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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大学英语专业课程改革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

步，然而在某些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例如重视对学生语言知识
和技能的培养，忽略了学生交际能力的发展。因此，提升学生
的口语交际能力，突破“哑巴英语”，“中国式英语”是国
内听说课课堂亟待解决的问题。POA是致力于提高外语教学质量
而提出的外语教学理论，其创新的理念和独特的视角为许多英语
教师提供了课堂实践新思路。

1　产出导向法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以下

简称POA）是2015年由文秋芳教授为提高我国高校外语教学质量
而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该理论的原型为“输
出驱动假设”（文秋芳 2017）经过多年发展，现已形成成熟
完备的理论体系。POA理论体系由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教学流
程三部分构成其中教学理念是教学假设和教学流程的指导思想；
教学假设是课堂教学各个环节的理论依据；教学流程是实现POA
教学目标的步骤和手段（文秋芳 2017）。

POA的教学流程由三个重要环节组成，每个环节都须充分发
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一是“驱动”环节(Motivating)，教师向学
生呈现在未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具有潜在交际价值的任务，学生
尝试完成后意识到自身语言的不足，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
二是“促成”环节(Enabling)，教师向学生提供能够促成产出的
恰当输入，并且引导学生自主地、有选择地学习完成任务所需的
语言、内容、语篇等信息，帮助学生促成任务完成；三是“评价”
环节(Assessing)，即教师对学生完成产出任务做出即时评价和补
救性教学。这三个重要环节是笔者设计教学设计的基础（文秋芳
2017）。

2　教学设计与实施
本次教学设计的教学对象为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共

27人，高考英语成绩均在120以上。使用的教材为《综合教程3》，
综合英语课程是学生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课程之一，但由于
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覆盖广，为了如期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关
注到学生在课堂内获得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忽视了学生的交际能
力。如何根据POA理论设计大学专业英语听说课的教学过程从而
提高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笔者以第五单元 To Lie or Not to
Lie? —The doctor’ s Dilemma为例，根据POA教学流程中驱
动，促成和评价三个步骤来设计教学过程及相应的教学活动。

2.1教学主题
笔者选取“To Lie or Not to Lie? —The doctor’s

Dilemma”这一主题，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学生已学习完该单
元的Text1和Text2两篇文章，即学生已有与该主题相关的语言输
入基础，基本掌握词汇、短语和句型结构等，但缺乏语言输出的
机会。二是这一主题有利于学生了解中西方的文化，思想价值观
念等差异。选取的主题符合《大学英语课程要求》（教育部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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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秋芳教授提出的“产出导向法”被国内学者和一线教师证实是有利于提高学生语言产出能力的有效途径。鉴于此，
本文基于“产出导向法”，以英语专业《综合教程3》第五单元为例，展示这一单元听说课的教学设计思路、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及
教学反思，以期丰富POA在大学专业英语教学设计中的教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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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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教学目标
根据POA理论，教学目标分为语言目标和文化目标。文化目

标定位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1) 具有跨文化意识，
能够鉴别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能力；(2) 能解释中西方文化差异背
后的原因。语言目标：(1) 完成辩论赛任务所需要的14个基本词
汇和8个短语、10个辩论赛用词；(2)虚拟语气。

2.3任务设计
任务以辩论赛的形式呈现：9人为一组，其中正反方分别有

四个辩手，主持人一人。辩题为医生和病人家属该不该对病人撒
谎隐瞒病情。为保证公平，以抓阄的方式确定每个小组成员的角
色和正反方的辩题。因任务有一定的复杂性，笔者在设计教学过
程时，把这一难度较大的产出任务分解成如下三个前后衔接且难
度适中的子任务：

一是辨别。能辨识影片中的文化差异，分析不同文化差异背
后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等；

二是准备。熟悉辩论赛的规则和流程，学习辩论赛用语和辩
论技巧，练习；

三是辩论。正式辩论。
2.4教学实施
教学过程遵循POA的三个基本流程：驱动、促成和评价，具

体教学流程见下图。

图 2

（1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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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医生和病人家属该不该向病人撒谎隐瞒病情？”这
样的问题，学生也许并未经历但也有可能在未来就会发生在他们
身边，并且这种选择对学生的认知也具有挑战性。在布置辩论
赛任务前，老师以本单元Text2 To Lie or Not to Lie? —The
doctor’ s Dilemma为引线，让学生尝试回答假如你的至亲生
病了，你认为医生或你的家人该不该向病人撒谎隐瞒病情。这
问题看似简单，可许多同学可能会因为相关的词汇、短语、句
型和知识背景储备欠缺而回答地并不让自己满意。

此环节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教师通过抓住学生
渴望正确流利回答问题的心理而有意地为学生制造“饥饿状态”。

（2）促成
促成环节是POA 中的核心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教师的脚

手架作用最明显，教师应指导学生围绕输出任务、选取合适的
输入材料进行有选择的学习，从而达到任务的完成。由于本次
产出任务具有一定难度和复杂性，故将辩论赛这一大任务分解为
如下的三个子任务：

子任务1：辨别中西文化差异，分析文化差异背后的深层
原因

教师要求学生课前观看一部影片《别告诉她》，该影片讲
述的是一位奶奶确诊癌症后，她的家人借一场婚礼的名义，邀请
所有至亲瞒着奶奶真实病情来见她“最后一面”。而奶奶唯一的孙
女比莉从小在美国长大，因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患者必须有知情
权”观念，故对这种隐瞒无法理解。中美之间的文化观念冲突，也
借着比莉的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教师要求学生观看完影片后寻
找出中西方文化差异，思考文化差异背后的原因。

这一子任务的主要目的是借着影片中比莉和其长辈对是否隐
瞒奶奶患癌症的不同态度引起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思考。教
师提供给学生的输入材料可以锻炼学生获取和加工整理有用信息
的能力。

子任务2：熟悉辩论赛流程和规则，准备支持所在方辩题
的辩词

要完成辩论赛的大任务，必须要了解和熟悉辩论赛的流程和
规则，掌握一定的辩论用语和辩论技巧，为此教师提前准备一
段辩论赛的视频供学生观摩学习。在小组内抓阄决定好每个人的
角色后，大家分工明确，在文本中找出自己需要的辩论用语和
句型等。教师也可针对性地向学生讲解词汇和虚拟语气句等。
接着，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准备所需辩词和主持词。这不仅需要
每个队员撰写自己的辩词，斟酌所需语言，还要相互帮助做好
质辩回驳对方的观点的准备。最后是练习阶段，练习是辩论赛
大任务的最后准备环节，学生模拟辩论，针对练习中可能出现
的新问题，进行修改和补充。在整个练习阶段，教师也要参与
到学生之中，给予他们必要的指导。

子任务二是保证最终辩论顺利完成必不可少的环节，不仅需
要学生独立完成小组任务同时也很考验队友之间的团结和默契配
合程度。

子任务 3：正式辩论
通过以上两个子任务的完成，学生的大任务的前期准备工作

已就绪，接下来便是正式辩论。正式辩论时，学生从复制性地
运用语言（r e g u r g i t a t i n g）过渡到创造性地运用语言。

（Nunan, 2011）当其他小组在辩论时，学生应认真倾听并做好
笔记，可从别人的辩论中汲取自己所需观点。教师需做相应记
录，供下一评价环节使用。

此环节学生可能会遇到许多练习环节中没有出现的新挑战，
对方辩手会提出哪些问题、如何应对辩论，这些都对学生的语
用能力和交际能力提出了挑战。

（3 ）评价
评价是教学的升华阶段，产出导向法与其他评价方式相比，

不仅重视产品质量的实现情况，还不忽视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情
况，因此特别提出了“师生合作评价( T S C A )”。

在这一环节，（1 ）学生在课前已提交了陈述词，教师在
众多样本中挑选出一两份可以代表学生共性问题的典型样本并进
行详批，批注后确立评价焦点。教师可从语言知识（如词汇、
短语和句型使用恰当与否）；辩论本身（如辩论流程规则熟悉
与否、辩论技巧如何、辩论思路和逻辑如何）；口语表达（如
正确性和流利性）；小组配合（如是否团结，默契）和其他
方面（如随机应变能力）等方面考虑确立评价焦点。（2 ）在
课堂上，学生先独立评价典型样本，接着开展小组讨论，最后
教师给出对典型样本的批注和修改意见，要求学生对比师生修改
意见的不同然后进行针对性地讲解。（3 ）在课后阶段，老师
可对部分学生进行访谈，撰写教学反思。

在整个评价的三阶段中，学生在教师的引领重新思考，发
现问题和不足，相互取长补短，做出修改。都体现出了师生合
作评价的“以评促学”、“评学结合”的优势。

3　教学反思
此次教学设计，教学目标基本实现。教师通过设置不同的

输出子任务和提供相应的输入材料，使整个课堂的各个环节紧密
连接，最终服务于辩论赛大任务的实现。教学过程的设计紧紧
围绕最初教学目标的设定，既重视了语言的教学，又关注到学
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和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此外，在整个教
学流程中，教师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学生完成子任务需要什
么教师便提供什么，教师提供给学生的输入材料可供学生有选择
性地学习，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教师针对性地讲
解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学生完成辩论大任务的焦虑情绪。然而，
回顾整个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对产出任务难度的把握是个难点，
产出任务过难，挫伤了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产出任务过
易，则难以达到教学目标。因此，在未来教学设计中应多考虑
学生的现有语言水平和认知能力，必要时可将产出任务分解为难
度适中，层层递进的子任务，从而满足不同水平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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