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2023 年第 6 卷第 01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产出导向法在《中级汉语写作》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留学生教育学院为例

陈艳丽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汉语写作一直以来都存在“重输入轻输出”的现象，而“学

教分离”是汉语写作最常见的问题。产出导向法的提出让学习者

做到“学用一体”，从而达到了“知行合一”的目的。本文以“产

出导向法”为理论依据，选取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留学生教育学

院中级班留学生为研究对象，从驱动、促成以及评价三个方面进

行教学设计，以期丰富汉语写作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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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外语教学“方法热”，多种多样的方法

层出不穷，难以计数。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外语教学进入

了“后方法时代”，有些学者声称“方法已经死亡”。在一线教

师面对外语教学一筹莫展时，文秋芳团队提出符合中国特色的“产

出导向法”（简称 POA），以此来解决“学教分离”的现象，从

而为外语教学者指明了方向。

在将 POA 成功用于英语教学取得成效后，教育者们开始摸索

将它应用于对外汉语的教学。2017 年，经过“首届创新外语教育

在中国”国际论坛的学者建议，POA 团队开始把 POA 理论研究关

注点放在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2018 年，在《世界汉语教学》青

年学者论坛，POA 团队朱勇作了相关主题报告。2019 年 4 月 20 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国际汉语教学新探索”

会议。POA 相关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界逐渐受到关注。

一、研究的意义

写作能力是第二语言能力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来华

留学生在高校的汉语写作教育却很难满足社会的需求和学习者的

期望。

目前我国汉语写作教学一般为每周四课时，且在授课过程中

最常见的问题是“学教分离”，教学内容输入受限、交际需求不足，

课堂所教和学生所需存在着较大距离，学习者无法从课堂上学到

自己所需的知识，从而丧失写作的兴趣。学习者即使处于目的语

环境，能大量接触语言，其听力、口语能力提高明显，但汉语写

作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更需要正确的教学方法。

以文秋芳团队提出的“产出导向法”（简称 POA），解决了

input 与 output 分离的现象。2017 年９月文秋芳团队正式开展教学

实验，其结果初步证明了 POA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可操作性和有

效性。

二、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流程

产出导向法的教学分为三个流程，分别是输出驱动、输入促

成和以评促学，现就三个流程的教学逐一剖析。

（一）设置不同需求的交际场景，对学习者进行输出驱动，

让他们积极开动脑筋，确保完成教学目标所设定的独立产出任务。

“教师呈现交际情境”极为重要，话题不仅有认知性，更应

具有挑战性，因而教师可以采取视频驱动激发学生兴趣。在中级

对外汉语写作中，教师可以展示与学习或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

如绍兴出行方式或本国出行方式的变化。此话题与学习者的生活

息息相关，也是他们来浙江绍兴后能感受和经历的，因而在他们

的认知范围内有一定的新奇感和挑战性。再次观看视频“学生尝

试完成交际活动”，从而让他们意识到自我语言的不足。教师鼓

励学生就对话进行语言输出，而学生在输出的过程中会发现看似

简单的话题却受限于词语、语法、篇章结构，而无法准确、流畅

地输出，从而引起他们的饥饿感，增强他们学习的动机和愿望。“教

师说明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产出任务包括讨论写作结构并完

成控制性段落写作的课内任务，以及完成一篇绍兴（本国）出行

方式的变化作文的课外任务。

（二）采用词汇语法促成、语段训练促成、篇章结构促成的

输入促成方式，让学习者将所“学”的知识都能得到较好的“用”，

并在云班课上设置练笔栏，养成时时动笔的习惯，从而在不断训

练中强化掌握输入的新知。

 POA 教学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用”结合，因而“教

师描述产出任务”时要将绍兴出行方式的变化中词汇、语法、语

段和思维导图的结构展示出来，同时让学生了解完成产出任务的

步骤和每一步的具体要求；“学生进行选择性学习”时，老师也

要时时给予回应，防止学生在选择时出现偏误；“练习产出与检

查”时，老师允许学生在段落和结构上范文模仿，但后期也要鼓

励学生应用所掌握的词汇、语法及绘制的思维导图结构进行创造

性写作，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将外部的知识转化为自己内在的知识。

为强化学生的输出能力，特在云班课上开设“练笔栏”，学生以

句子或段落的形式在练笔栏中应用所学进行练笔，有利学生新知

的输出。

（三）应用“以评促学”的评价模式，完成教师详评、师生

共评、生生互评、学生自评，并根据本校的特殊情况进行语伴助评，

学习者最后再次修改自己的评价产品，并在云班课上在线提交。

POA 产出评价包括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即时评价在促成环

节已完成，而延时评价则需学生在课后提交成果后给予评价。

延时评价的第一步是学习评价标准。师生课前制定统一、明

确的评价标准，课中则针对标准对产出成果进行评价。“学生提

交产出成果”后教师课前对每篇作文详评，然后教师选出具有代

表性的作文在课堂内组织小组讨论评价，再进行师生共评，最后

汇总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为生生互评做准备。在完成师生共评和

生生互评后，学生在课下对自己的作文进行修改，并利用本校语

伴来进行助评，最后提交产出成果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依据。而学

生在师生共评、生生互评、学生自评及语伴助评的协助评价中不

仅复习巩固了新知识，更在多重评价中对常犯的句子、语段偏误

有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在写作时可以规避此类偏误的出现。

三、基于产出导向法的中级汉语写作课教学案例设计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留学生教育学院中级 B 班留学生共 12

人，其中也门 10 人（男生），韩国 1 人（女生），葡萄牙 1 人（女

生），本次针对 POA 在汉语中级写作教学展开研究。中级班教学

资料为《发展汉语 中级写作 II》第 24 课“出行方式的变化”，教

学步骤为视频导入——学习者尝试输出——选择性输入——学习

者产出——评价。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课堂学习，学生能掌握出行方式的词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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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点和表达结构。

技能目标：学生能够提高关于出行方式和变化的口语和写作

表达的能力。

情感目标：增强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激发学生对中国的喜

爱以及对本国的热爱之情。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完成一篇关于绍兴（本国）出行方式的变化作文。

教学难点：掌握本课的生词、语法点和结构。

（三）教学过程

1. 驱动环节

（1）视频驱动，激发兴趣（5 分钟）。教师课前准备好一段视频，

视频为“绍兴出行方式”（依托汉语桥“遇见江南水乡绍兴”之“行”），

内容包括“过去出行”“现在出行”和“智慧出行”三种出行形式。

而在各种出行形式中乌篷船、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共享汽车、

网约车、高铁等交通工具也成为本次词语学习的重点。

【教学说明】POA 打破传统的教学流程，选取的情景设置契

合留学生的生活，对留学中国的他们来说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2）再看视频，完成任务（7 分钟）。第二遍播放视频，布

置任务：a. 绍兴的出行方式有哪几种？ b. 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c. 为什么会有出行方式的变化？观看完视频后请学生口头表达。

【教学说明】布置任务能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视频，同时也

给学生创造了口语表达的机会。

（3）介绍绍兴（本国）出行方式的变化（13 分钟）。结合

第二步骤的问题，介绍绍兴（本国）出行方式的变化，在口语表

达中注意表达结构的安排。

【教学说明】学生尝试产出后老师要即时给予评价，让学生

明白自己哪地方表达的好，哪地方有待提高。这样有助于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对即将开始的课程有所期待。

2. 促成环节

（1）内容输入（10 分钟）。教师结合课后 10 个问题进行范

文分析。在范文讲解的过程中完成问题的回答。

【教学说明】传统的教学方法一般将课文讲解和题目分开进

行，而 POA 教学则是将两者融合，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

的理解和掌握。

（2）词汇、语言点、结构输入（20 分钟）。教师在范文分

析的同时会对重点词汇、语言点进行讲解，同时会对文章的结构

绘制思维导图。除此之外还会输入其他与主题相关的词汇、语法

点和结构形式的表达。（结构思维导图见教学案例后①）

【教学说明】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范文分析为主，然后针对课

后练习进行操练，而很少涉及课外的知识点。POA 则打破课内局限，

在讲解的过程中加入与主题有关的现实或学生感兴趣的知识点，

这样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更丰富

了产出任务的内容。

（3）小组讨论（15 分钟）。完成课文讲解后，4 人一组（共 3 组），

以“绍兴出行方式的变化”或“本国出行方式的变化”为主题，

讨论绘制作文结构思维导图，并上台展示。（结构思维导图见教

学案例后②③）

【教学说明】小组讨论绘制作文思维导图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合作与交流能力，同时也能将所学内容进行输出。教师在学生展

示的过程中既能了解学生对课文的掌握程度，也能对学生的输出

进行即时的指导与评价。

3. 评价环节

（1）控制性段落写作，即时评价（18 分钟）。学生以小组

讨论形式进行“绍兴（本国）过去出行”控制性段落写作，完成

后展示。师生对展示的三组控制性段落进行集中即时评价。

【教学说明】控制性段落写作既实现了学生课堂内的输出，

做到了“学用一体”，达到了“知行合一”的目的，同时也便于

教师的即时评价。

（2）布置作文完成写作（2 分钟）。请以“绍兴出行方式的变化”

或“我国出行方式的变化”为题写一篇作文。

【教学说明】学生在完成任务中检查学生对所学词汇、语法

以及结构的掌握程度。

（3）师生合作评价（2 节课）。课堂内教师选出具有代表性

的作文在课堂内组织小组讨论评价，再进行师生共评，最后汇总

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进行生生互评。

课堂外学生自评，最后借助本校语伴的作用实现语伴助评，

在所有评价完成后提交产出任务。

【教学说明】POA 师生共评、生生互评的评价模式提高了学

生的参与度，也有利于学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对知识点进

行再次巩固。

思维导图①（课本）           思维导图②（也门）          思维导图③（绍兴）

产出导向法改变了授课以“课本中心”教学的模式，实现“学

用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教师角色由单一的知识传播者，

转换为任务布置者与技能提升引导者；构建了新的评价形式“师

生合作评价”，平衡弥补了现有单一评价方式的不足。产出导向

法在中级汉语写作中的应用还属于摸索阶段，由于最近几年疫情

的原因，在中国的留学生为数不多，因此得出的教学反馈较少，

教学建议也不够深刻。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地深入学习，延

长实验周期，增加研究材料的规模，让产出导向法在中级汉语写

作中得到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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