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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导向法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李保晶

伊犁师范大学 伊宁 835000
摘 要：产出导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教学理念、二是教学假设、三是教学流程（2019，姜子一）。“学

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和“关键能力说”属于教学理念的部分；以及存在的不同的教学假设，分别是“输出驱

动”、“输入促成假设”、“选择性学习假设”以及“以评促学假设”；对于教学过程，也有不同的几个阶段，每一

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流程和步骤。教师在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流程中充当者不可替代的角色。POA是针对我国外语教育所

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目的是解决我国外语学习中学生不能灵活应用语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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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output guid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teaching philosophy, second, teaching

hypothesis, and third, teaching process (2019, Jiang Ziyi). "Learning center theory",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and "key

ability theory" are part of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teaching hypotheses, namely, output-driven, input-driven,

selective learning hypothesis and evaluation-driven learning hypothesis. For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stages, and

each stage has different processes and steps. Teacher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output-oriented method.

POA is put forward in view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aiming at solving the problem that students

can't use language flexibl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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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出导向法的发展历程

2008年文秋芳第一次提出“产出驱动假说”到现在，

“产出导向法”不断完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

体系，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许多研究人员和教师已经

进行了实验，以测试其进展。自产出导向法提出到现今，

经过 10多年的修改和调整得到了不断的完善，POA理论

体系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预备期、成形

期、调整期、完善期、再次完善期。

POA的预热期：2008 年，文秋芳在大学英语专业技

能课程改革一文中提到要把“输出驱动”作为大学英语教

学理念。并提倡让许多一线教师将这一假设应用到教学实

践中，之后在 2013年时候，文秋芳专门发表了一篇论文；

来讨论自己提出的输出驱动假设与外国学者所提出的一

些假设的相同和不同，同年提倡将自己的假设应用到大学

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并且通过一些例子给出了详细的教学

过程。

POA的理论雏形期：文秋芳教授认为输入不够系统，

因此会阻碍输出，教师对学生课堂上的输出帮助不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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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芳领导的产出导向研究团体提出自己的假设以后，邀请

一些国外一线的外语教育同仁对这一假设进行研讨。该假

设倡导，在输出驱动的前提下，教师必须提前制定计划、

有步骤地为学生的输出提供一些有用的帮助，来推动输出

活动的进行，最后对产出的结果进行监督。文秋芳（201

4）还以列举了具体的例子“中西来展示如何在课堂教学

中进行这个假设”。

在POA的理论形成期：就“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

怎样形成一种简洁系统的体系进行了多次学术研讨，经过

国内外学者的不懈努力，反复酝酿，学者们从数以百计的

英语名称中选出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写为P

OA，翻译为“产出导向法”。从 2014年至今，POA这一

名称就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在 2015年的时候，文秋芳

首次发表文章全面地展示了POA教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内

容。

POA的理论修改期：国内外学者就POA的理论体系和

实践结果展开两次研讨交流，文秋芳团队从这两次中研讨

中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调整并作出第一次修改。

2017 年的产出导向法与 2015 年的相比之下，2017

年的该理论体系更加的完整，因为 2017年的产出导向法

理论体系增加了新的假设，分别是在“以评为（ｗé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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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假设中；把教学流程的箭头方向作出了调整，将单向

的箭头修改为双向的箭头，目的是为了以突出各个教学环

节的互动性和循环性。除此以外，“教师主导”修改为“教

师中介作用”，这样的调整更加符合我们的表达习惯，也

更有利于教师对自己位置的理解。

POA理论再修订期：修订后的产出导向理论体系对于

它的内部结构和关系而言，新的体系与首次调整后的结构

并无区别。但是详细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理论体系的内

部都存在一些差异。教学理念部分考虑到学生课堂需要的

教学内容，增加了“文化交流说”；对于新课标提出的人

才培养目标，把“关键能力说”替换成“全人教育说”，这

样有利于教育目标的明确，也就是说对于教育目标的测量

有了一个可参考的标尺。教学流程部分将驱动—促成—评

价三个环节分为内部的小循环和整体的大循环，同时在教

学流程中对教师和学生的作用进行了更清晰的界定，强调

教师主导下师生合作共建的教学过程（秦伟繁，2020）。

2 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

2014 年，文秋芳根据我国外语教育存在的实际问题

提出了属于本土的产出导向法。产出导向法的理论体系包

含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教学过程。教学理念是其余两个

部分的指导思想，教学假设是教学流程的理论依据和支

撑，教学流程是教学理念和教学假设的实现方式（段李敏，

2016）
2015 年，文秋芳提出POA的教学理念有三个部分，

首先是“学习中心说”，然后是“学用一体说”最后是“关

键能力说”。第一，“学习中心说”倡导学习的中心就是

学习本身，所有的教学活动要利于课堂目的的实现。“学

习中心说”打破了传统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会弱化教师的主导作用，降低课堂效率。

但是“学习中心说”的目的就是实现课堂教学目标，强调

学习的效率。第二，紧接着产出导向法的第二个理念是“学

用一体说”。其中，“学”是指语言的学习，包括听和读；

“用”是可以自己表达想法，包括说、写、翻译。产出导

向法坚持语言输入和产出结合，学用一体化，教学活动的

开展要紧紧围绕语言的有效运用。此外，产出导向法并非

反对使用教材，而是把教材作为课堂重点来实现更好的学

习效果，提高学生对语言的应用能力。第三，“关键能力

说”是强调语言教学的最高目标就是学生的综合能力（文

秋芳，2018b）其中，关键能力个基础就是学生的语言应

用能力，它位于中心地位；和其他五种能力相互促进，相

互影响。要将这种理念用于实践还需要认真挑选教学内

容，教学过程要能实施，同时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

在POA的教学理念中虽然教师的角色是为学生搭建脚手

架，减小学习阻力，但是教师要避免过多的参与，要给学

生多留一些发挥的余地，让学生独立自主地去完成规定的

学习任务。

“输出驱动假设”、“输入促成假设”、“选择性学

习假设”和“以评促学假设”。是产出导向法的教学假设。

“输出驱动假设”学习的动力是输出，输出可以刺激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进而更好地实现学习目标。该理论不

再使用常规教学步骤，而是采取先输出，再输入，最后再

输出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让学生对产出任务先进行尝

试。该假设认为，一旦学生理解了输出任务的意义，认识

到自身的不足，他们就会更大的动力去完成输入学习的任

务，以弥补他们的不足（文秋芳，2014）。“输入促成”

是把“输出驱动作为基础的”，教师适时地给学习者提供

一些恰当的学习材料和指导，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和内

容，引领学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此外，还要注重选择

性学习。在选择学生需要的语言材料的过程中，学习者不

再是全部去学生，而是按照产出任务的需要，来挑选有用

的材料，再做进一步的加工训练和记忆。通过这一过程来

优化学习效果，提高教和学的效率。尤其是在当前的外语

学习环境下，学生的学习时间有限，而学习内容和材料广

泛丰富，因此，对学习材料进行一定的选择和取舍，是提

高语言学习效率的必要环节。除此之外，选择性学习假设

比较符合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情况，人们根据实际所需来查

找相关学习资料和内容，选取有用部分。在 2017年的时

候，教学流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增加了以评促学的假设，

主张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一边学习一边评价，即评价与学

习不再是分离的过程，评价是学习的强化与深入阶段。“师

生合作评价”即是该假设的实现手段。现有的评价方式主

要是教师给予学生作业的评价，把所有的评价主权都交给

教师，教师的压力会很大，有时评价还会出现一些固定套

式，失去了意义。这种新型的教师和学生合作评价的模式

弥补了传统评价方式的不足，如果让学生体验自己成为评

价者的过程，不仅发展了自身的思考能力，还丰富了语言

知识。师生合作评价主要包含课前、课内以及课后三个阶

段。课前，教师先选择典型样本进行展示讲解；非课堂外，

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小组互评等方式进行交流，再在教师

的引导下，进行全班的交流，教师也需要提供恰当的评阅

意见；课后，让学生也开展自评与同伴互评的活动，补充

评价结果。

驱动、促成和评价是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流程的三个分

支。教师在这三个阶段中主要起着引领学生、设计教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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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给学生搭建脚手架的作用。在第一个驱动环节，传统

外语教学中，新单元开头的活动主要是激发兴趣或激活已

有知识，为后面的学习做铺垫。产出导向法则不同，新单

元的第一步是产出的驱动。首先提供一个趋于真实的交际

场景；然后学生根据已有知识进行尝试，完成产出；最后

教师对教学目标和学生需要完成的任务进行解释说明。

第一个部分是教师要为学生的课堂学习创设情景，在

新内容学习之前产出导向法就试图给出本单元中需要学

习的话题和未来生活中所遇到的交际场景。学生虽然目前

还没有体验过，但学生能够给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真切地感

受到这些交际场景的存在以及可能会在交际过程中遇到

一些语言输出的挑战。其次，第二个环节将学生放入提前

设置好的情景，让他们亲自去体验这种看起来容易但是操

作起来有点困难的语言产出，学生在这一过程中遇到困

难，尴尬和一些囧镜会，学生会因此阐产生心理压力，这

就是教师有意在为学生制造“饥饿状态”。然后第三个部

分是教师给学生解释教学目标和学生上完课需要产出的

任务。教学目标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交际，即能进

行简单的交际；第二层次为语言，学生需要掌握单词，词

组，以及一些语用知识。与传统教学的课文不同的实，语

言层次是为交际层次做铺垫。

在促成环节：“促成”有三个主要的步骤：第一个教师

给学生解释产出要求；第二个是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自主

选择，教师及时地给学生提供指导和检查；第三个是学生

进行练习，教师给予指导和检查。

首先，教师要让学生清楚产出任务的过程和每一步的

要求，然后根据这些要求来选择输入材料，学习的材料包

括观点内容、单词、短语、句法和语法结构等方面，教师

对学生的选择性学习进行一定的指导和检查。最后，教师

需要给学生即时给予及时的指导意见。

在评价环节：我们可以将评价归类为两种，第一种是

即时评价，第二种是延时评价。即促成环节中的检查部分

就是即时评价，也就是说学生在进行自主学习和产出过程

中教师给学生进行及时的评价。这种评价有利于教师调整

自己的教学流程，教学进度。延迟评价指的是学生在老师

的指导下，针对学生在非课堂学习的内容给老师展现成

果，老师提出修改意见。

教师应该提前了解学生口头产出的内容，为了给学生

的产出做评价的准备。教师的修改意见要具体详细，对不

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有针对性。对书面产出作出

评价，如果采取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方式进行评价，效

果会更好。比如，教师要认真地批改学生的书面产出的资

料。课堂上，教师可以先把没有批改的文章发给学生，让

学生自己修改，然后再给出教师自己的修改意见最后给学

生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修改。这样的合作评价方式通常能

够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其他未参与课内评价的同学一定

要在网上提交产出成果，师生共同给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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