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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导向法与整体教学理念在外语教学中的对比研究

孙业芳

广西财经学院 530000

摘要:本文深入对比研究了“产出导向法”（POA）与“整体教学理念”这两种外语教学理论的发展历程、理论依据、

核心理念及其教学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两者均强调“在做中学”的教学理念，但具体主张却存在显著差异，

如 POA 倡导的“学习中心”理念与整体教学理念的“全面发展”观点。在教学假设上，两者均强调“输入”与“输

出”的重要性，但具体表现方式各异（如 POA 的“学用一体”与整体教学理念的“整进整出”）。课堂教学流程上，

两者均以语言运用为基础，但存在方法上的差异（如 POA 的“创造性模仿”与整体教学理念的“意义建构”）。总之，

POA 与整体教学理念在教学理念、假设和流程上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异，各具特色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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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以下简称 POA）

文秋芳教授逐渐构建并丰富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

外语教学法——POA。这一教学法起始于文秋芳在 2008年

对英语专业技能课程的“输出驱动假设”的提出，并逐步

推广到整体的大学英语教育领域,并发展为“输出驱动-输

入促成假设”，最终确立为“产出导向法”。其核心假设包

括输出驱动、输入促成等，将教学流程分为驱动、促成、

评价三阶段，注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2 POA 理论体系的核心理念及教学启示

POA 教育理念框架涵盖三大要素，分别涵盖了教学指

导思想、教学预设以及以教师为核心的教学实施过程。在

此框架中，教学指导思想是课堂活动的导航与终极追求，

具体涵盖了“三核理论”，亦即“以学习为核心的理念”、

“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以及“全人教育理说”；教

学假设是课堂教学各个环节的理论依据，包括“输出驱动”、

“输入促进”、“选择学习”及“以学促评”；教学流程是

实现“教学理念”和检验“教学假设”的载体，同时也是

实现 POA 教学目标的步骤和手段（文秋芳，2017），分为

三个阶段，即，“驱动”“促成”和“评价”。

3 POA 理论体系的教学理念

3.1 学习中心说

“学习中心说”（文秋芳，2015）是 POA理论框架下

的核心理念，强调课堂教学的所有环节均需致力于促进

学习的有效进行，确保各类课堂互动均指向教学目标的

实现。

3.2 “学用一体说”

在 POA理论体系倡导的“学用一体说”中（文秋芳，

2017），“学”的概念涉及接收性学习，涵盖了聆听与阅

读的过程；“用”则代表表达性活动，包括口头表达、书

面撰写以及口语和书面翻译。这一理论强调教学过程中

输入与输出的有机整合，意味着学生在课堂上不仅要吸

收理论知识，还要将教材视为实践输出的工具，旨在提

升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遵

循“学用一体论”，课堂教学中的所有语言活动都与实际

应用紧密结合，实现“学”与“用”的无缝对接，将二

者融合为一。学生不仅仅是学习课文内容，而是利用课

文作为桥梁，学习如何用英语完成各种产出性任务。

3.3 全人教育说

“全人教育说”指出教学的对象是人，注重人的全

面发展，通过选择有意义的话题和任务，以及合作学习

和互评等方法，提高学生应用英语的综合能力。教师需

认真选择产出任务的话题，选择的产出任务话题要有意

义，使学生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文

秋芳，2015）。教师需巧妙设计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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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习者之间协同合作、学生互评等学习方法，从而使学

生提高应用英语综合能力。

4 POA 理论体系的教学假设及教学流程

POA 理论体系包括“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

性学习”为教学假说，并提出“驱动”、“促成”、“评价”

的教学流程（文秋芳 2015）。

POA 的教学流程肯定了语言运用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并将评价和教学有机融合，在“驱动”阶段，教师构建交

流任务的情境，学生着手尝试实现任务目标，在此过程中

认识到自己现有的能力与完成指定任务所必需的技能之

间的差距，进而唤起自我提升的内在动力；而在“内驱动

力”阶段，教师扮演引导者的角色，精心挑选学习资源，

辅助学生进行“有选择性的学习”，以填补能力上的不足；

“评价”环节则是对学生的成果进行评价，以此优化教学

手段（文秋芳，2014）（文秋芳，毕争，2020）。

5 对 POA 理论体系的研究反思

POA 理论体系的教学对象主要是接受正规教育的学生，

尤其是需要提高通用英语水平的学习者（文秋芳，2014）。

POA 强调“课堂教学的一切活动都要服务于有效学习的发

生”，注重教师在每个环节中的专业引领和指导作用，挑

战的了当时国内外流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教

学实践中，教师以单元为教学单位，以产出任务的完成为

教学目标；在“驱动—促成—评价环链循”中，教师在每

个教学环节里都承担专业引领和指导的作用；在课堂实施

中，明确的教学流程“三环节”操作程序对教学活动都有

具体活动描述；在教学材料的编写上，对教师的政治思想、

专业技术知识和组织协调能力有较高要求，尤其是在外语

专业素质方面。

6 整体外语教学理念

整体外语教学理念是韩宝成 2018 年提出的一种外语

教学观，起源于整体论。整体论是哲学家 Smuts（1926）

在《整体论与进化》一书中率先提出的，“整体是经过创

造性进化而形成的大于部分之和的实在”。在 20 世纪 70

年代，整体论观念渗透至教育界（参考韩宝成，2018a），

逐步催生了整体主义教育理念，该理念追求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升，注重实践体验式教学以及多种教育手段的融合

（韩宝成，2018a）。

7 整体外语教学理念的核心理念及教学流程

韩宝成提出，“掌握外语的起点在于实际应用感受”，

强调“以意义构建作为核心的综合性语言进步途径；提

倡以意义构建为主线，实施全面的教学活动”，“从而促

使学生在语言运用、思维方式以及综合能力等方面获得

全面提升”解释了整体外语教育理念的提出是源于整体

外语教学理念针对外语教育中的碎片化现象。（韩宝成，

2018a, 2018b; 韩宝成，梁海英，2021）。表 1所示为整

体外语教学理念的核心理念及教学流程的总体情况。
表 1整体外语教学理念的核心理念及教学流程

8 核心教学理念

全面外语教育理念涵盖“四观”，它们分别是宏观教

育目标论（韩宝成，2018b）、宏观教学内容论、宏观学

习过程论以及宏观教育方法论（韩宝成，2018a）。这一

理念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应将语言知识的传播与人文修

养的提升有机结合，旨在促进学生的全方位成长。关于

教学内容的选择，宏观内容论主张必须全局观：着眼于

学生全方位的成长需求，融合语言教学要点，精心挑选

那些能够深刻激发思维、丰富知识储备、提高个人修养

的教学材料。在教学外语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学生

的学习感受，致力于打造贴近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以

确保学生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将所学应用于实际，实现自

我进步。整体教学观包括整体输入、整体互动和整体输

出三个方面（韩宝成，2018b）：在整体输入层面，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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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整篇章为核心进行信息吸收，且所吸收内容应为原汁

原味的语言素材，以扩大学生原语言阅读的广度；在整体

互动方面，提倡课堂内的深入交流与课后的适度互动相结

合，全方位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文化修养；至于整

体输出方面，则着重于通过外语进行总结、解析、评价等

认知技能的培育。整体外语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在语言

能力、心智水平和人文素养等方面得到整合性发展，理论

基础为全人教育观，强调通过互动体验和“整进整出”的

方式习得语言（韩宝成，2018a,2018b;韩宝成，梁海英，

2019）。

9 整体外语教学流程

在整体外语教学的整体框架中，依托于各类语言篇章

的特点，教学过程被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理解语义的阶

段、交流互动的阶段以及表达思想的阶段（韩宝成，梁海

英，2019）。在教学的起始阶段，即“理解语义活动”，教

师会利用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其特点展现了特定语类的风

貌，通过探讨篇章的文化背景、中心议题及语类特性，引

导学生进行多角度的语义理解练习。这一步骤旨在帮助学

生领会作者在特定语境中运用语言的交际意图、经历的创

作过程以及选择的语言表达手法，从而让学生能够全面把

握篇章意义的构建过程，并对主题内容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韩宝成，梁海英，2019; 秦秀白，2000）在外语教学的

整体过程中，第二个环节被称为“意义互动环节”，它依

据具体文本的语体特征，立足于学生的实际水平，设计出

具有针对性的互动交流场景，实现师生之间的全面互动，

进而共同构建新的文本内容，以此探索“综合表达”的途

径。至于外语教学流程的第三阶段，即“表达实践环节”，

主要是学生自主完成整个语篇的创作，也就是所谓的“综

合表达”。此次活动分为两大步骤：第一步为“创作启动

环节”，第二步是“作品展示环节”。“创作启动”指的是

在先前活动的基础上，学生着手独立创作全新的文本。至

于“作品展示环节”，则是在草稿完成之际，通过同伴评

审的方式，学生两两配对，互相展示自己的创作，并为对

方的作品提供反馈和建议，进而各自对作品进行修订和优

化（韩宝成，梁海英，2019）。这些合作学习活动不仅帮

助学生通过全面互动的体验深化对所学文本内容的理解，

掌握语言表达的得体技巧，而且还助力于学生综合素质的

提升，并为教师实施高效的课堂教学提供了实用的教学

策略指引。

10 总结

10.1 对整体外语教学理念的研究反思

韩宝成所倡导的整体外语教学理念法，是对我国长

期以来所采用的分割式、离散型、单一化的外语教学模

式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反思后提出的一种全新对立性

教学观念。整体外语教学流程是一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整体外语教学模式，其以语类为依托、以意义建构为

目标，这就要求教师需要掌握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类理

论的一些基本知识，有能力搭建整体语篇的课堂教学脚

手架，包括知识支持架、心理支持架、氛围支持架等。

笔者认为，在整体外语教学流程中，教师应充分把

握学生学习规律，注意教学活动不宜过多、过杂，学习

任务少而精，要给学生充分的学习时间，并促进学生间

相互协同合作的关系，让学生得到充分的思考、交流、

试错和修订的机会。

10.2 两种外语教学理念的比较研究述评

以下从教学理念、假设和流程三个方向对“产出导

向法”和“整体外语教学”进行了比较，总体情况见表 2

所示。

表 2产出导向法和整体外语教学在教学理念、假设和流程上的比较

层次

对比

相似
差异

产出导向法 整体外语教学

教学理念 “在做中学” 学习中心 全面发展

教学假设
注重“输入”与“输

出”的作用
学用一体 “整进整出”

教学流程
课堂教学强调与语

言应用为基础
以评为学 意义建构

表 2 从教学理念、假设和流程三个维度对“产出导

向法”与“整体外语教学”进行了详细比较。如表 2 所

示，尽管两种外语教学理论均强调“在做中学”的教学

理念，但它们却分别采取了“有效促学”、“学习中心”

以及“全面发展”等不同主张；在教学假设方面，两者

都重视“输出”与“输入”的作用，但分别表现为“以

续促学”、“学用一体”与“整进整出”的差异；至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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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流程，两者均将语言运用作为教学活动的基础，但实际

操作中却存在“创造性模仿”、“以评为学”及“意义建构”

的不同侧重。

参考文献

[1]Krashen,S.(1985).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New York Longman.

[2]Long,M.(1983). Native speaker/non-native spea

ker conversa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comprehe

nsible input. Applied Linguistics,4(2),126-141.

[3]Smuts, J. C. (1926). Holism and evolution. Ri

pol Classic.

[4]Swain, M. (1985).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

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

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In S. Gass & C. M

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

on (pp. 235–253). Newbury House.

[5]韩宝成.(2018a).整体外语教学的理念.收藏,4,584-

596.

[6]韩宝成.(2018b).整体外语教育及其核心理念.外语

教学,(2),52-56.

[7]韩宝成，梁海英.(2019).整体外语教学的实施路径.

外语教学与研究,51(4), 583-595.

[8]韩宝成，梁海英.(2021).整体外语教学中的意义协

商活动.外语教学与研究,53(1),102-112.

[9]秦秀白.(2000).体裁教学法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

(1),42-46.

[10]文秋芳.(2008).输出驱动假设与英语专业技能课

程改革.外语界,(2),2-9.

[11]文秋芳.(2013).输出驱动假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的应用:思考与建议.外语界,(6), 14-22.

文秋芳.(2014)."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构建大学

外语课堂教学理论的尝试.外语教育研究前沿,7(2),3-

12.

[[12]文秋芳.(2015).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外

语教学与研究,(4),547-558.

[13]文秋芳.(2017)."产出导向法"的中国特色. 现代

外语,40(3),348-358.

[14]文秋芳.(2018).POA与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

学,(3),387-400.

[15]文秋芳，毕争.(2020).产出导向法与任务教学法的

异同评述.外语教学,41(04),41-46.


	产出导向法与整体教学理念在外语教学中的对比研究孙业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