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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產出導向法的大學英語課程
思政混合式教學實踐研究

陳倩倩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摘　 要：大學英語課程作為高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是課程思政實施的重要陣地。 大學英語教學

應圍繞“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發揮其育人作用。 “產出導向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外語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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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本文從產出導向法理念與課程思政的高度契合性出發，采用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模式，探討

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實踐。 產出導向法理論指導下的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能有效實現全程

全方位育人目標，培養學生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文化的能力。 認識中西文化差異能夠使學生

樹立中西文明互鑒意識。
關鍵詞：產出導向法；課程思政；混合式；中國文化

引言

高校課程思政是高校加強人才培養的重要舉措。 ２０１６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中發表重要講話，提出要將立德樹人作為高校的立身之本。①為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印

發的《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 （以下簡稱《綱要》）中指出，“各類課程與思政課程同向同行，將顯

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構建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②

大學英語課程作為高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學生在接觸大

量的英文材料的同時，也需面對國外複雜多元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世界多元文化輸入過程中的跨文化比

較與思辨為外語課程思政教學打開了新的視角。 如何通過語言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取向的鑒別，從而進行

有效的價值觀引導，是大學英語教學的責任和使命。 大學英語作為課程思政的重要陣地，應幫助學生樹立

正確的價值觀，堅定中國立場，辯證地認識和評價外來文化。③根據最新版的《大學英語教學指南》（以下簡稱

《指南》），大學英語應注重課程思政教學，圍繞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學內

容，培養學生中國文化理解能力和傳播意識，同時加強中外文化異同的認識，培養學生家國情懷和融通中西

的能力。④

一、 大學英語課程思政研究現狀

目前國內學者對大學英語課程思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層面。 劉建達構建了基於課程思政的大學

外語課程改革 ＢＩＰＡ 模型，建設大學外語課程思政教學體系。⑤孫有中⑥，劉正光，嶽曼曼⑦等從教材建設方面

探討外語課程思政教材設計的原則與方法，推動教學理念與教學路徑的更新。 蔡基剛展開對大學英語課程

思政實施路徑的探討。⑧文秋芳提出外語課程思政的實施框架，為外語課程思政教學提供了具體的操作建

議。⑨以上研究構建了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的實施框架與實施路徑，從理念轉變，教材建設，教學方法更新

等方面為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的開展指明了方向。
在具體的教學實施層面，嶽曼曼，劉正光闡述了混合式教學與“立德樹人”課程思政的高度契合性，充分

論證了混合式教學能更好地實現課程思政隱性教學目標。⑩楊婧在現有教材的基礎上，著重探討大學英語思

政教學的具體實施方案。總體看來，目前的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研究依然大體基於宏觀的角度，少有具

體教學理念和方法指導下的課堂教學實踐系統研究和具體操作方案。 因此，本文嘗試從教學實踐出發，以
產出導向法為理論支撐，探討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的實踐方案。

二、 ＰＯＡ 理論與大學英語課程思政的契合性

產出導向法（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ＯＡ）是文秋芳教授團隊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外語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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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創新成果，對中國外語教育改革具有深遠的影響。 ＰＯＡ 理論體系涵蓋教學理念，教學假設和教學流程三

大部分。
教學理念中的“學習中心說”強調課堂教學活動必須促成有效學習的發生，換言之，教師在教學環節的

設計過程中應考慮學生能學到什麼。 “學用一體說”針對的是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中長期以來的“學用分離”
現象，提倡輸入性學習與產出性成果的緊密結合，主張邊學邊用。學習中心說和學用一體說與課程思政立

德樹人的育人目標高度契合，在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充分挖掘每單元的思政元素，使學生

將獲得的接受性知識轉化為產出能力。 在學用結合的課堂活動中，著重關注學生是否達到設定的育人目

標，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使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文化交流說”是教學內容選擇的依據，主張文化交流互鑒，強調不同國家與民族互相尊重彼此文化，加

強交流，平等對話。該理念與大學英語課程思政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不謀而合。 根據《綱要》 和《指南》
（２０２０）中對於課程思政的要求，要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引導學生深刻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服
務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實現中外文明交流互鑒。 “關鍵能力說”的前身是“全人教育說”。 經過調整後的“關

鍵能力說”包括語言、學習、思辨、文化、創新和合作六種關鍵能力，旨在更好地貫徹立德樹人的任務，實現全

程全方位育人目標。
綜上所述，產出導向法的理念與大學英語課程思政的要求和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高度一致，這表明將

產出導向法理論運用於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的實踐具有可行性。 鑒於此，本文以產出導向法為理論指

導，以《新目標大學英語》為例，運用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探討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實踐。

三、 基於產出導向法的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設計

產出導向法的教學流程包括由驅動—促成—評價組成的若幹循環鏈。 教學實踐以單元為教學單位，采
用平行推進式，一個單元設計一個大產出目標，然後將其分解為若幹個小產出目標，有前後邏輯關系但又各

自相對獨立的小產出目標可形成完整的“驅動—促成—評價”循環。筆者選取了《新目標大學英語》第二冊

第一單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為例進行教學設計和實踐。 根據 ＰＯＡ 教學流程，筆者借

助“雲班課”平臺構建了基於產出導向法的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混合式教學框架，如圖 １ 所示。
由於筆者所在的學校是一所外國語學院，因此大學英語課程課時相對充裕，周課時為 ４，每單元安排 ８

課時，為充分展開 ＰＯＡ 教學活動提供了課時保障。 筆者進行了為期兩周的教學實驗，對象為金融學院投資

學專業一年級學生，並於結束時在雲班課搜集學生對於本次教學實驗的反饋。

圖 １　 基於產出導向法的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混合式教學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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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總目標

該單元的主題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本次教學實踐主要選取了儒家思想這一主題作為案例，以中國傳

統文化為思政切入點展開教學活動。 本單元語言目標為：（１） 能用英語闡述儒家思想內涵和重要觀點；（２）
能運用擴展定義寫作的方法闡述定義，掌握對比與比較的方法。 育人目標為：（１） 學生通過學習和產出，能
用英語闡述儒家重要思想，講好中國故事，樹立文化自信；（２） 通過學習，樹立不同文化之間平等交流，文明

互鑒的意識。

（二） 教學設計

本單元總產出任務為：假如你是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請你在學校中西文化交流論壇上發帖，題為儒

家思想與中西文化平等對話。 筆者將總產出任務分為兩個子任務（圖 ２）。

圖 ２　 促成活動設計

子任務一：儒家思想為其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帶來的啟示；子任務二：多元文化背景下應持有什麼樣的

文化觀？ 如何理性對待文化多樣性？ 兩個大的產出子任務各自形成驅動—促成—評價的循環，最終實現大

的產出目標。 任務分解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教師的中介作用，為學生搭建縱向“腳手架”。 任務是否進一

步分解，取決於學生水平。 如學生還有難度，則應進一步分解。鑒於學生基礎相對薄弱，在實際教學過程中

筆者進一步將子任務一分解為：（１） 美國人眼中的儒學及其背後的儒家思想精髓；（２） 你認為這些儒家思想

給其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什麼樣的啟示？ 子任務二可進一步分解為：（１） 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和

西方文化之間在價值觀上存在的差異（以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為視角）；（２） 儒家思想為多元文化視角下理

性對待文化差異帶來的啟示。

（三） 教學流程

１． 子任務一：儒家思想為其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帶來的啟示。
驅動

驅動環節通過教師設計具有潛在交際價值的任務，使學生在產出的過程中意識到困難和不足，從而調

動學習積極性。 筆者先向學生呈現交際場景（線上雲班課呈現）：你的美國朋友發郵件給你表示對儒家思想

很感興趣，想跟你探討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思想給美國和其它文化背景的人帶來的啟示。 請學生嘗試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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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報告的形式給美國朋友回一封郵件，上傳雲班課平臺，並就產出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請學生在線上進

行討論，師生共同發現了產出過程中暴露的問題：（１） 學生對儒家思想缺乏了解。 （２） 學生不知道如何用英

文闡述儒家相關思想。 以此促使學生產生“饑餓感”，激發學習欲望，即文秋芳 ＰＯＡ 理論強調的輸出驅動假

設。 之後筆者闡述教學目標和產出任務。
促成

促成環節幫助學生“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有針對性地為學生產出提供腳手架。 文秋芳指出，促成環節

既包括輸入也包括輸出，二者不進行明確區分，促成活動應體現“學用一體”的理念。 根據“輸入促成假設”，
輸入要為明確的產出目標服務。 教師應根據產出需要，從輸入材料中挑出有利於產出的部分，供學生選擇

性學習。 促成環節應至少包括內容、語言和話語結構三方面。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闡述內容和話語結

構兩方面的促成活動。
子任務一的輸入材料由課文 Ｔｅｘｔ Ａ 和補充材料組成。 筆者於課前先將補充材料發布在雲班課平臺，供

學生課前自主學習。 課文主要講美國人如何理解儒家思想精髓，學生通過閱讀課文，完成課後第一部分練

習。 該部分練習以概念圖的形式概括了美國人眼中的儒家思想核心要素。 概念圖的優勢在於給學生提供

一個框架，以便快速把握文章的結構，使輸入學習有利於輸出。 通過關鍵詞 （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ｈａｒ⁃
ｍｏｎｙ） 引伸出美國人對於儒學的關注點：仁、和。 教學活動設計圍繞美國人對於儒學的關注點和背後的儒家

思想精髓以及對其它文化的啟示展開。 接著教師請學生快速閱讀文章 ２－４ 段並討論：為什麼作者認為儒家

思想不是宗教？ 儒家思想和宗教的區別是什麼？ 你認為儒家思想是宗教嗎？ 學生小組討論快速找出文章

中相應的信息。 在此過程中學生發現課文所涉相關內容並不足以支撐更深層次的討論。 此時筆者適時引

入補充材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該文章選自葉朗《中國文化讀本》。 同時，筆者向學生

介紹本單元的閱讀和寫作重點，即對複雜概念和定義的理解和對於定義的擴展寫作，寫作技能是閱讀技能

的延伸。 學生小組討論找出儒家關於“天”的思想相應詞句和表達，並通過頭腦風暴提煉要點，繪制思維導

圖，最後根據思維導圖總結出定義擴展段落的寫作要點，教師在此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提供相應的幫助。 本

環節的輸出練習為根據思維導圖和寫作要點複述並嘗試產出：什麼是孔子關於天的思想？ 你認為儒家思想

中關於天的理念給人們什麼樣的啟示？
接著學生找出儒家關於“仁”的思想要點，依舊采用提煉重點繪制思維導圖的方法，總結定義寫作要點

並派小組代表複述。 需要強調的是，在此環節，筆者根據各小組學生基礎不同，嘗試選擇性給予協助。 比

如，基礎相對較好的小組少給腳手架，而對於基礎薄弱的同學多給予幫助，或者請組內基礎較好的學生為基

礎相對薄弱的學生提供腳手架，如此既能使弱生得到相應的幫助使之順利產出，又能激發強生的學習積極

性和自信心。 接下來，教師請學生討論儒家的“天”與“仁”之間的關系，引導學生闡述天道自然是人倫道德

的基礎，天地為人與萬物之父母引伸出儒家“仁民而愛物”的普世道德。此部分的課後產出任務為儒家思想

中的“天”與“仁”的內涵及其對其它文化背景的人的啟示，要求學生以書面報告的形式上傳到雲班課。
學生在兩輪產出之後，已基本掌握了對於定義的擴展寫作。 下一步，筆者請學生例舉出儒家思想中關

於“和”的名句及其英文翻譯（雲班課課前完成）。 並進一步引導學生歸納討論“天人合一”；“禮之用，和為

貴”；“家和萬事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名句從哪些角度闡述了“和”的內涵。 學生以小組為

單位討論並派代表匯報總結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 值得注意的

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強調如何對待文化差異，為子任務二做了鋪墊。 接著結合課文練習 ２Ｂ 部分，以圖表的

形式挖掘美國人從不同角度出發理解的“和”，並討論：你認為儒家“和”文化給人們什麼樣的啟示？ 本環節

產出練習為運用定義擴展寫作的方法談談對於“和”的理解。 子任務一的最終產出活動要求學生結合以上

所學儒家思想的觀點，以及課文中美國人對於儒學的看法，以小組為單位進行采訪，一人扮演美國學生 ｉ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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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ｅｒ，另外幾人扮演中國學生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ｅ，為了降低任務難度，小組中每一位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ｅ 認領一個儒家思想

及其啟示，最後錄制視頻上傳到雲班課。
子任務一實現了三步走，遵循 ＰＯＡ“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和創造”的認知規律。首先教師帶領學

生通過閱讀材料掌握理解複雜概念的方法和定義擴展段落寫作技巧，此為記憶、理解階段；產出練習要求闡

述對於“和”的理解，此為應用，分析階段，整個過程符合 ＰＯＡ 促成漸進性的原則。
子任務二： 多元文化背景下應持有什麼樣的文化觀？ 如何理性對待文化多樣性？

驅動

子任務二呈現的情景為：武漢疫情爆發初期，外媒質疑中國的封鎖隔離政策侵犯了人權和自由（圖片呈

現），你怎麼認為？ 學生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討論：（１） 為什麼會導致這種沖突和誤解？ 中西文化在價值

觀上有何差異？ （２） 儒家思想為多元文化視角下理性對待文化差異帶來的啟示。 學生仍然通過雲班課嘗試

產出，並討論產出困難，教師點評。
促成

促成部分的輸入材料為筆者選自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文章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ｋｅ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材料提前發布於雲班課供學生自主學習）。 課堂活動第一步，根據文章內容兩人一組結對討論：
（１） Ｗｈｙ ｄ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ｆｅｌｌｏ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ｍｅｎ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ｄｏｕｂｔｆｕｌ ａｂｏｕ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２） Ｗｈａｔ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通過討論得出中西文化體現出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差異。 因此該部分的話語結構促

成是通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的方法對比兩種價值觀的差異。 第二步，教師在講解對比和比較的方法以及

相關知識的基礎上，協助學生運用對比和比較的方法完成圖表練習，比較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差異，總結

文章運用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ｂｙ－ｓｕｂｊｅｃｔ 的比較方法。 該練習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快速概括歸納文章中有利於產出的

信息，進行選擇性學習。
第三步，集體主義如何體現在中國人民抗疫鬥爭中（課前雲班課發布視頻：Ｔｈｅ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 ｉｎ

Ｗｕｈａｎ），通過頭腦風暴全班討論出提示詞（全國一盤棋、醫護人員、志願者、解放軍、社區工作者、武漢及全國

人民等）並由此小組討論發散思維，最後小組選派代表匯報，教師通過教學課件呈現疫情初期中國人抗疫表

現以完善補充學生的觀點。 接下來用同樣的方法討論疫情下個人主義的體現，進一步引導學生探討西方媒

體及民眾強調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如何體現在抗疫過程中。 本環節的課外輸出活動為：用比較的方法分析集

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兩種價值觀為主導的文化背景下中國和西方在抗疫過程中的表現。 第四步，鑒於

外媒對中國疫情隔離管控政策的質疑，你的看法如何？ 你認為集體主義在中國抗疫鬥爭中體現出什麼樣的

優勢和有效性？ 該環節筆者提供了英國學者 Ｊｏｈｎ Ｒｏｓｓ 的采訪視頻，采訪中 Ｊｏｈｎ Ｒｏｓｓ 表達了其對於中國抗

疫的肯定和對西方人權的質疑。 考慮到學生基礎，除視頻外配上文字。 教師引導學生根據采訪的技巧，聚
焦問題和回答。 教師引導學生關注中國抗疫的積極成效，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優越性，展現

出中國人民崇尚集體主義和家國情懷的中國精神。 本環節輸出練習為角色扮演： 小組為單位分別扮演外國

記者和中國受訪者，每一個受訪者負責一個問題，之後小組成員角色互換。
第五步，你認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應如何理性對待文化差異？ 儒家思想為多元文化背景下理性對待文

化差異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該步驟中筆者以抽查的形式請學生先口頭複述子任務一中“和而不同”的理念，
接下來提供的材料為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 對文中具體措施和建議采用配對

歸類的方法加深對有用信息的理解。 最後小組討論並產出：在和而不同理念指導下的多元文化觀中，什麼

是“和”（保留自己的優秀文明傳統），什麼是“不同”（兼收並蓄，容納不同文明的存在）？ 你認為應如何對待

中國傳統文化？ 如何實現不同文明平等對話？ 子任務二課後產出活動為演講，中西文化差異與多元文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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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該部分產出的目的是使學生意識到中國文化“和而不同”體現出的強大包容性，及當今世界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迫切需求，培養學生思辨能力。 最終學生完成大產出任務。
整個促成環節設計遵循文秋芳教授提出的精准性、多樣性和漸進性。促成活動高度匹配產出目標，輸

入活動涵蓋文本閱讀和視頻觀看學習，輸出活動包括口頭產出和書面報告。 交際形式分為訪談，討論，演講

等。 此外，課堂活動實現了個人活動，兩人結對，小組活動和全班討論等多種形式。 就漸進性而言，促成活

動體現了從接受性技能到產出型技能的轉變過程，遵循 ＰＯＡ 認知規律。

（四） 師生合作評價

產出導向法主張師生合作評價（ＴＳＣＡ）。 在教師的專業引領下，學生邊評邊學，評學結合。 評價包括即

時評價和延時評價。 本文即時評價體現在每一個子任務的小任務環節，隨時對學生產出進行評價。 延時評

價包括對學生課後完成的產出任務進行評價。 此處主要闡述延時評價。 依據文秋芳 ＴＳＣＡ 評價步驟，以最

終的總產出任務為例，筆者於課前從雲班課上傳的學生產出報告中選出典型樣本。 為保證樣本的可改，可
評性，該樣本處於中等質量水平。 從教學目標出發，內容，語言，和話語結構三方面制定評價標准和步驟。
課堂上，學生根據評價標准和重點，對典型樣本進行獨立評價，小組討論，到大班討論。 最後學生將自評和

互評修改後的終稿提交批改網進行機器評分。 師生合作評價能為學生提供專業精准的指導，使學生課後自

評和互評更有方向和針對性。

四、 教學反思與結語

通過兩周的教學實踐，筆者發現產出導向法指導下的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教學效果相較於傳統課堂具有

明顯優勢。 首先，學生學習積極性顯著提高，之後雲班課的學生反饋表明以產出為導向的學習使得學生“願

意學”，比傳統課堂“學習目的更明確”，“學習過程中收獲很多”。 其次，育人目標達成更為有效。 學生通過

輸入性學習和產出任務的完成，特別是通過循序漸進的子任務，理解並學會用英語闡述中國優秀儒家文化，
講好中國故事，潛移默化中樹立文化自信，並“加深對中西文化差異的認識”，“學會尊重不同的文化”，實現

文明互鑒。 第三，產出為導向的學習使得學生有更多語言運用的機會，教師的中介作用也提高了學生的產

出質量，真正實現了“有效學習”。
同時，由於教學時間和學生語言水平的限制，子任務中的一些教學環節設計還有待改進。 部分基礎薄

弱學生反饋“有些力不從心”，因此教師應根據學生的語言水平適時調整腳手架使用策略，幫助學生增強自

信心，更好地完成產出任務。 此外，由於課堂教學時間受限，驅動和部分評價環節在雲班課上完成，加上課

後小產出任務過多使得學生反映“負擔重”、“占用太多課外時間”。 鑒於此，教師在活動設計和課後任務布

置中應適當考慮學生的主觀想法。
筆者以產出導向法為指導的大學英語課程思政混合式教學研究，是對大學英語更好實現立德樹人根本

任務的初步探究。 課堂實踐證明產出導向法能有效達成育人效果，滿足大學英語工具性與人文性的雙重目

標。 但同時由於時間和筆者水平的限制，該研究尚有很多不足之處，基於產出導向法的課程思政研究也需

要更多的實踐以證實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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