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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生合作评价”(TSCA)是“产出导向法”的创新评价形式,其主要的评价对象是学生课外完

成的书面产品和口头产品。本研究以综合商务英语教材为基础,通过实践探究TSCA对综合商务英语写

作课堂的指导作用,同时报告学生对教学效果的反馈及教师对TSCA教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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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tudent cooperation evaluation"(TSCA)is an innovative evaluation form of "production- 

oriented approach", and its main evaluation object is the written products and oral products completed by 

students after clas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business English textbook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guiding role of 

TSCA in comprehensive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class through practice, and reports students' feedback on 

teaching effect and teachers' reflection on TSCA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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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写作是英语类课程的重要方面,但

现有的英语类写作课似乎收效甚微,学

生的写作水平难以提高[1],且教师在批

改习作时的长时间付出很可能得不到学

生的积极回应和反馈[2]。国内现有的研

究大多关注大学英语写作课堂和综合英

语写作课堂(如英语专业的基础英语和

高级英语)等,对综合商务英语写作课堂

的探究甚少。与覆盖面较广、要求更高

的商务写作课不同的是,综合商务英语

的写作任务通常在每单元末出现且不提

供详细的内容提要。对于商务写作基础

较薄弱的大一和大二学生来说,要较好

地完成商务写作任务并不容易。其次,

综合商务英语的写作任务既关注商务知

识又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语法和语言基础,

学生在写作中容易犯下过度关注语言或

过度关注商务知识的错误。 

“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简称TSCA)

是文秋芳教授提出的“产出导向法”理

论体系中的 后一环,其评价的对象是

学生课外完成的产出结果。TSCA分为课

前准备、课内实施和课后活动三个阶段,

其目的在于解决评价效果低、效果差等

问题[2]。目前TSCA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实例主要在大学英语写作、高级英语写

作和翻译等课堂上,而关于TSCA在综合

商务英语写作课上的研究还十分匮乏。为

此,本研究旨在综合商务英语写作课堂

上运用TSCA,为改进该课堂的实践教学

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建议。 

1 理论基础 

师生合作评价(TSCA)是文秋芳教授

及其团队提出的创新性评价方式[6],其

目的不是取代传统英语教学的评价方式,

而是平衡教师评价与其他评价方法,运

用多种评价方式,优势互补,来减轻教师

的工作量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8]。

TSCA中共有三个环节,分别是课前准备、

课内实施和课后活动。这三个环节紧密

相扣,缺一不可,且教师在不同的环节充

当不同的角色。在课前准备环节,教师需

要浏览学生的作文,挑选样本并设计课

上评价的重点；在课内实施环节,教师充

当引导者、解惑者等角色,通过对学生进

行评阅培训,鼓励学生依次进行独自评

价、小组讨论, 后再进行师生共同评

价。与其他评价方式不同的是,在课前准

备和课内实施环节完成后,课后活动环

节也是在TSCA的指导下进行。经过课上

的培训,学生课后可自评或互评,再经机

器评价, 后教师对部分机器批改的结

果进行抽查[6]。 

2 研究设计 

2.1研究背景 

本研究在一所南部普通本科院校开

展,教学实践对象为笔者教授的商务英

语专业学生,共计70人。实践TSCA的课程

为“综合商务英语”,是大二的基础专业

课,每学期开课17周,每周6学时,目标是

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和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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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积累基础商务知识。本学期共教授9

个单元,每单元完成后笔者都会布置写

作任务,写作类型包括信件(letter)、邮

件(email)、报告(report)和概要(summ 

ary)。本研究展示了一次写作任务(邮件

写作)的课前、课内及课后的教学过程。 

2.2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教学材料来自《体验商务

英语Market Leader 3》(第三版),本文

展示的写作任务来自第六单元“Money”,

要求学生根据本单元的案例内容,向

成功的企业家写一封邮件确认其对项目

的投资。由于此次研究开展前,学生已多

次训练邮件写作并已掌握邮件的写作格

式,故本次写作实践的重点在语言运用

和内容上,评价将参考剑桥商务英语的

评分标准。 

2.3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流程包括课前、课内和课

后三大块。课前,笔者布置写作任务,批

改学生上交的作文并从中挑选出评价样

本,设计评价任务和引导问题；课内,笔

者讲授评价的重点,分发样本,鼓励学生

进行独立思考,接着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后师生共同讨论；课后,学生对自己的

作文进行自评或互评并上传批改网,笔

者查阅学生的自评或互评情况后公布范

例作文并引导学生分析优秀习作。 

为了有效记录TSCA在教学实践中

的过程,本研究采用课堂观察、学生习

作、调查问卷(前测和后测)等形式收集

数据。 

3 教学实践 

3.1课前准备 

在这个环节中,学生需要完成笔者

布置的写作任务并把习作上交。教师在

这个环节 重要的任务是浏览学生的习

作并挑选出评价样本。在选择样本时,

教师既不能选择太优秀的习作也不能选

择质量太差的习作,否则样本会出现需

要修改的地方过少或错误过多、没有代

表性的问题[3],因此教师应当选择中等

质量、错误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此外,

根据孙曙光2提出的三条原则中的循序

渐进原则及可教性原则,教师设计的评

价重点需要由简单到复杂,评价的问题

必须是在“可控、可教”范围之内。 

笔者在此次的写作任务中挑选出两

份样本(共70份习作),并针对学生习作

中普遍出现的错误设计了三个评价重

点：商务内容缺失、成分残缺/句子不完

整和词语搭配/使用错误。此外,笔者在

挑选出的两份样本上分别用黄色、绿色

和蓝色标注不同的评价重点和难度。以

下是笔者标注的两个评价重点的例子： 

句子不完整：Hoping the informa 

tion of these products will be hel 

pful. 

词语搭配错误：Your product have 

a expremely high market to develop. 

笔者在两份样本上共标注了13处评

价重点且在部分评价重点旁设计引导问

题,如：Which verb is the real predi 

cate in this sentence? 笔者教授的学

生的英语水平较薄弱,标注的这三类评

价重点和错误在所有的习作中都普遍

存在。 

3.2课内实践 

在TSCA的指导下,教师在不同的教

学环节充当不同的角色。在课前准备中,

教师是设计者。在课堂上,教师更是身兼

多职4,既是提供资源的信息源,还是给

予学生支持的促进者,如果学生在评价

过程中有疑问,教师还充当解惑者。笔者

认为在这个步骤,学生虽是主体,但教师

的引导和协助对TSCA在课堂上的顺利、有

效开展非常重要。 

在分发样本前,笔者就评价重点先

举例分析,引导学生往正确的方向分析

样本重点。针对商务内容缺失这一评价

重点,笔者带领学生重读题目要求,与学

生共同分析出题者的用意并鼓励学生预

测需要在文中体现什么商务内容。而针

对句子不完整和词语搭配错误这两大评

价重点,笔者找了样本外的病句作为例

子,向学生展示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分析,

如何更改病句。短暂的演示后,笔者把两

份样本分发给学生并鼓励学生按照笔者

教授的方法进行思考。在学生独自思考

和小组讨论的过程中,笔者在教室走动

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观察和记录。笔者

填写的课堂观察表显示,部分学生在独

自思考的过程中未能解决评价问题,具

体表现为：知道这里是错的但是不知道

如何改正。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个别小

组组内意见不一,具体表现为：对错误的

更改意见不一。以下是笔者在课堂观察

中记录下的例子。 

错误：You target client’s age aim 

at woman over 30. 

组员1: Your target client’s age 

aims at woman over 30. 

组员2：You aim at women over 30. 

学生的英语水平不一,所以对评价

重点和评价问题的意见可能不一样,而

小组讨论能帮助基础较薄弱的学生认识

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减轻了后续

师生共同评价的任务,因为部分学生的

疑惑已经在小组内由基础较好的学生解

决了。笔者也发现有学生在自行思考时

未能回答评价问题和改正错误,但在小

组讨论的过程中,受到组员的提示后能

解决笔者标注的错误。这表明学生的积

极性在这个过程被充分调动起来,学生

在小组讨论和互评的过程进行思维碰撞,

这有助他们认识自己知识薄弱的地方和

巩固语法。 

小组讨论过后,笔者邀请学生在黑

板写出小组讨论的结果,且在笔者评价

前让小组交叉互评。在这一过程中,有小

组之间对错误的更改方式有分歧,双方

据理力争,课堂的气氛非常活跃。可见学

生能充分参与课堂并发挥主体作用,而

笔者只需要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协助和推

动课堂继续进行,这与传统的教师主讲、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写作课堂非常不

同,TSCA的写作课堂更注重发挥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把教师

的主体角色转换成辅助角色。 

3.3课后活动 

尽管课堂效果很好,受学生水平和

课堂时长等因素的影响,学生往往不能

全盘接受课上所学的知识
[5],这就要求

教师在课后评价中检查学生的掌握情

况。在此步骤,笔者要求学生课后自行修

改作文或进行同伴互评后把作文上传批

改网,笔者再对机器评价的结果进行抽

查。经过课上的训练,学生在自评或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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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并非盲目评价,而是基于教师和TSCA

的指导,因为学生已经学会从语言运用

和商务内容等方面展开思考[7]。 

批改网的机器批阅结果显示,在

TSCA写作课后,超过50%学生的习作达到

良好(80分及以上),与非TSCA写作课的

良好率(30%)相比,学生的习作水平有较

明显的提高。笔者还发现,部分学生在批

改网上多次修改习作,修改次数 多的

学生高达30次。此前,笔者也曾指导学生

在批改网上提交作文,但学生普遍修改

1-5次,由此可见由TSCA指导的写作课能

培养学生的自我修改意识。即使笔者在

本次写作课上只标注了三大评阅重点,

但学生在自我检查的过程中,除了更改

这三大评价重点,还“顺带”关注了机器

指出的其他错误并积极改正。 

4 结果与讨论 

笔者的前测和后测调查问卷显示,

在这节写作课后,95%学生表示认识到自

己语法、商务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并知道

了如何自我检查和更改错误,85%学生表

示课上使用的TSCA教学实践有助提高自

己的写作水平,90%学生表示课后活动中

的同伴互评有助提高自我检查和自我修

正的能力。由此可见,在综合商务英语的

写作课堂上使用TSCA指导教学实践能帮

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身的语言知识和商

务内容等方面的不足之处,并在自我评

价、小组讨论、师生共同评价和课后活

动中巩固课上所学的知识,提高写作意

识和水平。 

同时,笔者发现,TSCA在课堂实践中

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教师对学生在课前进

行的评阅培训。如果没有评阅培训,教师

一开始就发放样本让学生进行自我思考

和小组评价,部分学生可能会不知所措。

即使有进行评阅培训,笔者教授的班级

里也有个别学生不知道如何回答评价问

题和更改错误。针对这一类学生,教师可

以在课堂观察的过程中给予适当的协助,

并鼓励这类学生与其他组员进行交流。

同时,笔者认为如果学生普遍英语能力

薄弱,要让TSCA在课堂实践中顺利、有效

开展,教师可以增加评阅培训的时长和

跟进练习,确保学生跟得上课堂节奏。比

如,如果学生普遍语法薄弱,而本写作课

的评阅重点是语法相关的句子,则教师

可以就相关语法进行详尽讲解,布置课

上练习检查学生的吸收情况,再分发样

本进行后续步骤。同时,考虑课堂时长的

限制,教师可减少样本上的评阅重点,挑

选 具有代表性的,并按照从简单到复

杂的原则安排学生评阅。教师对症下药,

实施综合政策的做法也验证了“产出导

向法”的四个中国特色,通过实践,教师

检验TSCA理论和其应用性并针对学生的

特殊情况进行调整[9]。 

在实施TSCA的过程中,教师实时接

收学生的反馈,并在与学生的互动中随

时调整、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不断摸索

适合自己学生的教学方式,逐渐具体

化和优化TSCA在综合商务英语写作课上

的实施步骤,这正符合“学习借鉴-修订

理论-实践理论-反思诠释”的循环互动

优化理论,促进教师在教学实践与研究

中完成专业发展[10]。 

虽然TSCA对综合商务英语写作课具

有积极作用,但对于运用TSCA来减轻教

授大班英语写作课的想法,笔者认为还

有待进一步实践。如果运用TSCA指导写

作课,耗时较长的是课前准备及课后活

动的部分,即使教师不需要更改全部学

生的习作,但在课前准备的部分,教师依

然需要浏览全部习作并设计师生合作评

价的重点,加上检查课后活动的耗时,笔

者认为TSCA并不算“新手友好型”教学

法,但笔者也相信,多次实践并熟悉运用

TSCA后,“熟练型”教师能较大地提升备

课效率。 

5 结语 

TSCA不是静态的、机械的评价方式,

而是动态的、可调整的手段[4]。在TSCA

的模式下,学生的写作积极性被调动起

来,学生的参与感和体验感都显著提高。

TSCA作文教学模式对改善综合商务英语

课程的写作课堂环境有启示作用,能为

相关任课教师提供一定的参考。 

[课题项目] 

“TSCA在综合商务英语课程中的实

践研究”(编号：22PZXJQN005)；“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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