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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艺类大学生英语听力教学的多维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POA理论与情感过滤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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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艺类学生因专业认知特征与语言学习需求错位，面临英语听力能力发展困境。本研究基于POA理论“驱

动—促成—评价”框架，融合Krashen情感过滤假说，构建“输入-输出双驱”教学模式。教师可通过专业适配任务链设

计，实现听力输入与专业输出的动态结合；采用三维筛选标准（情感联结、专业契合、语境真实）优化教学材料；结合阶

梯难度机制与即时反馈系统，缓解学习焦虑并提升动机。本文提出跨学科协作平台与动态语料更新机制，为教师提供差异

化教学路径，助力体艺生实现语言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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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在体艺类学生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听力能力培养面临

特殊挑战——这类学生常陷入"专业强势、语言弱势"的困

境。他们通常具备较强的空间感知与动态思维能力，却在

处理线性语音信息时表现出明显短板。现行教学模式多采

用通用型听力教材，既未考虑体艺生独特的认知优势，也

未能与其专业语境形成有效关联。当篮球专项学生反复聆

听商务谈判录音，当油画专业学生被动接收科技类讲座音

频，教学材料与职业需求的错位直接导致学习动机衰减。

基于此，如何构建适配体艺生认知特征的双向驱动教学模

式，实现专业能力与听力素养的协同发展，成为亟待突破

的教学改革命题。

1　体艺类学生英语听力问题诊断

1.1英语学习基础较差

与普通文理科学生相比,艺术体育类学生在英语学习基

础和学习动机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学校在教学大

纲和教材教法上没有加以区别对待。报考艺术体育专业的

学生从高中开始对文化课不够重视,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放在对专业课的研习和训练上,无暇顾及英语，导致他们在

英语方面，基础差、底子薄、水平低下（贾小娟，2006）

。可是他们进入高校之后，依然面临着通过四级考试以便

能更好就业的压力。在对部分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2010

级毕业生调查中发现：英语四、六级的过级率不高，驾驭

英语的能力不强（彭春江，2013）。与此同时，社会发展

信息化和全球数字化的趋势,决定着艺术体育类学生也必须

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例如，

很多体育专业学生为国际比赛视频中的专业术语卡壳，而

艺术美术生在画廊实习时对导览解说一头雾水。因此，体

艺专业的学生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求职工作，掌握较好的

英语是非常重要的敲门砖（李欢欢等，2020）。

1.2缺乏英语学习动机，陷入英语学习焦虑

结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外语焦虑在各个学段

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中普遍存在;，其中外语口语和听力学习

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外语焦虑的主要来源（董连棋，2021）。

而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艺术与体育类专业大学生的英语

学习焦虑程度为中等程度，且 77%以上的艺术体育生处于中

度焦虑之中。其中最容易引起学生焦虑的因素是互联网焦

虑和考试焦虑(吴满，2023)。全国性标准化考试如高考、

大学英语四级，因其权威地位与考核维度的综合性，往往

成为焦虑情绪的集中触发点。

2　核心理论及模型建构

2.1 POA教学理论框架

本文提出的任务驱动模式基于文秋芳（2015）的产出导

向法（POA）理论。该理论突破传统"输入-输出"线性教学

范式，构建"驱动-促成-评价"三阶段环形教学模型，其核

心机制包括：

①学用一体原则：强调输入性学习（听/读）与产出性

运用（说/写/译）的即时交互，通过情境化语言重组实现

认知内化；

②选择性学习机制：要求学习者根据产出目标，从输入

材料中筛选关键语言要素进行深度加工；

③产出导向路径：以真实交际场景需求为导航，通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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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任务驱动学习过程，最终实现语言能力的精准投送。

2.2情感过滤作用机制

根据Krashen（1982）的情感过滤假说，语言习得效能

受情感机制的系统性调节，其动力学模型可表述为：

语言输入 → [情感过滤层（含动机强度、自我效能

感、焦虑程度）] → 认知加工系统 → 语言能力产出

当学习者呈现高动机、强自信、低焦虑状态时，情感过

滤器的通透性增强，促进语言信息有效转化；反之则形成

认知屏障，阻碍语言内化过程。Jensen（2005）提出的"情

感-关联-语境"三元教学要素也和这一理论形成理论呼应，

凸显情感维度在语言学习中的调控作用。

3　理论驱动下的教学创新实践路径

3.1认知特征导向的听力教学模式重构

针对体艺类学生的具身认知特点，我们可以创新性地将

POA理论转化为"场景驱动—支架搭建—效能转化"的三阶听

力教学模式。驱动阶段通过创设高沉浸度的专业情境点燃

学习热情——体育生化身赛事分析师，在虚拟转播间捕捉

战术指令；艺术生变身策展人，于数字展厅中解码作品评

价术语。促成阶段实施"脚手架式"支持策略：语音薄弱者

借助波形对比工具进行声纹分析，逻辑短板者通过思维导

图梳理信息脉络。评价维度突破传统框架，引入"专业场景

适配率"指标，考察体育生能否将听力获取的战术指令转化

为训练方案，检验艺术生能否用专业术语完成导览解说。

这种闭环设计使听力训练从语言输入跃升为职业能力的建

构过程，形成"场景需求唤醒学习动力→知识内化支撑实践

创新→实践成果反哺认知升级"的螺旋式发展链。

3.2三维精准适配的材料筛选机制

教师乐意基于"情感共鸣—专业关联—情境真实"三原

则构建教学材料库。情感维度选取体育赛事夺冠时刻的激

昂解说片段、艺术家创作访谈中的情感流露片段，通过声

效工程还原现场感染力。专业对标采用三级跃升体系：例

如，基础层聚焦器材英文名称，进阶层解析赛事战术配

合，高级层探讨运动人体科学论文。场景还原则打破教室

边界：篮球专项学生在模拟NBA更衣室听取战术布置，设计

专业学生在元宇宙展厅完成导览任务。这种"拼图式"材料

组合确保每个语言要素都像乐高积木般精准嵌入职业发展

蓝图。

3.3动机激发与焦虑缓释的赋能体系

在动机强化路径上，我们可以设计"专业价值可视化"

任务链：目标设定上，让语言能力提升成为专业成长的加

速器。比如视觉艺术专业学生通过解析《至爱梵高》的笔

触技法，完成从听觉输入到专业输出的完整闭环；针对体

育生的教学设计可遵循"573黄金法则"：5分钟赛事片段听

辨，7分钟角色扮演巩固，3分钟即时测试反馈，配合碎片

化学习资源库，收录运动员训练日志音频和运动医学讲座

精华。

焦虑缓释可采用"阶梯式赋能"策略：初始阶段保留50%

视觉线索，逐步过渡到纯音频挑战，通过语音分析软件生成

个人能力增长曲线，让进步轨迹如健身数据般清晰可见。这

种制度设计使语言能力提升转化为可量化的职业竞争力，形

成了"语言学习—专业成长—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4　结语

体艺类学生英语听力教学改革需突破传统模式的知识

本位局限，转向专业赋能的实践导向。教师应立足学科特

色，开发动态化、差异化的听力任务体系，将语言训练转

化为专业能力建设的有机环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智

能诊断系统在个性化干预中的应用，完善跨学科协作机

制，推动英语教学与体艺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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