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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英语具有人文性和工具性相统一的特征，从工具

性角度来说，“说”这一产出技能最为基础和关键。但

揭薇认为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原因，英语口语一直是

困扰我国大多数学习者的难题 [1]，王初明也提出学生们

在口语课上的交际主动性不高 [2]。而长期以来，我国外

语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如何其莘也一致认为，我国的

口语教学忽视了中国学生的学习特点，教学效果不明显
[3]。这些在学生的“学”及教师的“教”方面存在的问

题，导致了口语课堂教学效率不高。产出导向法（简称

POA）立足中国本土，融合古今中外的优良传统和经验，

旨在克服中国外语教学中存在的学和用相分离的教学弊

端，提高教学效率和外语学习者的产出能力。目前研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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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仍在大学英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以及小语种教学方

面，且多以写作产出、教材建设等为切入点，少有以口语

输出作为研究，研究范围还有待补充。鉴于以上原因，本

研究针对口语学习时间紧、周期长、训练难的特点，试将

产出导向法应用到综合英语英语口语教学环节中，探究该

方法能否提高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

POA 的提出是为了克服外语教学中学和用相分离的

问题。其创建主要基于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外语

学习者自身需求三个理据。教学理念、假设和流程三个

部分共同构成了其理论体系 [10]。

教学理念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学习中心、学用一

体、文化交流及关键能力。四个理念之间相互协同，指

导培养目标的制定、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流程的设计，

对整个的理论体系起到指导作用；POA 理论体系提出四

个教学假设，分别是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学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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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为学，要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同时也是教材练习

编写、活动设计和活动安排的依据；POA 教学由驱动、

促成、评价组成的若干教学循环构成，以单元教学展开，

采用平行推进的教学方式，每个单元设置一个大的产出目

标，并为了降低学习难度，将其细化为若干小产出目标，

小产出目标之间具备内在逻辑联系，又各自相互独立。

POA 理论体系作为立足中国的理论创新，其应用与

实践多出现在一线教学实践中。主要聚焦于英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和小语种教学等领域。英语教学方面，范

祖承以写作课程为载体，试以 POA 为理论指导，培养学

生的思辨能力，或探讨写作课程思政体系的构建及混合

式教学环境下写作课程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 [4]。对外汉

语教学方面，相关学者如桂靖和季薇探讨了教学材料的

选择和改编所应遵循的理念和原则 [5]；朱勇研究了产出

目标的达成性 [6]；季薇等也以输入促成环节为切入点，

深入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设计 [7]。小语种教学方

面，董希骁将其用至罗马尼亚语教学，并围绕相关主题

开展教学实践 [8]。汪波探索了 POA 应用于大学朝鲜语专

业一年级教学中的可行性 [9] 等。

作为立足我国本土的最新教学理论，POA关注的是

教师如何教，仍需大量的实验数据作为支撑，验证其有效

性。因此本研究以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为教学对象，以口

语教学为切入点，试进一步拓展POA理论的运用范围。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采

用准实验设计。采取方便抽样，选取H省某理工科院校英

语专业2020级4个班89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20

岁，初高中外语学习语种均为英语，母语为汉语。实验组

两个班级共44人，对照组两个班级共45人。两个组别所

使用教材均为外教社《新编英语教程》第三版第二册，实

验组采用POA教学。实验前使用英语专业四级口试题进行

了一次口语前测，实验组的前测成绩均值为86.59，标准差

为5.880；对照组前测成绩均值为85.78，标准差为4.857。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成

绩没有显著差异（t=0.712，df=87，p ＞ 0.05）：实验组前

测成绩与对照组前测成绩基本持平（MD=0.813）（见表

3-1），可以开展准实验设计。

表3-1　前测成绩独立样本t检验

实验组

（n=44）

对照组

（n=45） MD t（87）

M SD M SD

前测成绩 86.59 5.880 85.78 4.857 0.813 0.712*

*p＞0.5

前后测的试题均采用了专四口语测试真题。评分环

节，采用专四口试的官方评分标准。两组共 89 名受试者

的前后测成绩均由两位任课教师共同打分，两位教师所

给分数的一致性 Kappa 相关系数为 0.7，最终取两位教师

的平均分。相关数据主要采用 SPSS 25.0 进行分析。

四、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根据实际情况，将 1 班和 2

班作为对照组，采用正常教学方法进行口语教学，3 班和

4 班作为实验组，采用 POA 口语教学，实验周期为 10 周。

实验前期阶段，综合两个组别平时的课堂表现及前

测成绩，笔者发现两个组别的英语口语输出能力基本持

平，成绩分布也都符合正态分布。且两组学生都经过基

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具有一定的英语表达水平，为后续

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以便于最终得到较为准确的

研究结果。

实验阶段，本节以《新编英语教程第二册》（第三

版）第九单元“动物与人类”为例，围绕宠物遗弃问题，

严格按照文秋芳教授提出的教学流程设计并实施 POA 教

学 [10]。驱动环节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产出尝试让学生意识

到产出所面临的不足，从而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共

分为三步：一是教师展示具有潜在交际价值的产出场

景，二是学生尝试产出任务，意识到自身在内容、语言

和结构方面存在的不足，产生学习的内在动机，三是教

师说明需要产出的任务。促成是 POA 教学流程中的关键

环节，完成每项产出任务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内容、语

言和语篇结构。文秋芳指出，在促成环节，教师要在课

前仔细挑选输入材料，使其与产出任务和目标精准对接，

设计多样的促成活动 [10]。因此，教师在充分衡量任务难

度和复杂度后，将总任务进行分解，并分步骤设计教学

活动实现促成目标。师生合作评价指以教师为主导的师

生合作和生生合作。在操作层面，孙曙光指出师生合作

评价融合了教师评价、同伴互评和学生自评，共分课前、

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分别为确定评价焦点、教师和学

生合作评价、自评和同伴互评 [11]。需要提出的是，在整

个评价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分别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

实验后期阶段，教师使用后测试作为考察手段，通

过独立样本 t 检验、配对样本 t 检验等分析方法，检验

POA 口语教学的成效。

五、数据分析与讨论

为验证 POA 在英语专业一年级口语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

成绩进行科学对比分析，具体如下：

（一）实验组与对照组后测成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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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后测成绩独立样本t检验

实验组

（n=44）

对照组

（n=45） MD t（87）

M SD M SD

后测成绩 90.02 4.830 87.71 4.541 2.312 2.327*

*p＜0.05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学生后测成绩与

对照组的学生后测成绩有显著差异（t=2.327，df=87，p

＜ 0.05）：实验组学生后测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后测

成绩（MD=2.312）（见表 5-2）。

（二）实验组前后测成绩分析

表5-2　实验组前后测成绩配对样本t检验

前测成绩 后测成绩
MD t（43）

M SD M SD

实验组 86.59 5.880 90.02 4.830 -3.432 -3.570*

*p＜0.05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前测成绩与后

测成绩之间有显著差异（t=-3.570，df=43，p ＜ 0.05）：

实验组学生后测成绩明显高于其前测成绩（MD=-3.432）

（见表 5-2）。

（三）对照组前后测成绩分析

表5-3　对照组前后测成绩配对样本t检验

前测成绩 后测成绩
MD t（44）

M SD M SD

对照组 85.78 4.857 87.71 4.541 -1.933 -2.574*

*p＜0.05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对照组学生前测成绩与后

测成绩之间有显著差异（t=-2.574，df=44，p ＜ 0.05）：

对照组学生后测成绩高于其前测成绩（MD=-1.933）（见

表 5-3）。

综合表 5-1 至表 5-3 进行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教学实验结束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后测成绩存在显著差

异，且运用 POA 进行口语教学的实验组相较于对照组，

平均成绩高出 2.312。实验组后测成绩与前测成绩相比，

有显著性差异，成绩提升幅度为 3.432，而对照组学生的

成绩也有显著性差异，成绩提升幅度为 1.933，但相较于

实验组来说，提升幅度较小。根据以上数据显示，POA

能够更有效提升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的口语水平。

六、结论

POA 作为立足本土的全新理论，给中国外语教育带

来了新的理论视角，也给一线教师带来了新的教学实践

指导。笔者在深入理解 POA 理论的原则和教学流程后，

将其运用到英语专业一年级口语教学实践中，验证了该

理论的教学效果，并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在教学中

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二是在教学中要遵循大目

标小步走原则；三是充分尊重学生需求，提供有效评价。

尽管运用 POA 在英语专业一年级口语教学试验研究

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POA 理论体系并不能解决所有的

教学问题，且仍需不断在实践中进行完善，如何平衡教

师主导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共性发展与个性发展

这两对矛盾也未涉及。且由于受到一些客观情况的影响

和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理论基础方

面，POA 理论体系丰富而且细节颇多，在实验中难以全

面全方位的对其进行运用；其次，受客观因素影响，未

能随机组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只能根据现有的班级组织

形式和教学计划进行实验安排，但已尽量控制干扰变量

的影响；再次，实验周期较短，实验样本的规模相对来

说较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代表性，难以指导大范围的

口语教学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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