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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4》Speaking Chinese in America 为例

范　菲 

（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产出导向法”是文秋芳教授及其科研团队构建的一

套外语学习的全新教学理论。本文展示了基于这一教学理论体系

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设计，以及笔者的教学实践和对实践过程的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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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是人类学习知识和追求进步的动力之一。多年以来，

基础英语定位作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目标，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

大学英语教学成为应试教学、课堂效率“费时、低效”，导致英

语学习内容重复和学生学到的语言知识的效用性缺位和缺失，无

法有效地运用语言导致学生的学习状态懈怠和积极性缺乏，相应

地也影响到老师的教学状态。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大力推动大学英语课程进行与时俱进改革有利于中国思

想和文化的传承和交流。2020 年，新出版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进一步明确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英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意识、

交际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为此，

如何在语言教学中将理解性的“输入”活动，对接产出性的“输

出”活动；如何将语言之“用”，与语言之“学”串联，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就显得尤为值得关注和探索。

“ 产 出 导 向 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下 文 简 称

POA）是文秋芳教授及其科研团队构建的一套扎根于中国本土、

针对我国成人外语学习的全新教学理论，是既有中国特色，又具

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外语教学理论体系。POA 旨在克服中国英语教

学中普遍存在的“学用分离”弊端，强调“学用一体”和“以人

为本”的理念，从而提高外语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语言综合运用

能力及人格素养的全面发展。

一、POA 理论内涵

依据现代教学理论的“知行果”三段式构建体系，POA 理论

亦是由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教学流程三个部分构筑成一个系统

实施体系。这一体系中，教学理念为“知”，处于核心指导思想

的位置，为教学得以实施之核心根因；教学假设则是行，上延教

育理念之内涵，下则为教学流程的理论支撑；教学流程则是“果”，

承载教学理念的贯彻和教学假设的实现，用以执行、观测进而反

馈反哺知和行。

POA 教学理念主要假说有三，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和全

人教育说，三者各有侧重点和关注内涵：“学习中心说”主张课

堂教学服务于有效学习的发生，教学活动需围绕有效学习开展；“学

用一体说”主张学用一体推进，课堂教学需紧密结合语言教学和

语言运用，相互协调公同推进；“全人教育说”主张课堂教学不

仅要关注知识本身，更要关注知识承载的人文和文化层面的拓展，

用以在更高层面实现外语教学的核心目的。由是而知，“学习中

心说”中，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能否高效聚焦于学生的有效学习，

是教学设计的核心环节和任务，教学话语权的归属则为第二顺位

关注的；“学用一体说”中，课堂教学的“学”能否有效融于“用”

被视为教学设计的核心，学生被动的“学”与主动的“用”相生

相依，由此学习的惰性转变，学为用而用以学；“全人教育说”中，

知识能否更好促进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则是关注核心，一切教学

设计的任务话题、教学活动的组织不仅是提升语言能力，更是提

升对语言背后的文化土壤的有效认识。

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和选择性学习则是 POA 常用的教学假

设。“输出驱动假设”聚焦需求倒逼机制，教学受众（学生）

在产出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会倒逼学习的更多输入需求，由此

产生更好的学习欲望、更主动的学习行为、更多的学习需求。“输

入驱动假设”聚焦输入的乘数效应，主张教学中教学者（教师）

适时适地的给予更多额外有效知识输入，将会促进受众更有效

拓展现有知识和语言体系，产生复合性作用。“选择性学习假设”

则聚焦因地制宜的效能评估，主张根据受众的需要来有效地筛

选和处理输入性的资料，个性化引导学生由侧重学习，优化学

习成效。

POA 教学流程包括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环节，在各个环节

中教师起到建构师、引导师、评估师等的链接作用。例如，驱动

环节教师建构交际场景，让学生在场景中进行学习成果效能展现，

引导学生认识自身不足，进而增强学习自发性。促成环节中教师

需要把握提供引导师作用的程度，适时有效的引导和评估接入，

不仅能够提升受众的学习效率，而且还能进一步启迪拓展需求，

激发学生自主性。评价环节有效利用课堂的即时评价和课后的延

时评价，能够帮助教师有效调整，校正自身中介主体作用的发挥，

在教学节奏、教学进度、教学效果三方面作出更好呼应。

二、基于 POA 的大学英语课堂实践

笔者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4》第五单元为例，基于

POA 理论，设计了该单元的教学方案，尝试如何将该理论融入驱动、

促成和评价的教学流程之中，旨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批

判性思维，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

（一）教学主题

该单元的主题是“cultural difference”（文化差异），突显了

人文性和国际性。笔者选取了“餐桌礼仪文化冲突”这一教学主

题，基于两个原因选取以餐桌礼仪为交际背景、以文化冲突作为

教学线索，一是“餐桌”这一情景契合学生的日常生活，二是跨

文化交际主题符合《大学英语课程要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07）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双重目标。

（张文娟，2016）

（二）教学目标

该单元的产出任务设定为“学生在英语角和留学生交流本国

餐桌礼仪”，该产出任务既是学习的驱动力，又是学习的目标。

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即通过对课文和补充材料的选择性学习，

掌握与餐桌礼仪相关的词汇和句型；交际技能目标，即通过与留

学生进行全英文沟通，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培养跨文

化交际意识；认知目标，即通过了解各国餐桌礼仪差异，理解各

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差异，分析解释文化冲突背后的原因。

（三）教学过程

课堂教学过程遵循 POA 的三个基本流程，即驱动、促成和评

价。教师在这三个阶段的中介作用表现为设计、引领和支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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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驱动

POA 将产出任务作为教学起点，教师向学生明确呈现出他们

在校园学习和生活中会遇到的交际场景和话题，使学生真实感受

到这种情景对他们语言和认知的挑战性。笔者在课堂中“呈现交

际场景”，即学生在英语角和留学生交流本国餐桌礼仪，本校英

语角设立在校园内的咖啡馆，学生围坐在咖啡桌旁进行交流。该

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学生能够根据交际双方的关系和交际场所，

选择合适的沟通语气和言语功能，提高交际能力，体会英语魅力；

在“学生尝试”完成产出任务之后，意识到自身语言能力的不足

和跨文化素养的欠缺，这就是教师有意为学生制造“饥饿状态”；

随后教师“说明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基于此，本单元“驱动”

环节的教学设计如下表 1：

表 1：大学英语驱动环节教学设计（《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4》第五单元为例）

序号 教学步骤 教学要求

1 教师呈现交际场景：学生在英语角和留学生交流本国餐桌礼仪 场景具有交际性，话题既熟悉又有挑战性

2 学生以小组为单元尝试完成交际任务 让学生产生学习紧迫感，激发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3 教师说明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

⑴使学生明确本单元的三个学习目标：

知识：掌握与餐桌礼仪相关的词汇和句型

技能：全英文沟通，提高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培养跨文化就交际意识

认知：通过了解各国餐桌礼仪差异，分析解释文化冲突背后的原因

⑵使学生明确产出任务：学生在英语角和留学生交流本国餐桌礼仪

2. 促成

学生因在上个环节产生了“饥饿状态”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学

习欲望。此刻，学生会根据产出任务，主动查阅输出所需要的语

言资料和文化背景资源。同时，在促成环节，笔者为学生提供了

内容和语言两个方面的输入材料。请班级一组学生在课前将第五

单元课文《Speaking Chinese in America》（《在美国说中文》）的

1-9 段用情景剧的形式拍摄成视频，并在课堂中播放。随后，播

放电影《喜福会》片段（韦弗力带着外国男友里奇去她母亲家吃

饭时，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行为），两则视频作为“内容促

成”输入材料使学生初步了解中西方餐桌礼仪的差异。同时，要

求学生在课前以小组为单位收集中国餐桌礼仪及其折射的文化内

涵。由于本校大学英语课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授课模式，笔

者在课前通过线上学习平台发布了与餐桌礼仪相关的词汇和句型，

作为“语言促成”输入材料供学生自主学习。在课堂中，笔者安

排线上测试，掌握学生自主学习情况，针对学生中出现的共性问

题进行集中讲解，随后结合课堂中观看的视频和课文学习，总结

相关常用词汇和句型，让学生在之后的产出任务中进行输出尝试。

如上所述，笔者在预测任务难度和复杂度之后，将产出任务分解

为两个子任务，通过完成子任务，学生不仅储备了相关语言知识

及话语结构，而且更加深了对本国餐桌礼仪文化的理解，有利于

中国文化的传播。

⑴子任务 1：辨识视频中的餐桌礼仪差异，了解差异背后的

深层原因。课堂中，这一子任务作为内容输入的起点，教师要求

学生在观看视频之后，口头表述识别出的餐桌礼仪冲突点，引导

学生分组讨论这些冲突点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建议学生以电

影《喜福会》片段中的外国男友为例，作为餐桌礼仪差异的当事人，

就如何跨越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进行探讨，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必

要的跨文化知识、恰当的交际技巧和积极的处事态度是跨越交际

障碍的主要因素。

⑵子任务 2：介绍并解释本国餐桌礼仪，传播本国餐桌文化。

要完成在英语角和留学生探讨本国餐桌礼仪，学生不仅需要了解

本国的餐桌礼仪，并且需要理解该礼仪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

学生需要选择性学习输入材料，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介绍

这两个文化点。

3. 评价

笔者采用 POA 的延时评价，即学生根据教师要求，经过课外

练习后，再将练习的成果提交给教师评价。（文秋芳，2015）由

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产出任务以小组为单位，通过两种形式呈

现，一是学生在英语角和留学生交流的录音。小组成员通过教师

提供的评价清单，通过反复听现场录音，对小组成员进行互评。

鼓励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二是提交小组学习反思。从

学生提交的反思报告中，相当一部分学生认可交际场景导向的产

出任务，并愿意接受挑战，同时有助于提高自身的自主学习意识，

感受到完成产出任务后的成就感。

三、结语

基于 POA 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践需要一线教师们根据学生英语

水平和专业特色进行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在教学设计上贯彻“学

用一体”的原则。笔者的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中有很多细节需要

不断改进，但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总结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

外语教学理论体系对教师提出的挑战。首先，教师必须设计出既

具有教学价值又具有“潜在交际价值”的产出任务，激发学生尝

试输出的学习欲望。真实的产出任务比空洞的课文讲解更能激发

学生的积极性；其次，在整个教学流程中，教师需要把握如何做

好“脚手架”作用？教师的“脚手架”作用是否可以逐渐降低？

高水平学生是否也可以发挥“脚手架”作用？这些问题的合理解

决将有助于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使学习

成效最大化。最后，教师必须通过教学实践让学生接受 POA 理念，

这样学生才能克服长久以来对英语学习模式的思维定式和实践惰

性，才能使学生提高学习自主性，从而使大学英语教学效果有新

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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