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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导向法下大学英语教学探索与创新
田　甜

（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摘要：树立民族自信，传播民族文化，是当代大学生肩负的责任之一。本次教学探索与创新根据《高等学校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和《大

学英语教学指南》的指导精神，立足本省大学的办学宗旨，秉承服务本省、服务少数民族地区的需求，围绕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进行“一心、二主、三化、四度”的教学创新，达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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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足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创新需求

本校大部分大学生都来自本省各地州市县，毕业后大部分学

生也将回到各地州市县，服务地方建设发展。结合这一实际学情，

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围绕价值塑造，注重培养学生语言能力、

拓宽学生视野、提升学生思辨力、发挥学生创造力。让学生回到

地方后能将大学英语充分结合自身专业，更好地助力民族地区的

建设与发展。

二、本校大学英语教学探索与创新

（一）产生的背景：本校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弊端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总体可以分为两种：“课文中心”和“任

务中心”。“课文中心”的教学模式下，教师主要帮助学生理解

和吸收语言形式，即输入；在“任务中心”教学模式下，教师主

要为学生提供语言形式的输出机会。

“课文中心”重输入、轻输出；“任务中心”重输出、轻输入，

两种教学模式都未能将输入与输出有机结合。

目前，我校部分老师还是围绕“课文中心”或“任务中心”

教学模式开展教学，从而使得语言的输入和输出有所脱节。

（二）要解决的“痛点”：大学英语“学用分离”的教学模

式

当下本校大部分学生学习英语大多还是以通过考试为目的。

虽然通过了大学英语四六级，但是仍然不会进行语言的实际场景

应用，这一点在语言输出表达内容上尤为突出，表现在单词和语

法规则都掌握，可在语言实际输出时内容空而无物。

因此本次创新要解决的问题即是上述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中

存在的输入与输出的脱节问题，即解决“学用分离”的问题。这

一长期存在的弊端严重影响外语教学效果和效率。要解决“学用

分离”问题，需要转变的是教学理念和改进教学实践。

围绕这一目标开展的本校大学英语创新教学实践，采用的支

撑理论是文秋芳教授提出的 POA 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以及最新修

订的 POA 理论体系作为理论依据，如图 1。

图 1　最新修订的 POA 理论体系

由图可见，这一教学理论构建了一个“以教师为主导、学生

为主体”的“师生共建”教学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既强调教师

的主导作用，也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大学

英语学习这一中高阶学习阶段，一切课堂教学活动都以有效学习

为目的，即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及时输入，学生及时输出，“用”是“学”

的目的，“学”是“用”手段，保证每次“学”后都能“用”，

形成“学”“用”及时衔接，以解决“学用分离”的问题。

要解决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学用分离”问题还要充分挖掘大

学英语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 

教学内容既要包括英语国家文化，更要包括中国文化，特别是本

省的地方特色文化，通过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跨

文化思辨力，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也是文秋芳教授在《新时代高校外语课程中关键能力的培

养》一文中提到的“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学生的关键能力，

包括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思辨能力、文化能力、创新能力和合

作能力。”这一观点的具体落脚点和实操点。

图 2　六种关键能力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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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文秋芳教授认为语言能力是中心，是其他五种

能力的基础；其他五种能力则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中，语言能力、

学习能力、思辨能力、文化能力是核心素养与内涵，创新能力和

合作能力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合作意识，为学生将来进入

职场和社会做准备。

这也是此次教学创新也要特别立足和关注的教学重点，让本

省的大学生在毕业后，能有更宽阔的视野和一定的跨文化思辨力

助力地方建设与发展。

（三）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创新

立足本校的大学办学宗旨，此次大学英语教学的创新设计为

围绕“一心、二主、三化、四度”的教学设计展开。

1. 一心——以学生为中心

在此次教学创新中，本着“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设计，

学生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互通，了解中西

文化差异，正视区别，互融互通，并回归本土文化认同感，重塑

传统文化自信，构建当下家国情怀。

根据学生学情以及授课学时，选上的单元都嵌入明确的思政

目标，实现课程思政与教学的深度融合，真正达到让课程思政有

深度、育人有温度，溶盐于水的教育目的。

2. 二主——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此次教学重点要改变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学的“自上而

下”“自下而上”的教学模式，解决“学用分离”的痛点，采用

教师引导、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针对不同专业学生进行“外语

+ 专业”的教学内容重构和教学活动设计，特别强调 i+1 产出环节，

真正落实“学一点，用一点”。

例如，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这一单元教学中，通过结合

学生专业，教师重构课程内容，通过课前、课中、课后活动的设计，

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培养学生思

辨能力，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不同学生具体学情各有不同，整体一刀切的学习产出要求只

会加深“学用分离”，以及通过考试仍不会实际应用的语言学习

现状。因此在产出环节注重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内驱

力，在每次学习之后都有符合自己学习效度的产出。例如，语言

能力基础较好的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后是检测语篇输出的语言是否

得当、是否有逻辑；语言能力基础稍差的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后可

能重点检测的是是否掌握词汇用法、语法。

3. 三化——特色化、多元化、立体化

特色化在于本次教学创新采用依据学生不同的专业，重构教

学内容设计相的教学理念，真正将“英语 + 专业”的优势发挥出来。

当下普遍的 GE（General English）或 EGP（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教学，固然能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知识，但很难将这种

千篇一律的英语学习外化，尤其与学生本专业相关联，甚至延伸

到今后工作中。

这与当下教育部提出的“一专多能”的“新文科”理念不谋而合，

从而解决外语与专业不能兼容，理论与实际不能兼顾的大学英语

教、学现状。

结合 POA 理论的 i+1 产出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设计加入与学

生专业相关的英语学习，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效度，在提高

英语综合能力的同时，自主分析、自主选择吸收与专业相关的英

语知识，毕业后能将所学语言知识迁移应用到今后实际的学习和

工作中。

多元化是指教学资源的丰富性、多元性。我们的具体教学中，

既采用线下配套教材和课外阅读材料，又采用线上丰富教学资源，

如批改网、云班课、智慧树和慕课国家级一流课程、FIF 口语训练

平台、学习强国英文版等辅助补充课堂教学，使得学习资源更加

丰富多元化。 

立体化是指特色化、多元化的教学资源使得学生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学习空间立体化，从而解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问题，

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拓展了学生知识面、培养了学生创新

思维。  

4. 四度——广度、深度、精度、温度

一心、二主、三化的教学设计，使大学英语教学有了注重知

识多维性的广度、培养跨文化思辨力的深度、提升语言表达的精度，

并让课程思政有深度、育人有温度，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三、教学评价

学期期末的教学评价分为形成性评价（50%）和终结性评价

（50%），占比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在 50% 的形成性评价中学生互评占比 5%。学生

评分环节既可以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还能锻

炼学生分析、思考和总结能力。 

四、结语

在本校 2019 级文学院汉语言专业实施的创新教学实践取得

了很好的成效。首先，教学创新实践前，2017 级文学院四级过级

率为 18.89%，教学创新实践后，2019 级文学院英语四级过级率为

40% 左右。其次，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全国英语大赛，并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获得了全国大学英语竞赛全国特等奖，英语演讲比赛

全国二等奖，英语辩论赛省级一等奖。

本次课程创新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学用分离”的教学痛点，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内驱力，能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以

及课后实践活动，从而使得学生的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思辨能力、

文化能力、创新能力和合作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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