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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A 视角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研究
钟永军 1，2

（1. 江西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8；

2. 南昌理工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4）

摘要：POA 理论对于解决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学用分离”问题以及提高学生写作水平作用显著，但是如何有效利用 POA 理论进行教

学研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仍然困扰着部分教师。本文基于 POA 理论，对促成环节中教师的中介作用进行阐述，并尝试设计英语写作

教学，以期对该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必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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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写作能力是大部分学生的弱势技能，学生实际写作水平远远

达不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提出的标准。学生在英

语写作中经常会犯一些错误，常见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错误严重；2）受汉语的影响较大；3）语

篇组织能力弱；4）一些典型的语言错误持续时间长。语言错误严

重即语法、用词错误；受汉语影响较大则会出现语序颠倒、按照

汉语的思维组织句子；语篇组织能力弱表现在文章缺乏层次、结

构不清、上下文不连贯等；典型语言错误表现在记不清动词的过

去式、标点符号使用错误等。在了解学生的写作困难后，教师应

设计针对性练习，如造句练习、改错练习、翻译练习等，在每次

写作后教师应总结并讲解学生的普遍错误，帮助学生克服困难，

逐步提高学生英语写作水平。

中国学生在课堂中往往只是被动输入，造成此现象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学用分离”，即学生把在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处理为

惰性知识，造成输出困难。POA（Production-orientedApproach）

是由文秋芳基于我国外语教学现状提出的试图改变我国外语教学

“学用分离”弊端的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在语言输入假说和语

言输出假说等二语习得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外语教学现状，

强调在外语教学中“学”与“用”不可顾此失彼，必须紧密对接。

这一教学理念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并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这

解决了教学中的“学”。POA 的实施效果如何与教师有极大的关

系。针对教学中的“教”，POA 需要教师有较强的组织能力。针

对部分教师不能设计出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课程教学，本文将以

文秋芳教授所提出的 POA 为指导，以《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

Unit3 为例，对促成环节中教师的中介作用进行详细阐述，并尝试

写作教学设计，以期对该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必要的补充。

POA 由教学理念、教学假设、教学流程三个部分组成。教学

理念包括学习中心、学用一体、文化交流、关键能力四个方面的

内容；教学假设涵盖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学习以及以评为

学四个方面；教学流程主要由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环节构成，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学流程可能会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对这

三个环节进行不断地循环；整个教学流程都是在教师主导，师生

共同参与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三部分相互影响，共同促进 POA 体

系的正常运转：首先，教学理念作为整个 POA 体系的指导思想，

为教学假设和教学流程指明了方向；教学假设在教学理念的指导

下为教学流程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教学流程是教学理念和教学

假设的具体操作和体现。在将 POA 应用于具体的教学实践时，教

师在教学理念和教学假设的指导下进行教学设计，通过输出驱动

和有针对性的输入使学生有选择地学习来促进高效产出，最终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运用该理论进行教学时，教师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教

师应如何发挥中介作用？文秋芳（2015）提到，教师在促成部分

主要起“脚手架”作用。曹巧珍（2017）认为 POA 关于“脚手架”

的论述可分为两个维度：纵向和横向。本文将结合实例从纵向和

横向两个维度设计促成环节。

二、教学设计

笔者将从学情分析、教材选择、具体教学步骤三个方面进行

教学设计。首先分析学生情况，了解学生所在年级、学生的现有

水平与学习需求，选择符合学生实际情况，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自信心的教材与补充材料，最后进行基于 POA 的英语写

作教学设计。

（一）学情分析

本设计针对大学一年级英语专业学生。该年级的学生初入

大学，还延续着高中的学习习惯，对大学阶段学什么、怎么学还

处在茫然状态。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应该正确引导，发挥中介作

用，给学生的学习提供脚手架支持。促进学生的发展，要符合“最

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指“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

水平之间的距离”（Vygotsky 1978：86）即不能超过学生现有水

平与在他人帮助下能够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要跨越这个

差距，就需要有比自己水平高的人提供协助，这也就是 Wood et 

al.（1976）所指的“脚手架”（scaffolding）。学生入学时的水平

与一学期后需要达到的水平就是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二）教材选择

教材选择需要考虑任务难度、交际价值以及教学价值（张文

娟 2015）。本文以《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 Unit3 为例，对促

成环节中教师的中介作用进行详细阐述，并设计英语写作教学。

1. 任务难度：要求学生在 25 分钟内完成一篇不少于 120 字

的短文，为在华的美国留学生撰写一份寄宿家庭生活指南。根据

POA 驱动环节，在学习课文前让学生产出该任务，虽然有一定的

难度，但是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自身不足。教师应该

发挥中介作用，把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分解为若干个可完成的

子任务，并且为学生提供支架，为单元任务的完成做好准备。

2. 交际价值：本单元主题为 Culture links，旨在让学生了解中

外文化差别，从而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使用语言，在日后生

活中遇到类似场景时可以妥当处理，避免因为不了解他国文化而

身陷窘境，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知道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可以进

行得体的交流。

（三）教学步骤

POA 教学流程由“驱动－促成－评价”三个阶段组成（文秋

芳 2015）。在驱动阶段，教师呈现产出任务，让学生尝试产出。

这一步骤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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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和学习的价值，促进学习；在促成阶段，教师将任务分解为若

干个子任务，为学生提供“脚手架”，目的是降低任务难度，为

最终任务的产出做好准备；在评价阶段，教师应当与学生共同制

定评价标准，采用课上与课下相结合的师生共评模式。在这三个

阶段中，“促成”最关键且最具挑战性（文秋芳 2015）。POA

关于“脚手架”的论述可分为两个维度：纵向和横向（曹巧珍

2017）。本文将以“促成”环节中教师提供的“脚手架”为重点，

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分析本单元任务。

1. 驱动

在驱动环节，教师认真选择产出话题，精心选择为产出服务

的输入材料，呈现交际场景，让学生尝试产出，并说明教学目标

和产出任务。在教学前让学生尝试产出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

可以让学生进行针对性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了解

自身不足。

（1）课前让学生自行观看视频“盘点赴美后的十大文化冲击”，

并分享自己的感受。因课堂时间有限，所以教师可以让学生提前

在手机上观看视频，一方面不占用课堂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引

出本单元话题，吸引学生兴趣。

（2）课前呈现本单元的产出任务，并让学生尝试产出。

课前提供产出任务，能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也能让学生意

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后续学习中更有针对性的学习。因为需

要完成任务，同学们会提前查阅相关资料，为上课做准备。本次

产出任务可与最终的单元任务进行对比，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

和收获。

2. 促成

促成环节是教学流程的重点，也是本文的重点。在促成环节

中教师的中介作用最为重要，教师给学生提供脚手架，帮助学生

完成任务，随着任务的进展，教师逐步减少脚手架，直到学生可

以独立完成任务为止。脚手架可分为两个维度：纵向和横向。笔

者将从这两个维度进行详细阐述。

（1）纵向脚手架：纵向脚手架为设计并分解任务，文秋芳

（2015）指出，为了降低难度和拉近输入与输出的距离，可以把

产出任务分解成若干个小任务。产出任务的设计通常需考虑两个

因素：一是产出任务与输入材料之间的契合度；二是产出任务要

符合学生语言水平（曹巧珍 2017）。输入材料要为产出任务服务，

除课本中的输入材料外，教师也可以选择与本单元相关的教学材

料在课前或课后作为补充。

（2）横向脚手架

横向脚手架即教师帮助学生进行选择性学习，分别针对

内 容（ideas）、 语 言 形 式（language） 和 话 语 结 构（discourse 

structure）三个方面提供指导与协助，为产出作横向准备（曹巧珍

2017）。笔者认为这三者是点、线、面、体的关系，连点成线，

连线成面，连面成体，缺一不可。

①内容：

帮助学生处理输入材料：输入是为了输出做准备，教师要帮

助学生处理输入材料，有针对性的学习，协助学生对输入的信息

进行编码和整理，以便输出时快速提取信息。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笔者设计了第一个子任务，旨在帮助学生梳理信息，理清文章脉络。

基于课文进行拓展和延伸：课文信息有限，要想提高产出效

率和水平，教师可以根据课文选择其他课外材料作为补充。笔者

设计第二个子任务作为补充，旨在进一步丰富学生写作素材，拓

宽写作思维，为产出提供框架。

提高产出流利度：当信息积累到一定程度，教师应设计活动

让学生尝试产出。教师应引导学生将重点放在意义表达上，对语

言准确度不作要求。正如 Ellis etal.（2002）所言，交际性语言课

程具有双重目的，即提高学生运用目的语的流利度和自信心以及

帮助学生构建其语言能力。

②语言形式：

找到重点单词和短语：在学生掌握交际内容后，教师应设计

活动让学生掌握产出任务需要的相关语言形式来表达交际内容。

本环节将重点学习与产出任务相关的单词或短语，与本任务无关

的单词、短语则不做重点。这一教学方式打破了传统精读精学的

教学的方法。笔者采用头帽匹配（Head Match Hat）的游戏来帮助

学生找到重点单词和短语。

将 单 词 和 短 语 内 化： 笔 者 将 采 用 跑 步 听 写（Running 

Dictation）游戏或句子混搭（Jumbled Sentences）游戏来促进知识

内化。跑步听写就是把学生分成几组，每组派一个代表到老师那儿，

老师给每人一个句子，如 He paid an unannounced visit and that was 

a big surprise. 代表们记住这些句子后，回到各自组里给大家听写。

下个句子各组再另派一个代表，依此类推。本游戏并不是传统的

机械练习，而是让学生暂时把注意放在语言形式上。

句子混搭（Jumbled Sentences）游戏是把一个句子分成几小

段，打乱次序，学生再把这句话重组回去。如把 The kind hosts did 

everything they could to make the gusts feel at home. 拆分成 tomake，

feel at home，Thekind，theycould，dideverything，thegusts，hosts，

并让学生将其复原成一句完整的话，以上两个游戏均可以提高学

生对语言形式的掌握。

3. 评价

（1）即时 / 课内评价：学生每完成一个任务教师都应该给予

即时评价，及时反馈可以激励学生，调控课堂节奏，帮助学生后

继学习。课堂中教师对学生的表现应该给予及时并且有针对性的

评价，避免千篇一律。及时 / 课内评价可以拉近输入与输出的距离，

做到以用促学。

（2）延时 / 课外评价：教师应与学生共同制定评价标准，可

采取师生共评、同伴互评、自评等方式。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先

大致浏览学生提交的作文，发现学生写作的普遍问题，在下一课

时讲解。讲解时采取同伴互评的方式，让学生批改别人的作文。

发现别人错误的同时，也在发现自己的错误。

三、小结

任何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每

个人都是参与者和践行者。笔者认为，教师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

敢想敢做敢创新，敢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根据 POA 理论，教师的中介作用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但是

发挥作用的度很难把握，既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新时代的教

师应该多学习先进教学理念，多借鉴其他优秀教师的课堂设计，

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并且运用到自己的课堂教学中来，

提高效率，科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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