评估

 • 将他们的接受和表达技能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级；

 • 按照所选定的文本类型，产生适当的文本；

 • 目的明确和连贯一致地组织写作；

 • 扩展语言技能；

 • 通过对作业的反思，展示出多元文化理解。

要求

这项书面作业有两个部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写作说明：学生必须写一篇150-250个英语单词（180-300个汉字）的写作说明来介绍作

业，写作说明必须包括：

 • 对文学作品的简介；

 • 对作业如何与文学作品相关的解释；

 • 学生打算达到的目的； 

 • 解释学生打算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文本类型、受众、语域（语体）、 风格

等方面的选择。

作业：学生要根据在课程中阅读过的一或两篇文学作品完成一篇创作。这篇创作的篇幅

必须为500-600个英语单词（600-720个汉字）。学生应有效地运用一系列语言，它们要适合

在写作说明中陈述的所选择的文本类型和写作目的。这项书面作业的例子可以是：为一部小

说写一个新的结尾、采访一位人物，以故事或戏剧中一位人物的身份写一篇日记，一篇关于

故事中某个事件的新闻报道等等。

请注意：对于这篇书面作业来说，正式的（文学）论文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文本类

型。

学生应当：

 • 发展在写作说明中介绍过的思想观点；

 • 运用适合文本类型和交流目的的一系列语言；

 • 完成一篇与相关文学作品有联系的创作。

以下是英语B书面作业的一个案例：

原始资料 作业 文本类型 写作说明

小说《人

鼠之间》

柯利太太的日

记，可能在她

被勒死之后被

发现。

日记 写作说明将给出这部文学作品的梗概，介绍

故事中的人物和她的行动，以及她所表达的

思想。接下来，写作说明将阐明作业的目的

（柯利太太一直在写日记，因为没有其他女

性与她交谈；日记的内容可以反映她的孤独

感）。写作说明还将介绍和论证所选择的文

本类型/语体/风格/受众（日记内容的写作风

格将和小说中人物的说话风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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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方面的指导要点

 • 必须在课程的最后一年中撰写这项作业，没有时间方面的限定。

 • 学生必须在征求教师意见的基础上自己选定这项书面作业的主题。

 • 必须使用所学语言和文字处理软件完成作业和写作说明。

 • 作业必须是学生独立的工作成果（请参阅后边“教师的作用”一节）。

 • 所采用的文学作品必须是用所学语言撰写的原著，并用所学语言学习过。

 • 适当时，学生可以采用一些插图来支持他们的作业，但艺术成就是不被评估的。插

图必须总是以电子的形式植入作业，而不是单独制作或作为实体附件。提交参加评

估的书面作业必须采用文字处理软件完成，电子文件的大小，包括任何图像，一定

不要超过两兆字节（2MB）。

教师的作用

教师应当通过自己给学生的指导对这项作业做出具体说明，确保它是学生原创的作业，

符合对这项作业的要求，而且是由学生自己完成。

教师是提供意见者，指导学生完成作业。  学生对完成作业的整个过程负责，但教师须

对主题、文学作品和文本类型的选择提出建议。

教师不应对这项书面作业进行改正。与学生面谈并选定合适的主题之后，教师可以针对

作业的初稿给予口头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帮助学生明确改进作业的方法，但教师一定不要对

初稿进行批注，编辑或订正。对作业初稿给出总体性评论之后，教师就不应再提供任何进一

步的协助。

教师必须使学生熟悉用于这项作业的评估标准。

校外评估标准：高级课程

综述

试卷1
对试卷1进行评估时要采用评分方案，这项考试的得分占总分的25%。

试卷2
对试卷2进行评估时要采用评估标准，这项考试的得分占总分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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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部分

有3项评估标准。

标准 A 语言 10分

标准 B 讯息 10分

标准 C 形式 5分

总计 25分

B部分

有2项评估标准。

标准 A 语言 10分

标准 B 论证 10分

总计 20分

书面作业

对书面作业进行评估时要采用评估标准，这项作业的得分占总分的20%。

共有3项评估标准。

标准 A 写作说明和作业 10分

标准 B 组织与发展 6分

标准 C 语言 8分

总计 24分

试卷2：书面表达技能——A部分（高级课程）

标准A：语言

 • 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和准确地使用了语言？

写作没有达到最低字数要求将被扣1分。

分数 水平细则

0 写作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对所学语言掌握得有限，总体说来不够有效。

所使用的词汇有限，有许多基本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有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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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总体说来，对所学语言的掌握尚令人满意，尽管有许多不够准确之

处。

使用了一定范围的词汇，有许多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大都清晰。

5-6 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尽管有一些不够准确之处。

准确地使用了一定范围的词汇，仍有一些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都清晰。

7-8 充分和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

准确地使用了范围广泛的词汇，很少出现严重错误。

清晰和有效地使用了一些复杂句结构。

9-10 非常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

准确和有效地使用了范围广泛的词汇，很少出错。

清晰和有效地使用了复杂句结构。

标准B：讯息

 • 学生可以多么清楚地展开和组织相关的思想观点？

分数 水平细则

0 写作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讯息没有得到传达。

思想观点是不相关的和/或重复性的。

思想观点的展开不清楚，支持性细节有限，并且/或者不合适。

3-4 讯息得到了部分传达。

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关的。

思想观点的展开有时显而易见，支持性细节有时合适。

5-6 相当好地传达了讯息。

思想观点大都相关。

思想观点的展开条理清楚，支持性细节大都合适。

7-8 很好地传达了讯息。

思想观点都是相关的。

思想观点的展开条理清楚并且有效，支持性细节都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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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9-10 出色地传达了讯息。

思想观点都是相关和有效的。

思想观点的展开条理清晰并且透彻，支持性细节非常合适。

标准C：形式

 • 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按照所要求的文本类型完成了写作？

 • 在何种程度上恰当地应用了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

分数 水平细则

0 写作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 看不出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

没有运用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

2 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难于辨识，或不合适。

对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运用得非常有限。

3 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有时可以辨识，而且合适。

对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运用得有限。

4 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在总体上可以辨识，而且合适。

明显地运用了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

5 要求采用的文本类型清晰可辨，而且合适。

明显和有效地运用了适合文本类型的写作惯用手法。

试卷2：书面表达技能——B部分（高级课程）

标准A：语言

 • 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和准确地使用了语言？

写作没有达到最低字数要求将被扣1分。

分数 水平细则

0 写作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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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1-2 对所学语言掌握得有限，总体说来不够有效。

所使用的词汇有限，有许多基本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有时清晰。

3-4 总体说来，对所学语言的掌握尚令人满意，尽管有许多不够准确之

处。

使用了一定范围的词汇，有许多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大都清晰。

5-6 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尽管有一些不够准确之处。

准确地使用了一定范围的词汇，仍有一些错误。

简单句的结构都清晰。

7-8 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

准确地使用了范围广泛的词汇，很少出现严重错误。

清晰和有效地使用了一些复杂句结构。

9-10 非常有效地掌握了所学语言。

准确和有效地使用了范围广泛的词汇，很少出错。

清晰和有效地使用了复杂句结构。

标准B：论证

 • 学生多么熟练地对思想观点展开论证？

 • 论证的清晰和可信程度如何？

 • 学生在何种程度上对启发材料做出了回应？

分数 水平细则

0 写作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思想观点展开得很差，论证不清晰、不可信。

论证的条理不清楚、令人费解。

表达的思想观点是不相关的。

3-4 思想观点展开得不够好，论证大都不清晰、不可信。

论证有时是有条理的。

表达的思想观点有时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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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5-6 思想观点有时得到了较好的展开，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晰的、有

时是可信的。

论证有明显的条理安排。

表达的思想观点大都是相关的。

7-8 思想观点得到了良好和有条理的展开，论证是清晰的、比较可信的。

论证条理清晰连贯、组织有序。

思想观点得到了很好的表达，而且是相关的。

9-10 思想观点得到了出色和有条理的展开，论证是可信的。

论证始终条理清晰连贯、组织有序。

思想观点得到了出色的表达，是相关和令人感兴趣的。

书面作业：接受技能和书面表达技能（高级课程）

标准A：写作说明和作业

 • 为了完成这项书面作业，学生如何充分地利用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在写作说明中，对作业的介绍的清晰程度如何？

–作业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达到了写作说明中所陈述目的？

–为作业选择的文本类型在多大程度上是适合的？

请注意：“创作”意味着对于这篇书面作业来说，正式的（文学）论文不是一种可以接受

的文本类型，而且，艺术成就是不被评估的。

分数 水平细则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学生以有限的方式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可能仅部分完成了

这项书面作业。

做了介绍，但很少解释作业如何与文学作品相关联。

学生几乎没有解释他/她的目的是什么。

完成的作业不是一篇创作，与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没有联系。

选择的文本类型不适合写作说明中所陈述的受众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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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为了完成书面作业，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学生有时解释了作业如何与所选择的文学作品相关联。

学生解释了他/她的目的是什么，但没有解释自己打算如何达到目的。

完成的作业是一篇创作，但与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没有联系。

所选择的文本类型不完全适合在写作说明中陈述的受众和目的，在

整篇作业中没有得到连贯一致的应用。

5-6 为了完成书面作业，学生尚适当地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学生解释了作业如何与所选择的文学作品相关联。

学生解释了他/她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打算如何达到目的。

完成的作业是一篇创作，但仅偶然与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有联系。

所选择的文本类型不完全适合在写作说明中陈述的受众和目的，但

在整篇作业中得到了连贯一致的应用。

7-8 为了完成书面作业，学生很好地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学生清楚地解释了作业如何与所选择的文学作品相关联。

学生清楚地解释了他/她的目的是什么，并解释了自己打算如何达到

目的。

完成的作业是一篇创作，通常与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有联系。

所选择的文本类型适合在写作说明中陈述的受众和目的，在整篇作

业中得到了应用。

9-10 为了完成书面作业，学生有效地利用了写作说明和作业本身。

学生清楚和充分地解释了作业如何与所选择的文学作品相关联。

学生清楚地解释了他/她的目的是什么，并解释了自己打算如何达到

目的。 

完成的作业是一篇创作，一贯与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有联系。

所选择的文本类型适合在写作说明中陈述的受众和目的，并在整篇

作业中得到了连贯一致的应用。

标准B：组织与发展

 • 思想观点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组织和发展？

请注意：标准B仅应用于对作业本身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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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对思想观点的组织和发展大都无效。

3-4 对思想观点的组织和发展大都有效。

5-6 对思想观点的组织和发展有效。

标准C：语言

 • 就作业本身而言，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恰当和有效地使用了语言？

请注意：标准C仅应用于对作业本身的评估。

分数 水平细则

0 作业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对语言的运用通常有限。

作业中使用的词汇有限，或通常不恰当。

简单句的结构通常不清晰。

没有运用修辞手段，或运用得不恰当。

3-4 对语言的运用通常适当。

使用的词汇广泛，但在作业中有时使用得不恰当。

简单句的结构清晰，但没有尝试复杂的句子结构。

对适当的修辞手段的运用有限。

5-6 语言的运用适当，而且通常有效。

使用的词汇广泛，在作业中通常使用得恰当。

简单句的结构清晰，但复杂句的结构有错。

对修辞手段的运用恰当。

7-8 语言的运用适当而且有效。

使用的词汇很广泛，在作业中使用得一贯恰当。

清晰和有效地使用了复杂句结构。

有效地运用了各种不同的修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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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评估的目的
校内评估是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的学生都必须参加校内评估。校

内评估使学生能够展示他们应用互动交流技能的能力。

在语言B课程中，要求学生参加一次对个人口头活动的评估和一次对互动口头活动的评

估。校内评估于课程的最后一个学年期间进行。

个人口头活动 针对选修主题 20%

互动口头活动 针对核心主题 10%

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的校内评估在形式上是相同的。评估内容和难度水平的差别反映在

这两个课程的目标和评估标准当中。

教师的指导和口试的真实性
允许学生将简短的提示条（10条左右的提示要点）带进口试考场用于参考。教师要负责

确保学生们熟悉：

 • 对个人口头活动的各项要求；

 • 将采用的评估标准。

对于这项个人口头活动，最重要的是事先一定不能告诉学生要进行表达的是哪些视觉启

发材料。第1部分的表达必须由学生本人做出，不可以写出完整的草稿然后照着念。可以通

过仔细审阅学生使用的提示条（如果有的话）来核查表达的真实性。

要求教师和学生都在校内评估个人口头活动登记表上签名，这项要求适用于所有学生

的录音，不仅仅针对那些将提交给主考人接受评审的录音。如果教师和学生都在一份录音

登记表上签了名，但有评语指出这段录音可能不真实，学生就不能够根据有问题的部分得

分，并不被判给成绩等级。欲了解这方面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国际文凭组织版的 Academic 

honesty （学术诚实）以及 General regulations: Diploma Programme (总则：大学预科项目)等

文件中相关的条款。

评估



语言B指南 53

校内评估

时间分配
校内评估是语言B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的最终评估中均占30%

的比重。这一比重应当反映在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以便学生掌握完成校内评估，即两项口头

活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理解。

要求和建议
应当完全采用所学语言进行校内评估，包括学生所做的介绍（姓名、学校名称和考生 

编号）。

一定不能对校内评估进行演练，因为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学生的表达不自然流畅，不能反

映学生应用所学语言进行互动交流的能力。不过可以通过开展类似的活动来进行练习。

将评估标准应用于校内评估
IB为校内评估确定了一些评估标准。每一项评估标准都有一些水平细则来描述具体的成

绩水平，每个成绩水平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分数。水平细则以正面描述为主，但在较低成绩水

平段的细则中包含了对不足方面的描述。

在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中，教师必须依据评估标准，应用水平细则评判校内评估作业。

 • 为普通课程和高级课程提供了不同的评估标准。

 • 目的在于应用最符合模式为每一项标准找到能够最精确地反映学生所达到的成绩水

平的细则。采用“最符合法”进行评估意味着当一段录音在不同水平上符合一项评

估标准的不同方面时，应当取高补低，做出最符合实际情况的评判。判给的分数应

当最公平地反映依据评估标准所取得的平衡的成绩。并不要求只有在全面符合一条

水平细则的情况下才能判给与之相对应的分数。

 • 评估学生的录音时，教师应当阅读每一项评估标准的各条水平细则，直到找出最贴

切地描述了正在评估的录音的水平的一条细则。如果一段录音的水平介于两条细则

之间，应当重读这两条细则，应当选择相对来说更贴切地描述了学生表现的细则给

分。

 • 在一个成绩水平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分数时，如果学生的作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

了所描述的质量时，教师应判给较高的分数。如果学生作业的表现刚刚达到所描述

的质量，教师就应判给较低的分数。

 • 评分时应只打出整数，不是整数的成绩，即分数或小数均不可接受。

 • 教师不应认为有及格或不及格的界线，而应专注于找出每一项评估标准中贴切的 

细则。

 • 最高水平细则并不意味着表现完美无缺，而应是学生可以达到的水平。教师不应对

选择最高水平细则心存顾虑，只要考量是否贴切地描述了正在被评估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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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某一项评估标准中获得了较高成绩水平的学生，并不一定在依据其它标准进行的

评估中也会获得较高的成绩水平。同样地，按照某一标准获得了较低成绩水平的学

生在按照其它标准进行的评估中也不一定只能获得较低的成绩水平。教师不应假定

学生们的总体评估结果将会遵循某种特定的分数分布规律。

 • 建议向学生公布评估标准，让他们了解将采用哪些标准评估他们的作业。

校内评估细节：普通课程

个人口头活动

口试时间：8-10分钟（另有15分钟做准备）

比重：20%
这项口试基于课程的5个选修主题：文化的多样性、风俗与传统、健康、休闲、科学与

技术。

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分为两个部分。

监督下的准备

时间

向学生展示两张以前未曾见过的图片，图片由教师挑选，

配有标题或解说词。每一张图片都与在课堂上分别学习过

的某个选修主题有联系。

学生选定其中的一张图片，准备进行表达。

15分钟

第1部分：表达 学生对图片进行描述，将它与选修主题以及所学文化联系

起来。

3-4分钟

第2部分：讨论 学生和教师基于以上表达进行讨论。如果对互动交流有帮

助的话，在讨论中也可以引入学习过的另一个选修主题。

5-6分钟

准备

教师从不同的图片来源挑选与在课程中学习过的两个选修主题有联系的，展现不同场景

或情形的图片，为每一张图片配上有助于学生聚焦选修主题的标题。向学生展示两张针对学

习过的不同选修主题的图片，学生选择其一，用来进行表达。考试之前学生一定不能见过这

张图片，学生有15分钟的时间为基于图片的表达做准备，表达要与在课堂上学习过的两个选

修主题之一有联系。

所采用的图片应当能够使学生对所学习的文化进行反思，并引起表达之后的讨论。画面

中的任何文字都应当是所学语言。建议采用彩色图片，其中包含丰富的形象素材。同样一张

图片最多可以用于5位学生，但每一位学生看到图片时为其配的标题或解说词应当不相同。

口试开始，考生看到图片后有15分钟的准备时间，此时他/她可以写一些提示条（大约

10条简短的表达要点）。进行表达时应当仅将这些提示条用作参考，一定不能将它们当作准

备好的演讲稿照着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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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良好的图片应当：

 • 与在课堂上学习过的至少一个选修主题相关；

 • 与所学语言有文化方面的关联；

 • 使学生能够描述一个场景或一种情况；

 • 使学生能够进行个人诠释；

 • 使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展开内容宽泛的会话；

 • 适合学生的年龄段，令他们感兴趣。

学生的口头表达应当持续3-4分钟，并应当紧扣图片所反映的选修主题。学生一定不要

默记或事先演练所要表达的内容。教师应当避免打断学生的表达，除非学生需要提示。

讨论

学生完成表达之后，教师应当就所表达的主题与学生进行讨论。口试的该部分应当持续

5-6分钟。

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显示他们有能力自由和连贯地进行交谈，表达观点和看法以及

对他们对所学文化进行的反思。该讨论应当：

 • 较深入地探查学生对口试材料中所反映的文化的理解；

 • 鼓励学生表达意见和看法，开展真实的会话；

 • 导致对主题更深入的理解；

 • 质疑学生的观点以便展开真实的讨论；

 • 引导学生与他们自身的文化建立联系，例如指出所学文化与自身文化之间的相似或

差异之处，对比两种文化中相同的情形。

教师应不仅仅采用问答的形式，而应当试图与学生开展实实在在的讨论。提出的问题

应当是开放式的，例如“为什么......？”和“如何......?”,不应仅要求学生回答“是”

或“不是”。这样就能够对学生掌握的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进行评估。根据会话进行得

流畅与否，教师可以决定是否引入学习过的另一个选修主题。

个人口头活动的安排�

 • 必须将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安排在本课程最后一个学年期间进行。

 • 应当尽早通知学生进行这项个人口头活动的时间。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可以在教室内

进行，也可以在教室外进行。

 • 为了进行校外评审，要求对这项个人口头活动进行录音。应注意确保为评审提交高

质量的录音。

 • 学生开展个人口头活动时，在任何情况下录音都不应中止、中断或被加以处理。

 • 在每年出版的《大学预科项目程序手册》（Handbook of procedures for Diploma 

Programme）中提供了录音和为评审提交录音材料时应当遵循的程序。

 • 重要的是教师要从本校大学预科项目协调员那里得到有关这些程序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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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应当持续8-10分钟。为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各个部分分配的时间都

是大约的，因为要看讨论进行得是否流畅。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讨论何时开

始最为合适。但至关重要的是一定要开展讨论。

 • 鼓励教师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但应避免成为这项口头活动的主角。

在开展和评估个人口头活动时教师所起的作用

 • 教师必须认识到这项个人口头活动的目的是评估学生以口头的形式用所学语言表

达、接受和互动交流信息的能力。

 • 教师要透彻地理解用于这项口头活动的评估标准，这一点很重要。

 • 所提出的各类问题应当适应学生的能力水平。

 • 在学生不能够回答一个问题时，允许教师重述和/或改述这个问题。

 • 教师要避免改正学生的表达或回答。

 • 教师应当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来回答问题。

互动口头活动

比重：10%
这项口试基于课程的核心主题：交流与媒体、全球性问题、社会关系。

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要在课堂上开展3次互动交流活动，并由教师对其进行评估。其中

的一次活动必须是基于聆听。从根据3次活动评判出来的3个分数中选择一个最高分作为这项

互动口头活动的最终成绩，提交接受评审。如果班上只有一位学生，学生则与教师一起开展

这些活动。

不要求对这些互动口头活动进行录音。

应根据各种各样用所学语言形成的，并与所学文化有联系的材料（例如电影、电视节

目、广告、音乐录像片和书面材料）来开展互动口头活动。根据所要开展的活动，材料可以

由教师挑选，也可以由学生挑选，或师生共同挑选。

以下是全班集体开展互动口头活动的一些例子：

 • 全班看过一部电影后，针对影片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辩论。

 • 全班收听了一条广播新闻之后，对其开展集体讨论。

 • 针对与所学语言或文化相关的具体问题展开辩论。

 • 介绍一个具体的主题，然后全班对其进行讨论。

 • 针对一部戏剧或剧中某几场的录像或录音展开讨论。

以下是开展小组或两人互动口头活动的一些例子：

 • 对一篇文章或一条新闻报道进行讨论。

 • 进行角色扮演，可能涉及到做决定或解决问题。

 • 解说一部无声电影。

 • 对一部电影或一个电视节目可能的结局进行讨论。

 • 根据各种各样的书面和视觉启发材料（例如图表、时间表、照片、调查结果、街区

图或地图、日记摘选、广告）进行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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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扮演学生记者对一部小说中某个人物进行采访。

以下是建议在互动口头活动中采用的各种音像材料，最好是原素材：

 • 通告

 • 新闻广播和广播娱乐节目

 • 辩论和讨论

 • 对话和会话

 • 介绍

 • 播客和其它电子媒体材料

 • 歌曲

 • 演说、讲课、演示

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应当确保听与说之间的平衡，从而能够对这两种互动交流技能进行

评估。

校内评估标准：普通课程

综述

校内评估在总评估中占30%的比重。

个人口头活动

将应用评估标准对个人口头活动进行评估，最高总得分为20分。

有2项评估标准。

标准 A 表达技能 10分

标准 B 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 10分

总计 20分

互动口头活动

将应用评估标准对互动口头活动进行评估，最高总得分为10分。

有2项评估标准。

标准 A 表达技能 5分

标准 B 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 5分

总计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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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口头活动（普通课程）

标准A：表达技能

学生说话时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应用了语言？

 • 学生说话的流利和清晰程度如何？

 • 学生所使用的语言的准确和变化程度如何？

 • 学生的语调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交流？

分数 水平细则

0 学生的表现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口语掌握得很差。

说话吞吞吐吐，令人难以理解。

语言常常是不正确和/或非常贫乏的。

语调严重妨碍交流。

3-4 口语掌握得较差。

说话犹豫，有时令人难以理解。

语言常常是不正确和/或贫乏的。

语调有时妨碍交流。

5-6 尚好地掌握了口语。

所说的话可以理解，有时是流利的。

语言中有时包含了一些正确的成语表达。

语调不妨碍交流。

7-8 良好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大都流利。

语言在总体上是正确、富有变化和清晰的。

语调有助于交流。

9-10 非常好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流利。

语言是正确、富有变化和清晰的，错误不妨碍讯息的传达。

语调促进交流。

标准B：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



语言B指南 59

校内评估

在会话中，学生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和互动交流能力？

 • 学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表达简单和复杂的思想观点？

 • 学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持续进行会话？

分数 水平细则

0 学生的表现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但感到很困难，互动交流非常有限。

对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表达得不连贯。

会话断断续续。

3-4 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但感到困难，互动交流有限。

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但有困难，有时不够连贯。

会话不够连贯。

5-6 较好地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互动交流尚令人满意。

在总体上清晰地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

会话有时是连贯的，但有一些中断的地方。

7-8 很好地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很好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清晰和连贯地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但表达复杂的思想观

点时有些困难。

会话在总体上流畅连贯。

9-10 很好地理解了复杂的思想观点，很好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在总体上清晰、连贯和有效地表达了简单和复杂的思想观点和 

看法。

会话流畅连贯。

互动口头活动（普通课程）

标准A：表达技能

学生说话时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应用了语言？

 • 学生说话的流利和清晰程度如何？

 • 学生的语言的准确和变化程度如何？

 • 学生的语调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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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0 学生的表现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 口语掌握得很差。

说话吞吞吐吐，令人难以理解。

语言常常是不正确和/或非常贫乏的。

语调严重妨碍交流。

2 口语掌握得较差。

说话犹豫，有时令人难以理解。

语言常常是不正确和/或贫乏的。

语调有时妨碍交流。

3 尚好地掌握了口语。

所说的话可以理解，有时是流利的。

语言中有时包含了一些正确的成语表达。

语调不太妨碍交流。

4 良好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大都流利。

语言在总体上是正确、富有变化和清晰的。

语调有助于交流。

5 很好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流利。

语言是正确、富有变化和清晰的，错误不妨碍讯息的传达。

语调促进交流。

标准B：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

在会话中，学生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和互动交流能力？

 • 学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表达思想观点和看法？

 • 学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会话？

分数 水平细则

0 学生的表现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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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1 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但感到很困难，互动交流非常有限。

对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表达得不连贯。

会话断断续续。

2 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但感到困难，互动交流有限。

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但有困难，有时不够连贯。

会话不够流畅连贯。

3 较好地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互动交流尚令人满意。

在总体上清晰地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

会话有时流畅连贯，但有一些中断的地方。

4 很好地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很好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清晰和连贯地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但表达复杂的思想观

点时有些困难。

会话在总体上流畅连贯。

5 很好地理解了复杂的思想观点，出色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在总体上清晰、连贯和有效地表达了简单和复杂的思想观点和看

法。

会话流畅连贯。

校内评估细则：高级课程

个人口头活动

口试时间：8-10分钟（另有15分钟做准备）

比重：20%
这项口试基于课程的5个选修主题：文化的多样性、风俗与传统、健康、休闲、科学与

技术。

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分为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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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下的准备

时间

学生得到一张由教师挑选的、以前未曾见过的、配有

标题或解说词的图片。该图片与学习过的两个选修主

题之一有联系。

学生准备进行表达。

15分钟

第1部分：表达 学生对图片进行描述，将它与相关的选修主题以及所

学文化联系起来。

3-4分钟

第2部分：讨论 学生和教师基于以上表达进行讨论。如果对互动交流

有帮助的话，在讨论中也可以引入学习过的另一个选

修主题。

5-6分钟

准备

教师从不同的图片来源挑选与在课程中学习过的两个选修主题有联系的、展现不同场景

或情形的图片，为每一张图片配上有助于学生聚焦选修主题的标题。考试之前学生一定不能

见过这张由教师挑选的图片，学生有15分钟的时间为基于图片的表达做准备，表达要与在课

堂上学习过的两个选修主题之一有联系。

所采用的图片应当能够使学生对所学文化进行反思，并引起表达之后的讨论。画面中的

任何文字都应当属于所学语言。建议采用彩色图片，其中包含丰富的形象素材。同样一张图

片最多可以用于5位考生，但每一位学生看到图片时为其配的标题或解说词应当不相同。

口试开始，学生看到图片后有15分钟的准备时间，此时他/她可以写一些提示条（大约

10条简短的表达要点）。进行表达时应当仅将这些提示条用作参考，一定不能将它们当作准

备好的演讲稿照着朗读。

效果良好的图片应当：

 • 与在课堂上学习过的至少一个选修主题相关；

 • 与所学语言有文化方面的关联；

 • 使学生能够描述一个场景或一种情况；

 • 使学生能够进行个人诠释；

 • 使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展开内容宽泛的会话；

 • 适合学生的年龄段，令他们感兴趣。

学生的口语表达应当持续3-4分钟，并应当紧扣图片所反映的选修主题。学生一定不要

默记或事先演练所要表达的内容。教师应当避免打断学生的表达，除非学生需要提示。

讨论

学生完成表达之后，教师应当就所表达的主题与学生进行讨论。口试的该部分应当持续

5-6分钟。

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显示他们有能力自由和连贯地进行交谈，表达思想观点和看法

以及对所学文化进行的反思。该讨论应当：

 • 较深入地探查学生对口试材料中所反映的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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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鼓励学生表达看法和意见，开展真实的会话；

 • 导致对主题更深入的理解；

 • 质疑学生的观点，以便展开真实的讨论；

 • 引导学生与他们自身的文化建立联系，例如指出所学文化与自身文化之间的相似或

差异之处，对比两种文化中相同的情形。

教师应不仅仅采用问答的形式，而应当试图与学生开展实实在在的讨论。提出的问题

应当是开放式的，例如“为什么......？”和“如何......?”,不应仅要求学生回答“是”

或“不是”，这样就能够对学生掌握的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进行评估。根据会话进行得

流畅与否，教师可以决定是否引入学习过的另一个选修主题。

个人口头活动的安排

 • 必须将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安排在本课程最后一个学年期间进行。

 • 应当尽早通知学生进行这项个人口头活动的时间。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可以在教室内

进行，也可以在教室外进行。

 • 为了参加校外评审，要求对这项个人口头活动进行录音。应注意确保为评审提交高

质量的录音。

 • 学生开展个人口头活动时，在任何情况下录音都不应中止、中断或被加以处理。

 • 在每年出版的《大学预科项目程序手册》（Handbook of procedures for the Diploma 

Programme）中提供了录音和为评审提交录音材料时应当遵循的程序。

 • 重要的是教师要从本校大学预科项目协调员那里了解这些程序。

 • 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应当持续8-10分钟。为这项个人口头活动各个部分分配的时间都

是大约的，因为要看讨论进行得是否流畅。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讨论何时开

始最为合适。但至关重要的是一定要开展讨论。

 • 鼓励教师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但应避免成为这项口头活动的主角。

在开展和评估个人口头活动时教师所起的作用

 • 教师必须认识到这项个人口头活动的目的是评估学生以口头的形式用所学语言表

达、接受和互动交流信息的能力。

 • 教师要透彻地理解用于这项口头活动的评估标准，这一点很重要。

 • 所提出的各类问题应当适应学生的能力水平。

 • 在学生不能够回答一个问题时，允许教师重述和/或改述这个问题。

 • 教师要避免改正学生的表达或回答。

 • 教师应当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来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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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口头活动

比重：10%
这项口试基于课程的核心主题：交流与媒体、全球性问题、社会关系。

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要在课堂上开展3次互动交流活动，并由教师对它们进行评估。其

中的一次活动必须是基于聆听。从根据3次活动评判出来的3个分数中选择一个最高分作为这

项互动口头活动的最终成绩，提交接受评审。如果班上只有一位学生，学生则与教师一起开

展这些活动。

不要求对这些互动口头活动进行录音。

应根据各种各样用所学语言形成的，并与所学文化有联系的材料（例如电影、电视节

目、广告、音乐录像片和书面材料）开展这些互动口头活动。根据所开展的活动，材料可以

由教师挑选，也可以由学生挑选，或师生共同挑选。

以下是全班集体开展互动口头活动的一些例子：

 • 全班看过一部电影后，针对影片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辩论。

 • 全班收听了一条广播新闻之后，对其开展集体讨论。

 • 针对与所学语言或文化相关的具体问题展开辩论。

 • 介绍一个具体的主题，然后全班对其进行讨论。

 • 针对一部戏剧或剧中某几场的录像或录音展开讨论。

以下是开展小组或两人互动口头活动的一些例子：

 • 对一篇文章或一条新闻报道进行讨论。

 • 进行角色扮演，可能涉及到做决定或解决问题。

 • 解说一部无声电影。

 • 对一部电影或一个电视节目可能的结局进行讨论。

 • 根据各种各样的书面和视觉启发材料（例如图表、时间表、照片、调查结果、街区

图或地图、日记摘选、广告）进行信息交流。

 • 扮演学生记者对一部小说中某个人物进行采访。

以下是建议在互动口头活动中采用的各种音像材料，最好是真实的：

 • 通告

 • 新闻广播和广播娱乐节目

 • 辩论和讨论

 • 对话和会话

 • 介绍

 • 播客和其它电子媒体材料

 • 歌曲

 • 演说、讲课、演示

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应当确保听与说之间的平衡，从而能够对这两种互动交流技能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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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评估标准：高级课程

综述

校内评估在总评估中占30%的比重。

个人口头活动

将应用评估标准对个人口头活动进行评估，最高总得分为20分。

有2项评估标准。

标准 A 表达技能 10分

标准 B 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 10分

总计 20分

互动口头活动

将应用评估标准对互动口头活动进行评估，最高总得分为10分。

有2项评估标准。

标准A 表达技能 5分

标准B 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 5分

总计 10分

个人口头活动(高级课程)

标准A：表达技能

学生说话时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应用了语言？

 • 学生说话的流利和清晰程度如何？

 • 学生所使用的语言的准确和变化程度如何？

 • 学生的语调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交流？

分数 水平细则

0 学生的表现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口语掌握得较差。

说话犹豫，有时难以理解。

语言常常是不正确和/或贫乏的。

语调妨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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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3-4 尚好地掌握了口语。

所说的话可以理解，有时是流利的。

语言中有时包含了一些正确的成语表达。

语调不太妨碍交流。

5-6 良好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大都流利。

语言在总体上正确、富有变化并符合语言习惯。

语调有助于交流。

7-8 很好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流利，有点像说母语。

准确地应用了语言。

语调促进交流。

9-10 出色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流利，基本上像说母语。

语言富有变化并且符合语言习惯。

语调促进交流。

标准B：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

在会话中，学生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和互动交流能力？

 • 学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表达简单和复杂的思想观点？

 • 学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持续进行会话？

分数 水平细则

0 学生的表现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2 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但感到困难，互动交流有限。

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但有困难，有时不够连贯。

会话不够流畅连贯。

3-4 尚好地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互动交流尚令人满意。

在总体上清晰地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

会话有时是连贯的，但有一些中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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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5-6 良好地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良好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清晰和连贯地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但表达复杂的思想观

点时有些困难。

会话在总体上流畅连贯。

7-8 良好地理解了复杂的思想观点，很好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在总体上清晰、连贯和有效地表达了简单和复杂的思想观点和看

法。

会话流畅连贯。

9-10 很好地理解了复杂的思想观点，出色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清晰、连贯和有效地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观点和看法。

会话流畅连贯，非常自然。

互动口头活动（高级课程）

标准A：表达技能

学生说话时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应用了语言？

 • 学生说话的流利和清晰程度如何？

 • 学生的语言的准确和变化程度如何？

 • 学生的语调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交流？

分数 水平细则

0 学生的表现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 口语掌握得较差。

说话犹豫，有时难以理解。

语言常常是不正确和/或贫乏的。

语调妨碍交流。

2 尚好地掌握了口语。

所说的话可以理解，有时是流利的。

语言中有时包含了一些正确的成语表达。

语调不太妨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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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3 良好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大都流利。

语言在总体上是正确、富有变化和符合语言习惯的。

语调有助于交流。.

4 很好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流利，有点像说母语。

准确地应用了语言。

语调促进交流。

5 出色地掌握了口语。

说话流利，基本上像说母语。

语言富有变化并且符合语言习惯。

语调促进交流。

标准B：互动交流技能和接受技能

在会话中，学生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和互动交流能力？

 • 学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表达思想观点和看法？

 • 学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持续进行会话？

分数 水平细则

0 学生的表现没有达到以下细则描述的任何标准。

1 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但感到困难，互动交流有限。

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但有困难，有时不够连贯。

会话不够流畅连贯。

2 尚好地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互动交流尚令人满意。

在总体上清晰地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

会话有时是连贯的，但有一些中断的地方。

3 良好地理解了简单的思想观点，良好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清晰和连贯地表达了简单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但表达复杂的思想观

点时有些困难。

会话在总体上流畅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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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水平细则

4 良好地理解了复杂的思想观点，很好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在总体上清晰、连贯和有效地表达了简单和复杂的思想观点和看

法。

会话流畅连贯。

5 很好地理解了复杂的思想观点，出色地进行了互动交流。

清晰、连贯和有效地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观点和看法。

会话流畅连贯，非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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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大学预科项目语言B指南的这个附件的目的在于澄清一些与具体语种相关的，但在指南

正文中并未涉及到的问题。

本附件中仅包含了针对那些需要对其做出澄清说明的语言B语种的补充信息。因此，并

不涉及所有语种。

欲了解所有语言B语种在教学大纲、评估和评估标准等方面的一般性信息，请参阅学科

指南中的相关章节。

南非公用荷兰语B
教师应当认识到，允许南非公用荷兰语在口语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应当允许学生

说目前正在使用的南非公用荷兰语的各种方言。因此，在进行校内评估（口试）时，学生说

各种地方方言是可以接受的，只要适合于具体情境就行。但要注意的是，仍要根据目标“听

众”采用适合的语体形式，这一点很重要。

建议教师们不要采用那些代表南非某些社会群体过时和刻板的表达方式的教科书。

阿拉伯语B

校内评估

鼓励学生在阿拉伯语B的校内评估（口试）中使用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但由于不同方言

的存在，也允许学生使用标准阿拉伯语的简化变体，即绝大部分词汇与标准阿拉伯语相同，

但也可以使用一些他们最熟悉的方言变体。因此，当学生努力使用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完成口

试时，他们不应因在语法方面不够尽善尽美而被扣分。例如，当语音、否定式或主（宾）格

的结尾不完全符合标准规则时，不应对评估学生的总体表现产生负面影响。

书面表达

在试卷2和书面作业中，应当使用现代标准阿拉伯语进行书面表达，尽管使用一些出自

各种方言的变体词汇也是可以接受的。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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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1
将不对包括在试卷1中的文本材料做添加元音符处理。

孟加拉语B

校内评估

学生可以使用在较大的口语区中使用的稍有变化的表达用语。不应允许学生使用那些仅

在较小的地区中使用的、不属于标准语言变体的特殊单词和表达用语。如果学生使用了在孟

加拉语中已被广泛接受的英语单词，不应因此被扣分。

书面表达

在试卷2和书面作业中，应当使用标准孟加拉语进行书面表达。应避免将正式的动词和

口语化的动词混用。由孟加拉学校课本委员会推出的简化拼写法，特别是用在字母的连写和

长短元音的书写时，应当被接受。

汉语广东话B和汉语普通话B
汉语广东话B和汉语普通话B的试卷均有繁体字和简体字两种版本。学生可以选用任何一

种版本的试卷。

尽管要求学生连贯一致地使用繁体字或简体字，但阅卷人理解有些学生可能既学习过繁

体字也学习过简体字，因此可能出现混用现象。学生将不会因此而被扣分。

荷兰语B
修订版的荷兰语拼写法于1997年生效。具体细节可以查阅 1997 年由 Sdu Uitgevers, 

Den Haag & Standard Uitgeverij, Antwerpen 出版的 Woordenlijst Nederlandse taal。

要求教师教授新的拼写法，并应注意到：所有试卷都将采用修订过的拼写法出题。

请注意：试卷1中可能包括根据旧的拼写法撰写的材料（取决于出版的日期）。

应答试卷2时，学生应当采用新拼写法。

德语B
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国政府推出的，经过修订的拼写法于2005年8月1日生效。具体

细节可以查阅1996年出版的 Duden Informationen zur neuen Rechtschreibung, second edition, 

Duden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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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应当注意到，试卷1中可能包括根据旧的拼写法撰写的材料，这取决于出版的日

期。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接触到用新、旧两种拼写法撰写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材料，使他们为参

加考试做好准备。

应答试卷2时，学生应当采用新拼写法。

希伯莱语B
在所有希伯莱语试卷中都会部分地进行元音化处理。将对以下情况进行元音化处理：

1. 当字母 vav ，作为元音 或 出现时；

2. 有重读标记（dagesh line /dagesh forte）的字母 ；

3. 可以有多种读法的单词 ；

4. 在现代希伯莱口语中经常被念错的单词 ；

5. 当Tzere 后边跟着一个字母yod 时 ；

6. Segol 和 kamatz  处于作为一个单词结尾的字母 之前时 ；

7. 希伯莱语中常用的非希伯莱语单词 。

将按照希伯莱语言学会(the Academy of the Hebrew Language)的规则采用全拼写，并包

括单词 

不发音的Shva 和全发音的hirik  将不做标记。

印度尼西亚语B
要求学生掌握的印度尼西亚语在形式上要相对忠实于标准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Baku）。

但学生也需要认识到印度尼西亚语书面语言与口语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在大众传媒当中新的

口头表达形式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

不要求教师放弃教授印度尼西亚国语转而教授雅加达印度尼西亚语，但重要的是要努力

使学生认识到一些没有获得正式认可的语言表达形式已被非常广泛地使用，这些语言表达形

式不仅在雅加达可以见到，在更广大的地区都可以见到。

最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对这些差别持开放的心态，避免学生只能够进行单向交流这一非常

现实的危险。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极力建议让学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视听材料，包括歌曲、

尤其是流行歌曲，以及各种印度尼西亚语录像带。还极力建议让学生阅读各种印尼语通俗杂

志，例如 Femina, Kartini, Sarinah, Gadis, Mode, Hai, Matra 以及各种印尼语新闻出版物，例

如 Gatra。

教师们可以参考1996年出版的约翰斯（Johns, Y.）的著作： Bahasa Indonesia, Book 

3, Langkah Baru: A New Approach—Bertutur dan Bertukar Pikiran. Jannali, Australia. A.S. 

Wilson Inc (publisher). ISBN 06462728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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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B
国际文凭组织公布了大学预科项目日语B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的日语汉字表。可以通过国

际文凭组织的在线商店购买这份日语汉字表，也可以从国际文凭组织在线课程中心（OCC）

下载。

为高级课程列出了600个日语汉字，为普通课程列出了400个日语汉字，课程结束时学生

应当能够认识和理解这些日语汉字。就学生自己用日语进行写作而言，并没有规定学生必须

能够书写表中的日语汉字，尽管期盼学生在他们的写作中使用一些适当的日语汉字。

更多的相关信息可以从国际文凭组织的文件《日语B日语汉字表》（List of kanji 

characters for Japanese B）的简介部分中找到。

挪威语B
博克马尔语通常是被当作一门外语教授的挪威语变体，因此被选作挪威语B的主体语

言。但语言B课程要基于原文材料并应当反映所教授的语言的多样性。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试卷1中的大部分材料均为博克马尔语，但每份试卷中将有一篇材

料属于尼诺斯克语。这反映了规定的尼诺斯克语在挪威电视节目中所占的比例。根据尼诺克

斯语阅读材料出的题将不会测验该语言的具体要点，而是要测验学生对材料的总体理解。

学生可以应用博克马尔语或尼诺斯克语做出口头或书面应答，这就使学生能够使用他们

最熟悉的语言答题。但学生必须坚持始终一致地使用一种语言。

葡萄牙语B
为了使说葡萄牙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葡萄牙、巴西、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

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澳门）采用统一的拼写法，一部修订版

葡萄牙语拼写法于2008年生效。在2009年开始的过渡期中，新旧两种拼写法均可以接受。

教师应当教新拼写方法，建议学生在完成试卷2时采用新拼写法。

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试卷1中的阅读材料可能采用旧的拼写法也可能采用修订过的拼写

法，这取决于其出版的日期。因此，学生要在考试时有良好的表现，他们在为考试做准备期

间接触到用两种拼写法形成的材料就至关重要。

尽管要求学生一贯坚持采用新拼写法，但在新旧拼写法过渡期间，学生将不会因拼写不

够一致而被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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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都语B

校内评估

由于整个印度次大陆都讲乌尔都语，所以存在一些方言变体。学生可以使用他们最熟悉

的语言变体，只要在口试中没有因此妨碍理解和交流，就不应因此而被扣分。

书面表达

完成试卷2和书面作业时，学生必须使用乌尔都语撰写。巴基斯坦语言管理局、国家语

言管理局（伊斯兰堡）和印度乌尔都语管理局（新德里）已经推出了一些修改。传统书写法

和经过改革的书写法均可接受。

在多个国家中使用的语言
对于那些在多个国家中使用的语言（例如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瑞典语、葡萄牙语）

应尽可能让学生接触到反映各国语言差别的学习材料。

试卷1
要争取做到包括在试卷1中的各篇阅读材料分别代表使用该种语种的不同国家。

口试和书面表达

在完成校内评估（口试）、试卷2和书面作业（书面表达）时，学生可以使用自己最熟

悉的语言变体（方言）。但他们应当连贯一致地使用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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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参考资料目录列出了在本次课程回顾修订过程中使用和参考过的主要著作。这不是一

份全面无遗的资料清单，并不包含所有可以利用的文献：为了向教师们提供更好的咨询和指

导，我们对参考过的文献进行了明智的筛选。本参考资料目录也不是一份要推荐的教科书清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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