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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导向法教育理念初探 

孙玉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9）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拓宽和深入，社会对高校毕业生外语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基于我国外语教学现状，文秋芳带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团队历时数十年，于 2015 年提出了植根于中国国情的外语教学方法“产出导向法”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POA)，“产出导向法”的教有理念是“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和“全人教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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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中心说 
ＰＯＡ 提倡的“学习中心说”主张课堂教学的一切活动都要

服务于有效学习的发生，挑战的是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学生为中

心”的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大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被引入我国外语教学界（例如黄月圆、顾曰国 1996）。“学习中心说”

回归了教学的本质，即促成有效学习的发生。既不过度地“以教师

为中心”，否则学生消极应对，有效学习难以发生，也不过度地“以

学生为中心”，否则学生的活动缺乏足够的教师引导和内容支撑，

难以构建新知识，学习效率低下。“学习中心说“要求教师采用各

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确保教学目标

的实现，因此实现了对教师的“挑战度”。同时，“学习中心说“要

求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活动和过程，内化所学知识，达成有效学

习。从本质上说，“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未厘清学校教育与社会

学习的本质区别.学校教育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且讲究效

率的教育形式。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评估方式，都不可能完由个别

学生的兴趣或需求来决定。 

2、学用一体说 
在 POA 倡导的“学用一体说”中，“学”指的是输入性学习，

包括听和读；“用”指的是“产出”，包括说、写与口笔译。该假设

针对的是“教材中心”、“课文至上”及教学实践中出现的“学用分

离”弊端，主张边学边用，学中用，用中学，学用结合。换句话说，

POA 提倡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运用紧密结合，两者之间有机联动，

无明显时间间隔。“学用一体说”意味着不再“以教材为中心”，不

再“文本至上”，教材和讲义不再是教学的目标，而是成为培养学

生英语综合能力的载体和工具。学用一体说将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

运用相结合，做到“输出的目标，而且了解自身的困难和差距，产

生学习动力，再通过输入性学习和相应练习弥补自身不足，最终完

成产出任务。因此，“学用一体说”非常符合未来教育学用结合、“做

中学”的教育理念，将产出任务与未来岗位需求相结合，输入性学

习材料也不再拘泥于教材，而是采用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以达成产

出任务。在“学用一体说”的理论下，教学任务和教学内容将是贴

合专业和社会需求的和动态发展的。POA 提倡的“学用一体说“主

张在课堂教学中，一切语言教学活动都与运用紧密相连，做到“学”

与“用”之间无边界、“学”与“用”融为一体，学生不再仅仅学

习课文，而是以课文为手段来学习用英语完成产出任务。目前大学

英语的教学质量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不少人抱怨学了 10 多年英语，

还是开不了口。如果采用“学用一体说”，无论英语水平高还是低

的学生，都应该能用英语做事，其差别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只是做

事的复杂程度不同。 

3、全人教育说 
“全人教育说”即教育应该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作为公共

基础课程，高职英语不仅要实现外语教有的工具性，更要兼顾外语

教育的人文性，也符合当前提侣的“人文素质培养”、“课程思政”

的教育理念。英语既是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工具，教师可以通过挑

选对比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材料，为学生提供不同的视角，培养学

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英语又是我们

表达自我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载体，教师可以结合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文化的内容，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热情。具体而言，

外语课程不仅要实现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工具性目标，而

且要达成高等教育的人文性目标，例如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07)。长期以来

外语课程是否要坚持“全人教育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

者认为，外语课程的工具性目标应该占主导地位，例如蔡基刚

(2012:174)认为“大学英语主要不是一门素质教育课程，提高学生人

文素质修养不应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当然更多的学者

赞成工具性与人文性目标并重的看法，主张全人教育(杨忠 2007；

王守仁 2011，2013；王海啸、王守仁 2011)。 

POA 虽然坚持“全人教育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性目标的

实现需要占用额外的课堂教学时间(文秋芳 2014a).事实上，只要教师

认同“全人教育说”，他们即使不占用课堂时间，也能通过不同的

手段实现人文性目地： 

首先，认真选择产出任务的话题。POA 认为有利于人文性目标

实现的话题可分为两大类：1）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2）有利于培养学生中外文明沟通互鉴和传播中国

文化的能力。换句话说，一类话题围绕的是如何保进学牛个人健康

成长，另一类话题围绕的是如何使学牛相负起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

社会责任。 

其次，精心选择为产出任务服务的输入材料。教师一方面挑选

思想境界高、弘扬正能量的语言材料，用于陶治学生的情操、帮助

建立正确的想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挑选反映国内外社会和政治热点

话题的语言材料，用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最后，巧妙设计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对子

或小组活动培养学生的互助合作精神，也可以通过学生互相评价产

出成果来提高学生客观评价他人优缺点的能力。 

中国外语教学历史悠久，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语教师群体。 

“产出导向法”是第二外语教学中十分常用的一种方法，在实

际的教学中，其不仅能够有效地改变以往的教学中灌输式的教学方

式，充分突出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对于学生第二外语学习能

力以及第二外语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也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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