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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英语口语产出“师生合作评价”案例设计
杨　洁

（广州南方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师生合作评价”原则，本文

提出针对金融英语课堂内常见的两类即兴口语产出任务的具体评

价步骤，以期对师生合作评价的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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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导向法”（下称 POA）理论体系的三大构成部分包

括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程（文秋芳，

2015）。该理论致力于为中国英语教学长期存在的“学用分离”

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理论支持，近年来，受到一线英语教师和研

究者们的广泛关注，以“POA”为指导进行的课堂实践也层出不穷。

教学流程包括“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阶段（文秋芳，

2015）。本文选取金融英语这一 ESP 课程进行 POA 教学实践，聚

焦评价环节，探索适合这一特定课堂的口语产出评价方案，为其

他 ESP 课程的口语评价提供参考。

一、师生合作评价

POA 教学流程中的评价环节是以教学假设中的“以评为学假

设”为指导的，该假设推崇“课堂教学中评学结合”，并且指出

传统评价的短板有二：教师和学生分开评价，没有互动；教师的

专业指导缺乏目的性和针对性，评价和学习分离，无法产生协同

效应，从而很难促进未来的学习进步（文秋芳，2018）。“师生

合作评价”（下称 TSCA）是文秋芳（2016）为 POA 专门设计一

种评价方式，主要为解决 POA 实践中教师评价工作量大的问题；

但是，文秋芳（2016）指出 TSCA 的评价对象是学生课外完成的产品，

包括文字产品和口头产品。那么对于课堂中学生即兴的口头产出，

TSCA 是否就不适用了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只要将文秋芳提

出的 TSCA 的实施步骤和要求进行适当调整，使其适应课堂中时

效性即可。

POA 分为课前准备，课内实施和课后活动三个板块。其中，

课前准备包括以下五个步骤：挑选典型学生产出；评价典型学生

产出；根据促成目标设计 TSCA 的重点流程，将评价任务细化；

设计材料供学生课内评价；设计练习，供学生复习重点（文秋芳，

2016）。如果，是课堂上学生即兴产出的内容，这一步骤，便无

法实行，因为整个过程是即兴进行的，具有高时间敏感性。TSCA

课内实施步骤如下：学生独立思考；与同伴讨论；在老师的引导

下进行全班讨论；教师参与评价（文秋芳，2016）。笔者认为，

这一课内步骤对于即兴口语产出是部分适用的，比如要求学生对

于某个话题产出 1 分钟左右的即兴口语内容。因为，如果是课堂

的问答环节，只是一两句话，进行 TSCA 这样复杂的评价活动，

耗时太长，效率不高；教师完全可以直接给予当场的反馈。TSCA

课后活动包括学生自评或者同伴互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使用机

器自动评分，而且教师需要普查或抽查机器评分的情况，推荐优

秀作品供学生参考（文秋芳，2016）。这一个环节的步骤设置也

更加适合书面产出，对于口头产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市场上

能对英文口语直接进行机器评分的工具并不多，免费的可能没有。

所以，较难实际操作。

二、金融英语课堂即兴口语产出师生合作评价案例设计

本校的金融英语课是为金融学和经济学专业学术开设的，以

提高学生实用能力为目的的 ESP 课程。下面分别对不同类型的即

兴口语产出设计 TSCA 步骤，由于是课堂即兴产出，仅设计课内

实施和课后活动两个阶段的步骤。

孙曙光（2019）在 POA 写作案例中提出了 TSCA 课中实践的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使学生明确评价的目标，教师可通过提问

此类方式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其次，教师讲解评价重点；再次，

通过独立、小组讨论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对样本进行修改；最后，

教师指导学生完成针对性练习，并且布置课后评价任务。笔者认

为这一评价步骤不仅把 TSCA 课中实践的要求转化成了可操作性

的具体步骤，而且对于口语即兴产出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因此，

以孙曙光（2019）TSCA 课内实践详细步骤为基础，笔者提出针对

即兴口语产出 POA 任务的 TSCA 课内实践步骤。这一过程以学习

小组为单位进行，需要使用学习通和讯飞听见软件进行辅助机器

评价，详细流程如下：

课内实践，重点在学生和教师的评价互动：

（1）教师明确评价标准：教师将评价标准分发给每个小组。

学生进行即兴口语产出时需要同时录音，并将录音材料上传至学

习通讨论版处，供全班同学和教师参考。

（2）学生独立评价：当学生完成即兴口语产出后，每位学生

已经对整体的产出有大致的印象，先根据评分标准进行独立评价。

（3）机器辅助评价：将录音上传至讯飞听见，将英文口语内

容转录成英文文本，小组讨论。机器评价已经协助完成了对录音

发音的识别，如果转录出来的英文完全不符合逻辑，表示学生的

发音有较大的问题。小组讨论的内容主要根据评价标准，针对转

录后的文本进行。将小组讨论的评价对转录文本进行标记，并与

评分表一起上传至学习通讨论版。

（4）教师引导评价：教师选择有代表性的小组评价进行全班

讨论，并且提出自己专业的意见。

课后活动，重点在学生的反思和学习：

学生重新评价：根据课中小组讨论和教师指导，课后学生需

要以小组为单位重新修改转录文本以及评分表，并再次上传至学

习通讨论版。

以上步骤为基本框架，但是为了应对不同类型的具体口语即

兴产出任务，具体步骤也需要适当调整，以下以金融英语课中常

见的即兴产出任务为例，探讨具体的 TSCA 课中和课后步骤。

1、基于一个 POA 任务，需要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再选代表

进行不少于 1 分钟的即兴演讲：

驱动场景：假如你是高盛研究部的一名分析师，你负责高科

技公司，现在你需要向机构客户推荐一只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股票，

请准备一段 1 分钟左右的英文演讲材料。经过促成环节，学生代

表在课堂上会进行即兴演讲，并将演讲录音上传至学习通供大家

评价。课中和课后评价步骤如下：

（1）教师公布评分标准，子指标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词汇，语法，内容，演讲方式，逻辑性等。每个子指标，教师也

应提供指引性评价标准。例如：词汇，是否使用本单元的重点词

汇；语法，是否有语法错误；内容，结构是否清晰，目的是否明确；

演讲方式，是否自然流畅；逻辑性，是否符合经济学规律，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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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谬误；连贯性，过渡是否自然顺畅等。

（2）请学生根据自己的判断，独立地按照评分表的子指标逐

一打分，并计算总分。

（3）利用讯飞听见将音频转换成文本，小组讨论文本的词汇，

语法等子指标，根据评分标准打分。然后，将含批注的文本和评

分表上传至学习通。

（4）教师在学生讨论时，随时加入旁听，并且选出有代表性

的小组评价，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

（5）教师布置课后评价任务，请学生根据教师的评价和自己

的小组讨论，在课后重新对转录文本进行批注修改并且修改评分

表。

2、基于一个金融日常场景，学生需要完成一段交际对话，完

成一项交际任务：

驱动场景：假如你是国信证券业务部的一名客户经理，现在

需要为一位说英文的客户开立证券户口。在促成环节过后，学生

进行两人一组的对话练习，并将最终确认的版本录音上传至学习

通供全班同学评价。TSCA 评价步骤如下：

（1）教师解释评价标准，这类交际任务与演讲有较大区别，

演讲着重于表达观点，对语言内容和逻辑性有较强要求，而交际

任务最主要的是交际目标有没有达到。因此，评分的子指标可以

包括：语言内容（词汇，语法和句式）；交际功能（交际任务是

否完成，过程中有没有误解产生）等。其中，语言要素比重下降，

交际相关要素比重上升，是这类产出的特点。

（2）学生小组讨论，并且根据评分表初次评分。

（3）利用讯飞听见将对话转录成文本，根据机器辅助评价结

果，讨论对话内容如何修改。将修改后对话和小组评分表分享至

学习通。

（4）教师选取典型的文本和评价，在全班讨论，提供专业的

指导意见。

（5）教师布置课后评价任务，请学生以小组形式，基于自己

的修改对话稿，进行对话录音；并用讯飞听见转录文本，再根据

评价标准进行对话自评。

以上两类金融英语课堂上常见的口语即兴产出任务，应用

TSCA 时，前 4 个步骤基本相似，但课后评价有所不同。演讲前期

准备较多，最后仅要求学生重新评价产出即可。而交际任务，要

求学生能习得此场景下的语言技巧，需要反复练习；因此，学生

根据小组讨论和教师评价，重新和同伴对话录音，引入机器辅助

评价工具，根据评价标准，进行自评。形成从他人产出，评价他

人产出，到基于他人产出进行自我再次产出的一个循环。这种重

复有利于学生记住特定场景下的句型等其他语言特征。

三、案例设计反思

根据文秋芳（2016）提出的 TSCA 的实施理念，对以上两个

金融英语即兴产出评价步骤进行反思和梳理。

首先，“TSCA 是教学的升华阶段”，是语言技能训练的“冲

刺阶段”（文秋芳，2016）。笔者认为教师应当提高对此阶段设

计活动重视程度，从课时安排到活动设计再到课后作业的检查，

教师重视了，学生才能看意识到这一环节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TSCA 需要教师的专业知识指导学生进行评价（文秋芳，

2016）。在以上笔者提出的具体步骤中，第 4 步便是这一原则的

应用。笔者在课堂实验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原则的重

要性，因为，学生大多不能确定自己发现的问题是不是正确的，

也对自己提供的解决方案持怀疑的态度。这时，教师的专业意见

就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答疑解惑，使得评价别人产出的过程转

变成了学生自己学习的过程。

再次，TSCA 整个流程需要全员参与，参与形式需要多种多样

（文秋芳，2016）。反观笔者所提出的上述流程，在步骤 2，3，

4 和 5 都需要全员以独立完成，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讨论的形式

参与评价，十分复合这一实践原则。

最后，文秋芳（2016）强调了教师在 TSCA 中的中介作用。

笔者认为这里的中介作用类似于化学反应时的催化剂，教师在关

键环节引导，提示，组织，就是为了学习和产出能够真正的发生，

但教师不能代替学生去完成学习和产出。笔者所设计的整个金融

英语即兴口语产出评价流程中，每个步骤教师都在发挥着这种催

化剂作用，从组织课堂，到促进学习发生；从提供专业评价，到

针对典型问题答疑解惑。

孙曙光（2020）总结出 TSCA 的实施原则，包括：“课前目

标导向，重点突出；课中问题驱动，支架渐进；课后过程监控，

推优示范”。虽然笔者所提出的评价步骤没有课前的准备环节，

但该实施原则也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此外，孙曙光（2017）提出

了评价焦点的原则，包括：“典型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和可教

性原则”。这一点在实施以上步骤时，特别是第 4 步，也是需要

额外注意的。选择学生所出现的语言和交际问题时，要“覆盖面

广”；每一个问题的排列应该由简单到复杂；而且，这个问题不

能“过大或者过小”，确保能在目标课时内讲清楚讲明白（孙曙光，

2017）。

四、结语

POA 理论的 TSCA 环节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起步，本文针对金

融英语这一 ESP 课程，聚焦具体的两类课堂内即兴口语产出，设

计 TSCA 具体评价步骤，以期为其他的 ESP 课程中 TSCA 的实践

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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