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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大学英语教学的改进路径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教学反思与创新

付 正 玲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后疫情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学面临来自教育理念、信息技术等诸多因素的挑战,普遍存在课程类

型单一、教育理念片面化、学生学习积极性减退、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因而亟须改进和创新教学

方法。“产出导向法”在教学理念上强调以学习为中心、学用一体、文化交流和关键能力,在教学设计上重视

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学习和以评促学,在教学流程上注重教师主导和师生共建,有助于改进大学英语教

学,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思、学有所用。因此,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教学

在实践中应注重从课程设置、目标设定、课堂建设、输出驱动和教研互促等多个路径进行改进:课程设置应丰

富多元,实现选择学习;教学目标设定应与专业教育、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实现“全人教育”;课堂建设应注重

师生共建,增强学生自我认同感和学习能动性;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应注重输出驱动,实现学用一体;教师应

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积极投入学习、培训、教学和科研,通过教研互促,实现教学相长。大学英语教学应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以上路径不断改进,努力应对重大疫情的挑战,真正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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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明确指出: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

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

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

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

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

发展的需要。”[1]近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取

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但也暴露出新的问题。
新冠疫情的发生和混合式教学的兴起,更是对

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亟须改进和创

新教学方法。产出导向法是我国学者创建的

本土教学法,强调以学习为中心、学用一体、文
化交流和关键能力。经过几个阶段的理论研

究和修改完善,产出导向法已运用到一些教学

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本文通过审视后

疫情时代大学英语教学的不足之处,基于对产

出导向教学法的梳理和大学英语教学现实的

反思,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路径,旨在为大学

英语教 师 的 发 展 和 大 学 英 语 教 学 改 革 提 供

参考。

  一、后疫情时代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

现实挑战

  蔡基刚认为:“一个大学可以没有英语专

业,但绝对离不开公共外语教学。”[2]大学英语

教学面对所有非英语专业学生,受众面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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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对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

响我国本科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和本科教学质

量。随着新冠疫情的发生和混合式教学的兴

起,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暴露出许多问题和不

足之处。
(一)课程类型单一,课程设置亟待完善

传统的大学外语课程设置单一,主要包括

“读写译”和“视听说”两门课程,没有按照科学

的比 例 对 普 通 英 语(EGP)、专 门 用 途 英 语

(ESP)和学术英语(EAP)进行设置。这样的课

程设置存在三个方面的弊端:
第一,定位模糊。由于课型单一,无法确

定大学英语课程是基础课还是应用课,是技能

课还是综合课,是语言课还是文化课。第二,
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所有非英语

专业学生都要学习大学英语课程,而不同地区

的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不同专业学生的学

习需求、专业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也不同。因

此,单一的课程设置未考虑学生的差异,不能

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第三,不利于教师的职

业发展。大学英语开设同样的课程,所有教师

用同样的教材、教案和课件,“千师一课,千课

一面”,扼杀了教师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多年

教授同样的课程使教师缺乏自我成长的动力,
阻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利于教学质量的

提高。
(二)教师教育理念片面化,育人意识亟待

加强

如果外语教师仅重视教学而忽略育人,就
会片面地注重“双基”训练(即基本知识传授和

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训练),难以落实“立德树

人”的外语教育根本任务[3]。传统的大学英语

教学将教材作为精读材料,从词汇、语法、篇章

等多维度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以大量输入为

主,忽略输出目标的设定,重输入轻输出,导致

学生在听、说、读、写、译方面的输出与教学投

入不成正比。教师将自己视为教学方法的执

行者,忽略立德树人的教育职责和学生的能动

性,没有意识到教学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师生

互动过程。这必然导致“教学双方习惯于固守

教学套路形式,教学内容缺乏层次和特色,只

注重形式的传授,忽视对现有问题的批评与反

思和对学生个性化的培养”[4]。尽管后来出现

了很多教学方法以应对这些问题,比如“以内

容为依托”的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等,但有

些教学方法仅在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进行拓

展和延伸,并无实质性的改革,因此无法真正

解决现有问题。
(三)学生学习动机减退,教师调控意识亟

待增强

外语学习动机主要包含学习的愿望、学习

的态度和动机强度[5]。学习动机是动态变化

的,受多种内外部因素影响。通过动机调控能

够预测学习策略的使用以及英语成绩。对于

非英语专业学生而言,英语课从高中阶段的核

心课程变成大学的公共课,课时减少,班级人

数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的学习动机

和积极性受到影响。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学

习动机减退普遍存在于中国外语学习者中[6]。
多数研究认为,在造成学生学习动机减退的诸

多内外部因素中,教师是首要的外部因素。汤

闻励认为,教师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

动机的缺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提高教

师自身素质和能力是当务之急[7]。刘宏刚在

21篇关于动机减退的文献中发现有19篇显示

教师因素是影响学生学习动机减退的首要因

素,主要体现在教师的英语基本功、教学能力、
教学方法、责任感和师生关系等方面[8]。教师

的职业素养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

动机。然而,很多教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
没有将学习动机调控融入教学过程。李昆认

为,学习动机调控不仅影响学习者对学习策略

的使用,还影响学习成绩[9]。因此,教师在提高

自身职业素养的同时应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有效调控学习动机,帮助学生保持学习

热情,增强学习动力。
(四)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信息素养

亟待提升

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主要以线下教学为

主,加之教学资源有限,班级人数多,课时有

限,教师以教材为中心,重输入轻输出,教学方

式固化,忽略输出目标的设定,导致学生学习

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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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教育环境的变化,海量的学习

资源和现代化信息技术打破了原有的教育生

态平衡。然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难
以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书育人的要

求。因此,大学英语教师亟须提升信息素养,
借助各种现代化信息技术有效开展教学,以重

构教育生态。新冠疫情期间,为达到“停课不

停学”的目标,很多教学平台(如超星学习通、
雨课堂等)和专业直播录播工具(钉钉、腾讯课

堂等)应运而生。这些平台与工具充分利用现

代化信息技术,设置了很多便于开展教学的功

能,比如考勤、提问、抢答、课堂检测、课后测试

等,让疫情期间的教学得以正常进行,同时也

让线上教学平台为线下教学带来很大的拓展

空间。据相关统计,重庆某高校的任课教师在

疫情期间使用线上学习平台(超星、智慧树等)
的有38.7%,使用社交软件(QQ、微信)的有

61.1%,使用腾讯课堂的有12.5%,使用钉钉的

有5.7%[10]。合理设计线上线下教学,可以优

化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改变传统教学中由于

课时不足而采取“一言堂”的“填鸭式”低效教

学方式。课堂就像一个水池,需要不断有新鲜

活水注入,而信息技术就像“新鲜活水”。大学

英语教师需要将信息技术的使用和创新内化

为自身的信息素养[11]。

  二、“产出导向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的适切性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有着具体的时空

背景。在后疫情时代,大学英语教学要积极应

对重大疫情的挑战,努力寻求教学方法的改革

与创新,担负起“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为进

一步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
为了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笔者从理论与实践

两方面展开思考,探索更加适切的教学方法。
“产 出 导 向 法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POA)是由我国学者文秋芳创

建的一套本土教学法,符合中国特色且具有国

际视野[12-16]。这套教学方法不仅在理论上体

现出创新价值,而且在实践中已取得一定的成

效[17-23]。“产出导向法”主要包含教学理念、教
学设计和教学流程三个部分。其中:教学理念

是教学设计和教学流程的指导思想;教学设计

是教学流程的理论支撑;教学流程是教学理念

和教学设计的实现途径,而教师的中介作用则

体现在教学流程的各个环节[13]。“产出导向法”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16]。

图1 “产出导向法”的理论架构

  (一)教学理念

“产出导向法”的教学理念主要包含四个

方面:“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文化交流

说”和“关键能力说”。“学习中心说”是针对“以

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提出的新理念,
强调教学必须“以学习为中心”,促成有效学

习。课堂教学形式可以多样化,关键在于精心

选择最佳的课堂教学形式。大学英语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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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间很有限,班级人数较多,要达成的目标

涉及听说读写译等多方面。因此,有效的课堂

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学用一体说”主要是针

对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学用分离”问
题所提出的,主张“边学边用,学中用,用中学,
学用结合”。传统教学往往重学轻用,导致学

生接受大量惰性知识[24],无法灵活准确地使用

英语,“学”“用”无法融合,这也是大学英语教

学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学用一体说”主张

一切教学活动都与运用紧密相连,“学”“用”之
间无边界,最终达到“学”“用”一体。“文化交流

说”强调在语言学习中渗透文化学习,通过语

言学习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建立目的语文化

与本土文化交流的桥梁。“关键能力说”强调

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这种能力是

指“在一个不确定的复杂情境中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25]。
(二)教学设计

“产出导向法”的教学设计包含四个方面:
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学习和以评促学。
“输出驱动”注重以产出任务作为教学起点,引
导学生在尝试完成产出任务后发现自己的不

足,认识产出任务对自我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更积极地投入输入性知识的学习。“输出驱

动”注重打破从输入到输出的传统教学顺序,
代之以“输出-输入-输出”的教学顺序。“输
入促成”注重在“输出驱动”的基础之上加以完

善,进一步增强学习的有效性,通过安排学生

承担产出任务,促进学生相互学习、自我提高,
并提供适当的输入材料,达到1+1>2的效果。
“选择学习”是指对输入性知识进行选择性学

习,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尤为重要。只有基于

产出需要进行选择性学习,才能将知识“焦点

化”,真正变成输入,最后转化为产出,否则所

有知识都无法被真正吸收。“以评促学”的根

本目的在于完善大学英语教学的评价机制,打
破一个学期的学习依靠一次期末考试来评价

的方式,注重“边评边学、边学边评”,“打破学

与评的界限”。在“评”“学”结合的过程中,每一

次学习都是对上一次学习的反思、提升和完

善。这不仅增强学习动力,还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真正达到培养学生关键

能力的目标。
(三)教学流程

“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流程包括驱动、促成

和评价,三者相互联系,并且每个阶段都需要

教师发挥主导作用。“产出导向法”在教学中

的实际应用需要教师因材施教,每个阶段可以

设计若干子活动。“产出导向法”并不是一种

格式化的教学方法,而是一种灵活的教学方

法。这种方法的实施充分考虑教师的能动性,
强调因材施教,有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流程,
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

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让学生学有所

得、学有所思、学有所用。

  三、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教学

改进路径

  鉴于大学英语教学改进的现实需要和“产
出导向法”提供的教学理论体系,后疫情时代

的大学英语教学应从课程设置、目标设定、课
堂建设、输出驱动和教研互促等多个路径进行

改进。
(一)课程设置丰富多元,实现选择学习

王守仁认为,大学英语教学“须着力构建

更加科学、更能满足社会和学生需求的大学英

语课程体系。这一体系应该符合学校定位、人
才培养目标和要求,包括通用英语、专门用途

英语、通 识 教 育 类 英 语,三 者 的 比 例 要 恰

当”[26]。这样的观点与“产出导向法”的选择学

习理念高度一致。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课程

的机会,让他们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具备相

应的英语输出能力,以适应未来的职业需求,
这才是大学英语课程的主要目标。在输出目

标驱动下,课程设置直接影响输入内容,进而

影响学生英语学习的效果。输出目标由学校

根据课程特点进行设定。
以西南大学课程设置为例,其构建的大学

英语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基础英语类、语言本体

类、语言技能类、语言文化类、语言应用类、语
言提高类六类课程(如图2所示),涵盖了普通

英语(EGP)、专门用途英语(ESP)和学术英语

(EAP)多个类别。其中既有基础课,也有应用

课;既有技能课,也有综合课;既有语言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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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课;既有传播中国文化的课程,也有学

习西方文化的课程。这样的课程设置丰富了

课程体系,满足了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

需求。

图2 西南大学课程设置———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二)目标设定与专业教育、课程思政有机

结合,实现“全人教育”

高等教育不仅要满足不同的个人需要,更
要“培养和引领学生的需要,满足国家和社会

的要求”[2]。“学习指南”和“教学大纲”往往强

调教育的长远目标,但是如果设定的目标过于

长远,而学生又要应对大量的专业学习任务,

大学英语这门公共课就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

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大学英语教学必须将长远

目标和近期目标结合,将学生的专业需求纳入

大学英语教学的规划中,让学生认识到英语学

习有助于专业课程学习,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

习积极性,避免英语课程沦落为“水课”。一方

面,大学英语教学应打破基于课文的传统教

学,加强对教材的二次开发,尤其是结合专业

教育的课程开发。例如,当课文涉及汽车的环

保话题时,教师可安排资源环境专业和车辆工

程专业的学生完成一些与专业相关的英语学

习任 务,将 英 语 教 育 与 专 业 教 育 充 分 结 合

起来。

另一方面,大学英语教学应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挖掘教学中的

课程思政元素,包括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法治教育、身心健康

教育、美育、劳动教育等内容。大学英语教学

在教材选用、课程目标设定和教学评价中应坚

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通过“教外语,育全

人”培养有家国情怀、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外语

人才。“人既是教育的重要构成要素,又是教

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27]正如文旭、杨甜所

言:“全人教育理念下的外语教育,应当着重提

升人的能力和品质,激发人的进取心和创造

力,继而自主规划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路线,使
教育真正回归自己的本质和起源。”[28]

(三)师生共建课堂,增强学生自我认同感

和学习能动性

由于传统英语教学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的

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将它视为一门没有实用价

值的必修课,这样的认识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

能动性。“在课堂上,中国学生通常被描述为

依赖、沉默和被动,他们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

941



的传统学习模式。”[29]相关研究发现,教师平均

话语量占课堂总话语量的87%,学生话语量仅

占13%[11]。教师应该从教学的“主角”身份调

整为“导演”身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
高学生的课堂教学参与度,让学生意识到外语

学习对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教师

在导学中应注重介绍“产出导向法”的教学理

念、教学设计和教学流程,帮助学生理解和接

受“产出导向法”,克服对外语学习的陈旧看

法,为后期的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促进有效

学习。学生如果在思想上有进步、在学习上有

成效,就会进一步增强学习能动性。“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不是直接告诉学

生现成的解决方法,而是鼓励学生动脑筋,根
据自己的心理活动,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去探

究知识。”[30]当学生有更多机会参与教学的各

个环节,学生就会增强自我认同感和学习能动

性,激发学习热情。“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

适时进行动机调控策略训练,增强学生的动机

调控策略使用意识及策略使用的针对性,以完

善学习投入。”[31]杨红燕、何霜研究发现:“在教

师动机策略干预下,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课外学

习动机和投入总体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变化,
证实了教师动机策略运用能够提升大学生课

外英语学习动机和投入。”[32]

(四)输出驱动,学用一体,合理安排混合

式教学任务

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平台拓展了教学时

空。学生应充分利用在线教学平台,结合课程

的特色,采取线上自主学习、实时学习、实时交

互等方式,注重个人学习与小组学习相结合,
发挥自主学习和互助学习的作用。教师提供

线上自主学习课件、讲授视频、电子教材,注重

创设学习环境,营造学习氛围,发挥“支架搭

建”作用,通过布置个人和小组学习任务,检测

和了解学生吸收知识、掌握技能的效果,以线

上展示、答疑、作业反馈、个别和集中回答学生

的问题等方式给学生指出改进的方向。
线上教学平台的诸多功能充分体现了“产

出导向法”的输出驱动理念。为给学生创造

“饥饿感”,大学英语教学应通过逆转“输入—
输出”顺序,从设置输出任务开始,激发学生的

学习欲望和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率,引导学

生尝试完成输出任务。当学生遇到困难不能

顺利完成输出任务时,教师应提供新的学习材

料。如果已有材料不足以完成输出任务,学生

就需要寻找其他新材料,用以完成输出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教师应了解学生的学习

进展和存在的困难,并提供适当的帮助;其次,
学生在完成输出任务的准备工作之后应该与

教师进行交流,而教师则对学生的表现作出有

针对性的反馈;最后,学生展示输出成果。根

据大学英语线上线下教学任务分工,基于“产
出导向法”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流程如图3
所示(虚线框内表示线上教学任务,实线框内

表示线下教学任务)。

图3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流程

  (五)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实现教研互促

新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社会环境和

教学环境的巨变,以课本为中心的单纯语言知

识传授已受到质疑。大学英语教学与专业学

习、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仅仅注重

语言教学还不够,因而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必须

有较强的科研意识,将教学和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不仅要注重大学英语教学,还要关注专业

学习,更要重视学生全面发展,不断尝试新的

教学理论探索和改进路径。“只有在教学中触

发学生思考并提出问题,同时将其不同反应和

反馈视作新的问题情境进行研究,进而不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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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自身的理论假设和教学实践,完善教学设计

和理论设计,才能确保教学的有效性及知识生

产的可靠性和科学性。”[33]教师必须树立终身

学习的观念,掌握应用语言学、外语教育、心理

测量、跨文化研究等领域和交叉学科的前沿信

息、发展动态和研究方法[34]。教师应从研究者

的视角审视每一个教学环节,通过教学促进科

学研究,让科学研究服务于教学,引导学生参

与教学研究,从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是长期实践经验的

总结,能有效地指导实践,避免走弯路。任何

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局限性,需要不断创新与改

进。如何将“产出导向法”有效运用于大学英

语教学,需要教师深刻领会这套方法的教学理

念和实施步骤,带着研究者的眼光去审视教学

中的问题,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结 语

后疫情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学面临诸多挑

战,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是应对挑战、适应时代

发展的要求。“产出导向法”在大学英语教学

中体现出较强的适切性,它在教学理念上强调

以学习为中心、学用一体、文化交流和关键能

力,在教学设计上重视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
择学习和以评促学,在教学流程上注重教师主

导和师生共建,有助于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思辨

能力,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思、学有所用。
探索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

改进路径,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将“立德树

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贯穿教育各环节,对促

进大学英语教师的发展、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学英语教学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构建丰富的课程体系,促进学生自主选择学

习;设定教学目标应与专业教育、课程思政有

机结合,实现全人教育;重视师生共建课堂,增
强学生学习认同感;合理安排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任务,注重输出驱动,实现学用一体;树立

终身学习的意识,通过教研互促实现教学相

长。大学英语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尝

试和调整,将“产出导向法”的精髓落实到教学

活动中,坚守大学英语教学这一重要的教育阵

地和科研阵地,不断探寻更符合国情、更有实

效性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打造大学英语“金
课”,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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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PathsofCollegeEnglishTeachinginthePost-epidemicEra:
TeachingReflectionandInnovationBasedonProduction-orientedApproach

FUZhengling
(CollegeofInternationalStudi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CollegeEnglishTeachinginthepost-epidemiceraisfacingchallengesfrom manyfactors,
suchaseducationalideasandinformationtechnology.Therearemanyproblems,suchassingle
curriculumtype,one-sidededucationalideas,studentsreducedlearningmotivationandinsufficient
information-basedteachingability.Therefore,itisurgenttoimproveandinnovateteachingmethods.
Theproduction-orientedapproach(POA)emphasizesfourteachingconcepts:learning,integrationof
learningandapplication,culturalexchangeandkeyabilities.Inteachingdesigning,itlaysstresson
productionorientation,inputfacilitation,selectivelearningandevaluation-basedlearning.Inteaching
process,itattachesimportancetoteacherleadership,teacher-studentcooperativeconstruction.This
approachhelpstoimprove College Englishteaching,stimulatestudentsenthusiasm,cultivate
studentsthinkingability,andmakestudentslearntogain,learntothinkandlearntouse.Basedon
POA,CollegeEnglishteachinginpracticecanbeimprovedfrom multiplepaths,suchascurriculum
designing,objectivesetting,classroomconstruction,productionorientationandmutualpromotionof
teachingandresearch:CollegeEnglishcurriculumneedstoberichanddiversetorealizeselective
learning;TheobjectivesettingofCollegeEnglishteachingshouldbeorganicallycombinedwithmajor
educationandideologicaleducationtorealize“wholepersoneducation”;CollegeEnglishclassshould
payattentiontotheteacher-studentcooperativeconstructionandenhancestudentssenseoflearning
identity;MixedCollegeEnglishteachingshouldlayemphasisonproductiontorealizetheintegration
oflearningandapplication;CollegeEnglishteachersaresupposedtoestablishtheawarenessof
lifelonglearning,activelyparticipateinlearning,training,teachingandscientificresearch,andpromote
bothteachingandresearch.CollegeEnglishteachingshouldsticktoXiJinpingThoughton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meetchallengesfromthepandemicandimplementthe
fundamentaltaskofbuildingmoralityandcultivatingpeoplethroughtheseimprovementpaths.
Keywords:collegeEnglishteaching;selectivelearning;wholepersoneducation;classroomconstruction;
integrationoflearningandapplication;mutualpromotionofteachingan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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