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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报刊选读课程是马来语专业方向课，其开设在第
六学期，以马来语阅读等课程作为先导课程。该课程改革前的
目标主要有语言水平提升和加强国情文化了解和跨文化意识培
养，通过广泛地阅读原文报刊达到拓展词汇加强语言输入，了
解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情况，以及报道中涉及到的马
来世界文化背景以达到跨文化意识地培养。

POA 全 称 为 Production-orientedApproach， 即 产 出
导向法，是文秋芳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体系。
2007 年提出 POA 原型“输出驱动假设”，14 年修订成为“输
出驱动 - 输入促成假设”，并正式命名为 POA。从一开始仅应
用于英语专业（文秋芳 2008），到后来拓展到大学英语教学（文
秋芳 2013），现在进一步应用于中学外语（彭金霖、王山珍
2019）、非通用语（董希骁 2019；汪波 2019；邵颖 2019；江
潇潇 2019）以及对外汉语（鲁文霞、朱勇 2021）等教学中。

POA 对教师、学生、教材乃至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指
导意义。邵颖（2019）以产出导向法为理论指导，将基础马来
语第一册第 15 课按照，按照“驱动 - 促成 - 评价”的流程将原
教材进行调整。特别是在驱动环节的设计中，通过图片、视频
和 openhouse 真实交际场景体现了产出导向法最有创意的部
分（文秋芳 2016）。合理的教学设计成功地促成了三个产出目
标，达到了顺畅沟通，解决实际交际问题，促进跨文化交流的
教学目的。

1、POA理论与马来西亚报刊选读改革的适配性

应用 POA 理论改革之前，马来西亚报刊选读课程有三个
目标：

（1）通过广泛阅读不同题材的新闻报道，可以在大学三
年级进一步拓展词汇量；

（2）在阅读新闻报道的时候能够增加对马来西亚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了解，实时追踪马来西亚热点焦点，从而对
马来西亚国情有更直观地认知；

（3）在马来西亚报刊课中培养对马来西亚文化的感知，
以及通过与中国文化的对比，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

在以往的教学中，第一个目标最容易达成，即通过广泛的阅
读提升词汇量，完成了输入的过程。教学以《MasteringMalay》
为教材，该书由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澳大利亚
作家 BruceGale 编写，书中标注出的重难点词汇有 1100 个。
但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词汇表之外还有大约 700 个生词需要学生
识记。由于课时受限，马来西亚报刊选读只开设 1 个学期，每
周仅有 2 课时，因此这本书一般只能完成一半。词汇目标达成
在 900 个左右。第二个目标也基本能够达成，通过阅读原汁原
味的马来语报刊，不仅提升了语言技能，在对当代马来西亚政
治、经济、环境、健康、运动和国际关系等方面都增加了认知。
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相关报道的学习中，也拓展了该领域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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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学生建构起更丰富的知识结构也起到了增益作用。第三
个目标是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在阅读相关报道时，
对马来西亚文化保持好奇和开放的态度，同时对自己的文化有
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尊重和了解的前提下进行跨文化交际。但
由于课时限制，报刊课的重点仍放在尊重和了解这个部分，跨
文化交际部分交给了马来西亚文化这门课程来解决。

综上，马来西亚报刊选读在使用 POA 理论介入改革以前，
是一个输入与产出极不平衡的课程。无论是词汇的拓展，国情
知识的增加都是输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高阶产出作为动
力，且输入的成果也仅在考试中体现。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唯一
的产出是对新闻报道的复述和小组报告报刊中地国情知识和文
化要素。在后续课程中发现相关词汇与知识掌握一般，由于没
有产出和应用，很多知识点与重点词汇遗忘较多。马来西亚报
刊选读课程与之前一学期上的马来语阅读课程除了阅读内容发
生变化，在课程的产出和与高阶性方面均没有体现。课程的流
程上也与马来语阅读课非常相似，学生阅读相关报道，对报道
进行学生的挑战主要在记忆单词和相关国情知识。

针对产出和输入不平衡的现状，笔者尝试应用不同的教学
理论进行改善，其中包括任务型教学和输出型教学两种方法。
任务型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教师巧妙的设计任务，达到学
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自主学习的目的。任务型教学面临的问
题在于缺乏科学系统的评价机制。在小组任务中，很难对个体
进行追踪评价。输出型教学解决了学生无法学以致用，无法进
行输出的痛点。但在实施过程中难免由于缺乏有效输入而沦为
无效输出或者输出的水平很难保障。在全国非通用语教学研讨
会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提出的 POA 理论，很好地
解决了以上难题。通过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环节的循环确保
产出目标的达成。既没有以学生为中心，也没有以教师为中心，
而是以学习为中心。一切以学习的发生，以产出的发生为目标。
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环节高度配合，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
教学流程有机统一，构成了系统的、全面的教学理论。在教学
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有所依据，使得 POA 理论在语言教学中
多有成功案例。因此，笔者在尝试和摸索中，将 POA 理论应
用于马来西亚报刊选读的改革中。

2、基于POA理论的马来西亚报刊选读教学实践

POA 理论以产出作为教学的目标，该理论应用于马来西亚
报刊选读课程中，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产出目标。笔者将产出目
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马来西亚报刊媒体综合情况
进行发表。以往作为马来西亚报刊选读课的导论，教师会简要
介绍马来西亚报刊媒体的现状和发展历史。现在改为请学生来
讲，学生在讲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再进一步通过文献的梳理，
材料的查询，找寻答案。这样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意愿，并且促
进了学生深度思考。笔者惊喜地发现，学生不仅对马来西亚报
刊媒体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更从新闻自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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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出现等角度对该议题进行了延伸和思考。
第二个层次是新闻复述。概况结束后，进入专题新闻的学

习。以往学生仅仅是把报刊作为阅读材料，回答相关问题，容
易出现印象不深刻，词汇不掌握的情况。新闻复述是让学生将
一篇 300 字左右的新闻报道进行阅读和分析，将新闻大致的内
容复述出来。这样做不仅达成了词汇目标，也让学生了解各类
新闻是如何展开报道。用新闻五要素将内容串联起来，达到了
马来语言水平提高和新闻分析能力的提升。在促成新闻复述的
环节里，学生分成小组对新闻进行分析，通过思维导图的辅助，
完成产出。

第三个层次是最具高阶性和挑战性的产出。阅读马来西
亚报刊媒体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马来西亚以及马来西亚报刊媒
体中的中国。课程论文的目标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结合相关理论
对马来西亚某一个报刊或者某一段时间的报刊内容进行分析整
理，能够得到一些结论。这些理论包括臧国仁的新闻框架三层
次理论、新闻传播四大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理论等。
原本报刊选读仅仅停留在报刊的阅读，现在是将报刊的内容当
做是一个语料库，让学生利用语言优势结合理论去在语料库中
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议题的答案。这次改革可以说是成功地，
有不少同学将该课程的课程论文继续深度挖掘和探索做成了本
科学位论文。一些议题诸如疫情期间马来西亚新闻报道中的中
国国家形象研究、马新社报道中看中马经贸关系等都既体现了
语言素质也体现了分析问题回答问题的能力。这样的产出是持
续的也是高质量的。

这三个层次的产出与 POA 理论的“全人教育说”是高度
契合的。“全人教育说”指的是教育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
在教学中，不仅要训练学生的听读能力，更要发展口、写、译
技能，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还要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思辨能力。在新一轮的理论修订中，将“全人教育说”细化为“文
化交流说”和“关键能力说”（文秋芳，2018）。“关键能力”
是指在一个不确定的复杂情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文秋芳，
2018）。在三个层次的产出中，分别锻炼了学生不同维度的能力，
特别是高阶产出正是在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即解决问题
的能力。

产出是 POA 的核心，对学生的产出成果进行及时、有效的
评价尤为重要（孙曙光 2020）。为此，文秋芳（2016）创设了
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CollaborativeAssessment，
简称 TSCA）。在以往的马来西亚报刊选读课程中，评价机制

和主体单一，学生在评价环节参与程度低，仅仅是就其他同学
做的课程汇报给出意见、建议和补充。导致学生在这个环节缺
乏动力参与也没有达到在评价中学习的目的。师生合作评价来
源于以评为学的教学假设。学生在评价这个环节，不在只是被
动评价的对象，也是评价的发出者。在发出评价的同时，对评
价的内容，无论是自己完成的还是小组完成的亦或是其他同学
完成的内容，都需要更全面的认识。对评价规则的掌握，使学
生建立起标准，而这个标准也能够更好地指导后续的学习。

改革后的评价机制，评价来源更加丰富。学生需要就自
己的作业进行自评，如果是小组作业除了每个人的自评还需要
小组长就每个人在小组作业完成中的贡献值和配合度等进行评
价，作业展示时其他同学也要进行评价，最后就是老师评价。
完成师生合作评价的重要前提是结合产出目标明确评价焦点和
设定评价标准。评价焦点可以使评价更有效率，聚焦在产出任
务上。根据不同的任务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也非常关键。教师
角色从单一的评价者转变为评价焦点和评价标准的制定者以及
评价的监控者。对自评和互评进行监控，使得评价不是一次性
完成，而是给出反馈进行修正，在评价中发生学习。

3、结语

马来西亚报刊选读每年开设一次，POA 理论在该课程中
连续应用两年。笔者通过开放式调查问卷和学生访谈对产出导
向法的效果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结果显示：95.8% 的学生认为
课程产出目标很有挑战性，91.6% 的学生认为课程收获很大，
20.8% 的同学认为评价机制有待完善，100% 的同学认可 POA
教学方法。产出目标比起此前的课程目标确实更具高阶性，要
求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高度参与和发挥主动性。从课程反馈
来看，POA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在评价机制层面仍然需
要进一步探索和调整，兼顾效率与评价质量。由此可见，笔者
如果想要在马来西亚报刊选读中更完善地应用 POA 理论，使
其发挥更好的作用，仍需要继续学习和在实践中积累探索。

项目信息：本文系云南民族大学 2020 年校级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基于 POA 理论的《马来西亚报刊阅读》教学

改革”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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