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8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产出导向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陈世泼 

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 

DOI:10.12238/jief.v6i10.10540 

 

[摘  要] 随着产出导向法(POA)教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推广,其教学的有效性得到更多专家和教师的肯

定。本研究选取了2023版《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发展篇1》第5单元“The plenary killer”为教学

实践案例,旨在探讨POA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根据POA设计教学过程,围绕产出目标

开展系统化的渐进性促成活动,通过问卷收集学生反馈信息并评估其教学效果。结果显示,POA有效提高

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获得感,强化学生的环保责任感。结论指出,POA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

英语应用能力,同时在课程思政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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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teaching theory of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 its effectiveness has been recognized by more experts and teachers. Taking the first passage "The Plenary 

Killer" from Unit 5 of the 2023 edition of New Generation College English Integrated Course-Development 

Volume 1 as a teaching case stud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POA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Based on POA, it designs the teaching process with systematic and gradual enabling activities for 

production objectives, and collects student feedback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PO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O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classroom engagement and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strengthens their sense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The conclusion is that POA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ies, as well as exerting a 

positive ro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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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要以“英语

的实际使用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为重点”[1],可

见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核心目

标。而许多高校的英语教学一直采用传统方法,强调语言知识的

传授,忽视学生英语综合语用能力的培养。结果是,学生英语应

试能力强,但交际能力和产出能力较低,在需要使用英语进行交

流时,如鲠在喉,无法有效地表达思想观点,即文秋芳教授所指

的“重学轻用”“文道分离”的“聋哑病”[2]20。为解决这两大

问题,文教授及其团队对中国外语教育教学进行创新探索,开创

了产出导向法(POA),主张通过若干驱动-促成-评价环节的闭环
[2]50,提升学生语言产出能力和语用能力,达成语言交际目标。随

着POA教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推广,近年来投入研究与实践的专

家和教师队伍日渐壮大,其教学的有效性也得到更多专家和教

师的肯定。 

笔者任教于一所师范院校的新校区,并无教学传统或模

式的限制,笔者所在的英语团队自由探索教学模式、方法和策

略。值得一提的是,团队在本校区启动之前便有幸闻得并研习

POA教学法,因而在本校区英语教学工作启动之时,团队便开

始将其应用于英语课堂。两轮的教学实践证明了POA同样适用

于本校区,因为学生尽管英语卷面成绩已达中等及以上水平,

但实际语用能力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多数学生只会用

简单英语进行口头表达,写作时较少使用复杂词汇和句子写

出有深度的文章,而POA刚好能有效促进校区学生学以致用能

力的发展。 

1 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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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学背景 

本案例的教学对象为150名23级大一本科生,专业涵盖理工

科与师范类专业,高考英语成绩集中在120-140,基础优良,阅读

与写作能力较佳。尽管口头产出能力仍有待提升,但学习动机和

口语产出欲望较强,希望在大学英语课程学习中提高听说技能

与交际能力。 

1.2教学主题 

本案例选用的教学材料系外研社2023版《新一代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发展篇1》第5单元“Humans and Nature”的第一篇

课文“The plenary killer”,课文内容是讨论苏门答腊岛犀牛

濒临灭绝的原因、结果和控制措施。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

关系到人类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濒危物种的问题能

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口头表达的欲望,更重要在于能有效

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增强学生的环保责任意识,促进学生对环保

实际行动的思考。 

1.3教学目标 

POA的教学目标划分为师生共用和教师专用两类教学目标,

前者包括交际和语言(知识、技能)目标,后者围绕“育人”展开,

涵盖思辨、文化等6种关键能力[2]91-94。据此,本教学实践设置了

(1)知识目标：学生掌握与濒危野生动物相关的语言点和观点内

容,(2)能力目标：学生学会用英语分析导致物种濒危的原因、

影响及其应对措施,及(3)思政目标：提升学生的环保责任意识,

促进学生思考如何践行环保责任。 

1.4教学流程 

POA教学流程分为驱动、促成、评价三大环节。驱动通过设

置交际场景任务让学生尝试产出任务,发现问题以激发学习欲

望；促成通过内容、语言和结构方面的系列促成活动,为学生完

成产出任务提供有针对性的脚手架；而评价则以评促学,通过教

学反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2]50-52。本次POA教学流程与具体步

骤如表1所示,但限于篇幅下文着重分析驱动和促成。 

1.4.1驱动设计 

(1)教师呈现交际场景。教师创设如下场景,以唤起学生的

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并激发其口头产出欲望,实现语言教学和思

政教育的初步融合。 

你的学校即将举办关于“濒危动物保护”的国际论坛,你需要分 

析其濒危原因和影响并谈谈如何保护濒危动物。 

(2)学生尝试产出。学生围绕上述交际场景进行小组讨论、

观点分享并尝试产出。但学生的产出存在难度：内容上知识储

备不足,如在口述濒危原因时,除“人类滥杀野生动物”外,没有

提及其他原因,出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窘境；语言表达上词

汇量不足,部分学生发音不够准确,影响整体表达的流畅度；结

构上部分学生思路和逻辑不清晰。 

(3)教师明确课程学习目标和产出任务。产出任务最终是为

了学习目标的达成,因此教师明确本教学的产出任务：学生在口

头上谈谈野生动物濒危原因、影响和控制措施,再完成对应的书

面写作任务。因话题本身具备思政教育元素,本产出任务的推进

能有效提升学生的环保责任意识,促进学生思考如何践行环保

责任。 

表1 POA教学流程 

教学流程 教学步骤 教学内容

驱动

1)呈现交际场景

学校举办关于“濒危动物保护”的国

际论坛,学生分析其濒危原因,并提出

保护措施。

2)尝试产出
学生进行小组讨论,组内分享观点,再

派代表发言。

3)反思产出问题

内容：相关知识储备不足；

语言：词汇量少,发音不够准确,口语

表达不流利等；

结构：表达的思路和逻辑层次不清晰。

4)明确产出任务
谈谈野生动物濒危原因、影响和控制

措施(口头-书面)

促成

1)内容促成

目标内容：

A. 课文内容：找出苏门答腊犀牛濒临

灭绝的原因、结果和控制措施

B. 教材视频：总结野生动物濒危的原

因

促成方式：课文阅读、视频观看、小

组讨论、信息匹配、总结、填充等练

习

2)语言促成

目标语言：课文相关词汇与语言点、

拓展词汇

促成方式：选词填空、信息匹配、连

词成句、句子英译、连词成段

3)结构促成

目标结构：问题→原因→后果→措施

→行动

促成方式：课文结构分析提取、模仿

学习

评价

1)及时评价 学生当堂完成口头产出任务

2)延时平均 课后完成书面产出任务

 

1.4.2促成设计 

促成环节作为连接输入与输出的关键环节,旨在通过精

准性、渐进性和多样性[3]的系列促成活动,帮助学生有效吸收

内化所学内容,实现高质量的语言输出。其中“渐进性”指促

成活动是循序渐进的系列活动,旨在搭建脚手架帮助学生顺

利完成产出任务。本研究着重分析如何根据“渐进性”原则,

设计内容、语言和结构三方面的促成活动,总体设计框架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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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OA促成学习框架 

图1描绘了本案例系统化的渐进性促成设计,旨在构建一

个统一的、综合的、递进的学习闭环。大圆由内容、结构、

语言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其中的每个扇形区域即为每

个促成活动,通过箭头由内向外指示递增难度。每个促成活动

的完成不仅代表着学生在该方面的学习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更为更高层次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个部分的具体实

施过程如下： 

(1)内容“渐进性”促成。内容“渐进性”促成旨在通过系

列促成活动让学生理解、掌握、巩固、扩展和运用教学内容,

为产出任务做好输入材料储备,主要通过如下步骤(图2)实施： 

 

图2  内容“渐进性”促成 

学生基于课本,通过表格填空练习掌握重点内容：苏门答腊

犀牛濒危的原因、后果和控制措施；随后在视频观看和对应的

练习中补充知识内容,拓展对野生动物濒危原因的理解；最后通

过思考和小组讨论探索解救濒危野生动物脱险的措施,共同为

保护野生动物出谋划策,提升学生的环保参与感,并锻炼批判性

思维和创新能力。 

(2)结构“渐进性”促成。结构的“渐进性”促成是学生识

别和构建文本的逻辑结构的关键环节,通过深入分析课文段落

内容总结课文的组织方式,具体分为3个步骤实施(如图3所示)： 

 

图3 结构“渐进性”促成 

学生从提炼段落大意开始,逐步理清文本中的逻辑关系,

归纳出作者的行文结构：引言→问题→物种历史和重要性→

物种分布→数量锐减→错误认知→具体原因→相似案例→后

果→教训→问题本质→呼吁,最终简化成针对产出任务的结

构：呈现问题→分析原因→阐述后果→提出措施→呼吁行动。

这一过程有效提升了学生的阅读理解、分析归纳和批判性思

维等能力。 

(3)语言“渐进性”促成。在POA的教学流程中,“渐进性”

语言促成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始于最小的产出单位,通过一系列

由浅入深的促成练习,从基础的理解和记忆逐步过渡到复杂语

言结构的运用,逐步提升学生的语用能力。在构建“渐进性”促

成的产出单位顺序时,本教学实践借鉴了语言学家Michael 

Lewis的语块理论。Lewis认为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理解

和产出作为不可分析的整体语块的能力[4]。语块可理解为“由

一个以上单词构成、兼具词汇和语法特征并具有特定功能的词

语序列”[5],通过学习承载特定语义和语法功能的语块,学习者

可以更有效地掌握语言的使用,更快地达到语言的自动化使用,

从而提高语用能力。因此,语言促成环节不再从单个词汇的学习

着手,而是按照“语块→句子→语段→语篇”的产出单位顺序连

贯性、系统性地推进(如图4所示)。 

 

图4 语言“渐进性”促成 

这一系列语言促成活动遵循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渐进性原则,

围绕产出单位的逐步扩展：从语块的灵活运用,到构建完整的句

子,最终形成连贯的语段和语篇,产出难度的逐步提升。通过此

系列促成活动,学生能在每个阶段都获得必要的支持和挑战,确

保学习的连续性,系统地提升其语用能力,同时也增强对野生动

物生存状态的认识,提高对保护野生动物重要性的认识。 

2 应用效果 

在探讨产出导向法(POA)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时,

毕争提出的评估模型为本研究提供了框架参考,其中包括“参与

度”和“获得感”[6]这两个关键指标。本研究以“参与度”和

“获得感”为框架,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学生的反馈数据并分析学

生在本章节学习中的体验和效果。 

2.1参与度分析 

表2  课堂参与度调查反馈(除第5外其余指标的评价值区间 

为【0-10】) 

指标 平均值 分值≥6的人数占比

1学生对于课程章节的兴趣评分 7.6 87.2%

2学生的课堂注意力评分 7.4 85.3%

3学生在课上用英语探讨环境问题和环保的意愿评分 6.3 68.6%

4学生对自己在课上的总体积极性和认真度的自评分 6.9 77.6%

5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频率 82%的学生发言至少 1次

 

根据毕争的理论,参与度是评价POA课堂促成效果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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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一。在本研究中,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较高。首先,87.2%的学

生对课程章节表现出了显著的兴趣,平均评分达到了7.6分。其

次,85.3%的学生表示他们能够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平均得分

为7.4分。在表达意愿方面,学生显示出了较强的动机,68.6%的

学生愿意在课上用英语探讨环境问题和环保。从总体积极性和

认真度方面看,77.6%的学生认为自己在课上表现积极认真。而

在发言频率上,有82%的学生至少在课堂上发过一次言。学生课

堂参与度较高的因素,除了学生本身具有的内在驱动力之外,促

成活动所提供的输入材料、脚手架以及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自

由度,使得他们有方向、有内容、有结构、有语言、有步骤进行

讨论学习和分享,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了

他们用英语进行表达的意愿。因此,这些数据表明,POA教学法能

够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使学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 

2.2获得感分析 

表3 获得感调查反馈 (评价值区间为【0-10】) 

指标 平均值 分值≥6的人数占比

1学生学会的英语语言点数量评分 6.9 74.4%

2 学生认为自己在课上学到多少知

识的评分
7.2

81.4%

3 学生对环保责任感的认同度评分 9 96.8%

4学生印象最深刻的3个单词/短语/

搭配/句式
词条出现频率

biodiversity: 约 15%

protect, save, preserve: 约 12%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balance: 约 10%

 

文秋芳教授指出,获得感是学生对上课是否有收获的评

价[7]。评价的内容包括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度、技能的提升度,

以及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调查结果显示(如表5),

学生们对所学环保相关英语表达的掌握情况感到满意,74.4%的

学生给出了6分及以上的自评分；同时,81.4%的学生认为自己学

到了较多知识。除此之外,本研究还深入探讨了学生对课程学习

的具体印象,即让学生列举他们在课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三个单

词、短语、搭配或句式,以了解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点和理解

深度。分析显示,学生们普遍关注“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15%)、“保护protect、拯救save、维护preserve”(12%)和“生

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10%)等。引人注目的是有

96.8%的学生对环保责任感的认同度极高,平均得分为9分。这表

明：学生在课程中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还包括对环境问题的敏

感性、环保责任感和行动意愿的提升。 

以上数据体现了POA教学法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获得感,

更反映了POA在课程思政教育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不仅能有效增

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行动意愿,更提高了学生社会责任感,获得

个人提升和成长。 

3 结语 

本次大学英语教学实践应用产出导向法(POA),设计了系列

系统化的、综合的、渐进性的促成活动,以期促进学生英语应用

能力,加强其问题分析和解决的能力,以及提升其环保责任感。从

促成效果反馈看,POA渐进性促成活动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和获得感：学生们不仅在课程中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积极

性高,而且在环保责任感方面展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感和践行意

愿,这反映了POA教学法同时在课程思政教育和价值引领方面起

到重要作用。然而,本研究存在完善空间,如学习评价环节没有

具体展开,后续研究需要围绕POA学习评价环节展开深度的探讨,

进一步优化POA的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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