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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LT教学法与 POA教学法的区别和联系 

方慧佳 

（云南师范大学） 

 

TBLT 教学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也叫任务型教学

法，是一种基于任务或以任务为基础的教学途径（程晓棠 2004:2），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于国外。POA 教学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也叫产出导向教学法，近十年产生于中国，是一种本土

的教学方法。 

1 TBLT与 POA的区别 

（1） 起源地与起源时间不同 

TBLT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于国外，发展历史较长，相关研

究著作很多，在国内外的教学中已经做了大量的实践。至今在国内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领域，受到了对外汉语教师们的喜爱。 

POA 是近十年来产生于中国，是由文秋芳教授及其团队研发提

出的，最初的目标是解决中国的外语教育问题，后期提出此方法也

可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POA 发展时间短，目前还处于探索完善阶

段，教学实践不多，相关的研究著作也比较单一。 

（2） 教学理念与理论基础 

TBLT 教学方法主张以学生为中心，即在教学活动中，围绕学

生来进行。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程度、学习特点、学习需求等因素，

根据会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来进行教学活动（确定教学目标、选择

教学内容、教学的设计、任务的选择、活动的安排、调整教师教学

的方式或学生学习的方式等）。“二语学习认知理论”是 TBLT 教学

方法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基于对第二语言学习研究提出的教学方

法，更加贴合第二语言的教学。 

POA 教学方法主张以学习为中心，区别于 TBLT 中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理念，并指出在教学活动中不能将教师的作用边缘化。认

为教学活动应该围绕“学习”来展开，要最大程度服务于“学习”

而不是“学生”。与 TBLT 不同的是，POA 的理论依据还包括了“选

择学习”和“以评为学”，认为在“输入”时，应该具有选择性，

需要选择对“学习”有促进作用的、与学习主题相关的内容进行输

入。 

但是，“学生中心”和“学习中心”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

吗？学习的主体的学生，那么“学生中心”是不是也包含了“学习

中心”呢？现有的关于 POA 的研究中，都赞成“学习中心”的教学

理念，但并未从本质上对二者进行对比和区分，所以关于 TBLT 和

POA 的教学理念上是否存在差异，还需验证。 

（3） 教学对象 

TBLT 的教学对象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但没有明确倾向于哪一

个等级或达到哪种学习程度的学习者。 

POA 的教学对象是中高级学习者，并且最初是针对在中国学习

英语的学习者，后来结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特点进行改动，对象

也可以是学汉语的外国人。 

4.教学流程 

TBLT 的教学流程分为任务前、任务中和任务后。根据社会建

构主义，“任务”指的是在语言教学课堂中让学习者去做或选择去

做促进语言学习进程的一切事情；是任何学习者为了促进学习语言

的过程而进行的活动。在教学活动中，“任务”的作用很关键，教

师在选择“任务”的时候需要考虑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生水平

和任务难度等因素。开始上课前教师向学生明确指出教学目标，并

根据学习内容和学习任务向学生提供相关的学习材料，如关键词、

图片、话题等，创设一个与学习主题相关的交际性情境，让学生发

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进行合作学习来完成任务，做任务的过程

中旨在锻炼学生使用语言的交际能力，之后进行任务的展示和评

价。在 TBLT 中，任务的选择是难点，也是影响教学成效的关键性

因素。 

POA 的教学流程为驱动、促成和评价。“驱动”环节的最大特

点在于触发学生对学习的“饥饿感”，调动学生的学习欲望。主要

表现在，直接抛出任务，不给学生提示，让学生尝试去做“任务”，

此时学生会发现自己的不足，那么学生会有想要“提高”自己的学

习能力和语言知识，即学生会产生学习的欲望；之后老师会针对“任

务”进行提示，给出相关的语言知识，促进学生的输出；最后的评

价环节是师生共同参与，也对学生的“输出”起到促进作用。 

1. TBLT 与 POA 的联系 

1.教学理念 

TBLT 与 POA 的教学理念都关注学生，都属于人本派的教学法；

都不赞同传统的“教师主导”教学理念。并且注重发挥学生在学习

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主要是担任中介者、

引导者、建构者的角色。在教学活动中，关注学习者的需求， 

（三） 教学目标 

TBLT 与 POA 的教学目标都是在于培养学生能用所学语言进行

交际，注重交际性，而不是对语言知识（语法、结构、形式）的掌

握。即使是在课堂上，也鼓励学生使用目的语，在接近真实的情境

中与同学和老师交流。 

（四） 教学过程 

TBLT 与 POA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都会为学生搭建“脚手架”，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鼓励学生建构自己的学习系统和方法。二

者也都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并为学生创造接近真实的对话情

境，锻炼学生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2总结 

TBLT 与 POA 两种教学方法存在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

由于 POA 教学方法最初是用于国内的英语学习者，并且发展时间较

短，那么，是否适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与 TBLT 相比，是否具

有显著性优势？这些问题，不是几次教学实验能说明问题的，还需

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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