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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出导向法”作为中国本土教学法理论，近年来在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中成效显著；德国的柏林教学

模式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其所强调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人类心理学因素被广泛应用到教学活动中。该

研究以二者为理论基础，构建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混合教学模式并进行大学综合德语课程教学实践，

通过课堂观察、问卷调查及教学反思的形式来检验其在大学德语教学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发现，

该教学模式能够适用于大学综合德语课程，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

习自主性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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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 as an indigenous Chinese pedagogical theory, has been 
a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Mean-
while, the German the Berlin Model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since its inception, with its em-
phasis on socio-cultural and human psychological factors being widely applied to teaching activi-
ties. Based on both approaches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develops a hybrid teaching model of Pro-
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and the Berlin Model, which is then use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an 
Integrated University German cours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is approach in German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are tested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s, questionnaires, and ref-
lections. It is proven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suitable for the Integrated University German course 
and highly appreciated by student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motivating students and increasing 
learner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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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出导向法”是外语教育专家文秋芳研发的一种外语课堂教学理论，近年来许多教师围绕产出导

向法进行教学研究，从多个维度入手将其应用于大学英语课堂[1] [2] [3] [4]，证实了其在大学英语课堂教

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文秋芳创建产出导向法的初衷主要在于改善大学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5] [6]，其

后的学者也多将其研究重点置于英语课堂教学之上，对于其他非通用语种的教学，特别是德语教学，则

鲜有关注。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文章数量来看，截止到 2022 年 4 月，探讨产出导向法在德语教学中应

用的论文仅有两篇[7] [8]，且二者均是以该理论为蓝本进行的课堂活动设计，并未付诸实践，因此，产出

导向法在大学德语课堂的教学成果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 
怎样将产出导向法融入到大学德语课堂教学之中，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会出现怎样的问题或矛盾，怎

样解决这些问题以改进大学德语课堂教学，这些都亟待检验。鉴于此，笔者尝试将产出导向法应用于大

学综合德语课堂，并且融入德国本土的教学法理论——柏林教学模式，构建适合大学德语教学的新模式

——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混合教学模式并进行教学实践，通过学生对这一教学理论的反馈及笔者的

反思、启示和建议来剖析该模式的有效性。 

2. 理论基础 

2.1. 产出导向法 

产出导向法是文秋芳教授为解决我国传统外语教学“学用分离”、“重输入、轻输出”等问题而构

建的新型外语教学理论，其三个核心环节为“驱动”、“促成”和“评价”[9]。该理论强调“学用一体”

的理念，注重“学”与“用”的良好衔接。教师在驱动环节，设计合适而真实的交际场景，使学生产生

学习兴趣与求知欲望；在促成环节，教师从语言、内容和结构方面输入有价值的材料，推动学生完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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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务；在评价环节，教师建立多方面、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对学生做出即时和延时评价。三个环节环

环相扣，既符合“学用结合”的理念，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2.2. 柏林教学模式及其优势 

柏林教学模式强调学习者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并提出了两大条件和四大因素，两个条件即学习者所

拥有的人类心理学和社会文化条件；四个因素即教学意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人类心理

学条件涉及教学活动双方，包括学生的自身条件(如社会化经验、个性需求、生活环境、学习动机、学习

习惯、就业前景)和学生的兴趣追求等；社会文化条件指教学的环境因素，如学校、家庭和社会等[10]。
这两大条件被称为“条件范畴因素”(Bedingungsfelder)。在柏林模式中，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形成了

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见图 1)。根据柏林教学模式，德语教学应充分考虑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和人类学心

理条件，从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出发来设计、决定教学活动。 
 

 
Figure 1. The structure chart of Berlin Model 
图 1. 柏林模式结构图 

 
产出导向法理论从 2008 年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

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首先，在传统教学法的长期影响下，学生依赖课堂、依赖教师进行学习的模

式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改变，如若贸然应用产出导向法而不做具体调整，学生会难以适应新

的课堂模式，甚至会出现排斥心理；其次，由于地区、学校、老师之间教学水平、教学方式之间的差异

以及学生自身的心理因素变化，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以及学习效果难免会出现差

异，而产出导向法理论并未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

外，产出导向法本身被更多地应用在大学英语课堂之中，教学对象一般具备良好的语言基础和听、说、

读、写能力，其教学方法未必完全适合基础薄弱甚至零基础的低年级非通用语种学生，再加上德语语言

本身的复杂性与难度(如德语中名词的性、数、格的变化，动词的变位，形容词词尾变化和句框结构等)
使得学习者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来完成产出任务，因此产出导向法在实施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因时而变、因

人而变、因事而变，而柏林教学模式中对于“人类心理学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的考察恰恰可以弥

补这一缺憾，实现教学安排与课程设置的动态发展。本文将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模式的优势相结合，

构建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混合教学模式并进行教学实践，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考虑学生

的人类心理学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度，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提升其主观能动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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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的混合教学模式构建 

笔者结合当下基础阶段德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利用和把握教学双方已有的客观条件，试构建德语教

学新模式——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混合教学模式，除了在课堂设计中采用产出导向法三个基本环节，

即驱动–促成–评价外，该模式还遵循“注重条件范畴因素考察”和“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两大原

则，见图 2。 
 

 
Figure 2. The framework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and Berlin Model 
图 2. 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混合教学模式构建框架 

3.1. 注重条件范畴因素考察 

柏林教学法指出教师应当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习惯等特点的情况下进行教

学设计和实践，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内驱力，完成和实现有趣、有益和有效的课堂教学。因此，本

文将对条件范畴因素的考察置于突出地位和首要环节。 
由于综合德语课程在基础阶段具有学分多、课时量大的特点，教师一般会承担一学年的课程，且班

级形式多为小班制，学生人数固定，因此教师有充足的时间通过观察、考察、分析等活动来了解学生。

在具体操作层面，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定期与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和交流等形式获得学生的

学习状态及思想动态，注重调查结果的归纳和总结；另一方面，学生的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也是了

解学生的重要渠道，是反映学生各因素变化的晴雨表，教师不应简单地将其看作为评定期末成绩的依据，

而应通过观察、评定学生在完成听、说、读、写、译不同任务中的不同表现，把握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

习趣向。此外，在社会文化层面，教师应紧跟时代特征、密切关注社会变化，例如在疫情期间要适应依

赖于电脑设备的线上教学模式，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高效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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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前文提到，柏林教学法要求教学活动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要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POA
理论则提出了“学习中心说”，主张课堂教学的一切活动都要服务于有效学习的发生[9]，有效学习的前

提则是学生自身能否拥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在具体操作层面，一方面教师应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愿望，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教师应通过考试、小测等手段向学生施

加一定的压力，激发学生的外在动机。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则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驱动环节创设真实情境。产出导向法将驱动置于教学流程的开端，包括 3 个环节：教师呈现交际场

景；学生尝试产出；教师说明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9]。文秋芳教授强调，在呈现交际场景这一环节中教

师要保证场景的真实性，可以是学生已经亲身经历过的场景，也可以是他们在未来学习和工作中会讨论

的话题。在传统教学中，经常会出现非真实的交际场景，例如有的教师在组织对话练习时，会指着桌子

问道：“Was ist das?”学生回答：“Das istein Tisch.”这种机械、呆板的练习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聊；

此外，抽象的课本知识与过时的话题使得学生难以理解，这都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学生无法产

生强烈的学习欲望，这就需要教师创设贴近生活的情景，将单调的课本知识寓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

教师或从学生周围的事物出发，或模拟学生未来的学习、工作能够应用的情景，来引导学生完成产出

任务。 
促成环节注重多元输入。产出导向法理论强调在促成阶段教师应提供必要而恰当的输入材料，这些

材料应起到“专家引领”的作用，从而有效拓展学生现有的知识与语言体系，将产出水平推向一个新高

度[9]。课堂中的输入材料不单单局限于言语、文字形式，还应重视其他模态(如视频、音乐等)和多种媒

体的使用，从而使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在提升学生课堂注意力、激发学习主动性的同时，促进学

生外语实际应用能力的提高。此外，教师应设计多类型、多形式的产出任务，口语产出形式不拘囿于情

景式对话，还可采用角色扮演、互动游戏、评说辩论等形式，通过多种渠道对学生进行口语训练。 
评价环节重视全面性与发展性。产出导向法要求教师针对学生的产出成果做出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

[9]。一方面教师通过评价能够掌控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教学目标的完成情况，发现教学问题并作调整；另

一方面学生也能够通过评价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增强学习动力。在评价环节，教师除了要采用多元

评价方式，如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师生合作评价等[11]，还应重视评价的全面性与发展性，

对学生个人的学习态度、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时间管理与安排能力、合作与组织能力等多方

面作整体考察与评价，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长远发展为目标，做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以评促发展。 

4. 基于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的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与评估 

4.1. 教学活动中的“条件范畴因素”考察 

为考察教学活动中“条件范畴因素”并以此为参考设计教学方案，笔者在教学活动实施之前设计并

发放了相关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到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自主性以及以往的学习模式和学习习

惯的考察，问卷结果体现了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在学习习惯方面，多数学生在实际德语学习中重单词、语法，轻口语、写作，即重输入，轻

输出。问卷中有近 90%同学认为，口语表达在德语学习当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在实际学习过程中，没

有同学会主动与同伴进行口语练习；他们会在课下主动地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但重点都集中在对

单词练习题，以及语法的学习上，投入在口语练习的时间寥寥可数。这一问题背后深层原因为：首先，

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中重输入、轻输出，学生在初高中阶段的外语教学侧重以应试为目的单词、语法的

学习，口语练习少，学生没有养成多练习口语的习惯；此外，学生的内在心理因素表现为因害怕说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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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而丢脸的避免策略和因追求短期的自我成就感而逃避见效慢的口语练习。对此，教师应通过在课堂

上布置产出任务以及课下布置作业等形式适当增加学生压力，以此来驱动学生增加口语产出，注重听、

说、读、写整体化和一体化教学，不能将四项教学活动割裂进行，在评价环节多采取鼓励式方法，消退

学生因害怕出错而出现的羞愧心理。 
第二，在学习的主动性方面，学生在德语学习中缺乏积极性，需要教师的督促与监管，相当一部分

学生缺乏浓厚的德语学习兴趣。问卷显示 95%的学生认为线上授课时的学习效果远不如线下，这是因为

线下授课中在老师的监督下，学生注意力更为集中，不容易走神；还有 75%的学生表示后悔选择德语专

业。深刻剖析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于，在初高中阶段的教育模式中，教师时刻

监督学生的学习，从而使学生对老师产生依赖性，这不利于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培养与自控力的提高。其

次，与其他专业相比，德语专业在就业市场上并不能称为优势专业，此外近年来受疫情及国际形势的影

响，中国对外交流相对减少，使得德语专业未来就业形势更为严峻，这造成学生对未来就业前景及前途

产生迷茫与焦虑，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学生德语学习的自信心致使其德语学习动力不足。对此，教师应通

过丰富、有趣的课堂形式和学生感兴趣的主题来增强学生学习德语的热情和动力，即在驱动环节创设真

实情境，在促成环节注重多元输入。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正确发挥其主导作用，既不能“填鸭式”、

“灌输式”教学，又不能完全放任自流，应充当学生学习的“脚手架”，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适

当给予一定的压力，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第三，在学生的个别差异方面，学生之中德语水平的参差会对其他学生的德语学习产生重要影响。

本次的教学对象中有三名同学在初高中阶段有着六年的德语学习经历，与其他在入学时德语处于零基础

水平的同学相比，这三名学生在课堂参与中较为积极，尤其是在口语练习中表现十分突出。而在调查该

学生群体各个阶段的平时作业与期末成绩时，笔者发现与高起点学生联系较为密切的学生(如舍友)会受其

影响在德语学习中更为积极主动。对此，教师应注意班级中学生的水平高低的差异，积极发挥高水平学

生的积极影响力，例如以固定学习小组方式让优秀学生带动其他学生。此外，教师应兼顾高水平与零起

点学生的德语水平与利益诉求，在课堂上避免出现总是与高起点同学互动的现象。 

4.2. 基于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的大学综合德语课堂实践 

为了检测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混合教学模式的效果，笔者进行了两个课时(100 分钟)的课程设计

和教学试验，本次教学对象为大学德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共 18 人。根据产出导向法理论，此次教学活动

严格按照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流程进行实践。教学内容根据学生上课进度选取《当代大学德语》第三

册第七课，主题为“天气、气候与环境”，教学目标分为语言和文化两重目标。语言目标包括：1) 语法

方面熟练掌握并应用第一虚拟式语法，2) 词汇方面能够熟练运用德语中表示天气的常用词汇以及天气预

报中的固定表达，3) 口语方面使用恰当且流畅的表达方式与德国人进行以天气为内容的寒暄；文化目标

定位为：1) 增加对德国国情(天气与气候方面)的了解；2) 分析并理解中德两国不同的寒暄方式及其背后

的跨文化含义。 

4.2.1. 教学流程设计 
根据产出导向法理论，我们严格按照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流程进行实践。本课程设计总体结构如

下：见表 1。 

4.2.2. 教学呈现与反馈 
笔者在教学实践后，通过课堂观察和调查问卷的方法来检验和评估“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模式

混合运用于大学综合德语教学的适用性和效果。在整个课堂中，学生们的专注度较以往有所提高，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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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中体现出较高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口语展示环节，他们的表达呈现从容自如；在课后的问卷反馈

中学生们也对此次课堂设计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 
 
Table 1. Overall design of teaching process 
表 1. 教学流程整体设计 

教学流程 内容安排 结构说明 

步骤 1：课前驱动 

• 教师课前发布学习材料并要求学生观看：与德语 
天气表达相关的视频资料“Wie wird das  
Wetter?”、“Wetter und Klima”、“德国的天气 
Easy German” 

• 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资料，结合教材了解并初步掌握

与天气相关的德语词汇，思考并尝试用德语描述学

校所在城市与自己的家乡城市在天气和气候上的

差异 

教师主导任务布置，提供学习材料，

给予学生一定压力，驱动学生做好课

前准备，以此达到提高学生参与课堂

积极性的目的 

步骤 2：口语促成 

• 驱动：教师用对话的方式做情景导入，询问学生今

天的天气情况 
• 促成：输入材料(课前发布的视频资料与天气常用

德语表达)，教师选取 5 名同学用德语说一出两个

城市之间的天气、气候的差异(在本环节中应充分

发挥高起点同学的带头作用和积极影响，选取 1~2
名高起点同学发言) 

• 评价：教师对每名同学做出评价，指出学生们口语

表达中的优缺点，并邀请学生做出评价 

将与天气相关的德语表达应用到真

实的生活情景中，学生可以将知识与

实际生活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对口语表达的兴趣 

步骤 3：语法促成 

• 驱动：结合上一环节的口语练习，教师询问学生如

何用德语正确描述某一同学所述的其家乡的天气

状况，德语语法中应如何转述他人的话 
• 促成：输入材料(教材课文 T1：Alleredenübers  

Wetter)，学生阅读课文，教师在讲解课文的同时找

出文章中出现的动词第一虚拟式形式，引领学生学

习第一虚拟式的语法，并以提问方式带领学生做相

应练习题 
• 评价：在题目练习中教师随时修正错误并进行评价 

应用传统课文讲解学习和习题练习

方法来确保学生掌握第一虚拟式语

法相关知识 

步骤 4：口语促成 

• 驱动：以课本第 129 页 Ü2 听力练习为材料，让同

学们了解德语天气预报的基本表达形式 
• 促成：进行对话场景练习，将学生分为六组，每三

人一组，发布由三个不同的天气预报图和对话场景

组成的材料，要求一名同学扮演天气预报员，另外

两人扮演相互寒暄的中国人和德国人进行对话，其

中要应用第一虚拟式转述天气预报员的话。随机抽

取三组同学展示 
• 评价：在学生准备期间教师巡场观察学生活动进

展，随时修正错误并进行评价；学生表演后先请其

他同学做出点评，而后教师做总结性点评，并介绍

寒暄场景背后的跨文化含义 

教师设计与贴近生活的真实交际情

景，激发学生口语产出热情，同时通

过以天气为内容的寒暄方式让学生

了解其中的跨文化意义 

步骤 5：评价 

教师给学生布置写作作业，要求学生在课后使用课上

学到的语法、表达、句型、对话等内容写一篇关于天

气变化的新闻报道，在下次课的开始阶段对学生上交

的写作作业进行延时评价 

教师以课后作业的形式驱动学生课

后巩固、复习，同时也能够使学生了

解自己在写作上的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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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出内容方面，学生产出活动明显增多。在产出时间上，学生在课堂中产出实践所占用的时间显

著增加，课堂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参与包括教师问答、描述天气预报图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在内的

多种形式的产出活动。在产出实效上，90%的学生在问卷中表示本次课堂中的口语练习对其帮助很大，

特别是语法知识掌握得更加扎实了，新学的知识能够立刻应用到实践中去；虽然学生的口语水平在两课

时教学时间内并没有明显提高，但许多同学表示经过训练他们的自信心明显增强，由之前的“不敢说”、

“不想说”转变为“我能说”、“我要说”。 
在学习的主动性方面，首先在注意力上，一方面大部分学生对多元化的课堂组织形式有着新鲜感，

提高了他们的专注度；另一方面教学中一些真实的交际场景能够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这些在问卷中也可

以得到证实，问卷显示有 80%学生表示“注意力更集中了”。其次，在学习兴趣上，学生们认为相对于

传统的老师个人讲解的授课模式，这种多模态的授课方式，即在课堂上既有老师的讲解，也有同学的口

语展示，同时穿插视频等内容，以及将课堂上的内容在结合课本上的主题的同时插入贴近真实生活场景

的练习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生表示，“不同于以往的综合德语课堂，

此次教学实践更多地考虑到了学生个人的学习习惯和兴趣，做到了课前考察与课堂实践相结合，我们感

觉到自己的需求得到了重视与满足，学习德语的劲头更足了”。 
综上，将产出导向法及柏林教学模式混合应用到大学综合德语教学中达到了德语教学的预期效果，

证明了二者对大学综合德语教学的有效性。 

5. 结语 

本文以“产出导向法”为理论背景，参考柏林教学模式中的社会文化条件和人类心理学条件，进行

大学德语综合课程教学研究，并构建了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混合教学模式。运用该模式进行教学实

践时，教师应首先考察和总结学生群体的人类心理学因素和社会文化条件，根据考察结果和教学目的对

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以教材为依托，补充恰当而适量的教学资源，兼顾水平不同的学生设计输出任务，

有效对接输入活动和输出活动，全方位、多形式地激发学生德语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实践证明，基

于该理论的大学综合德语教学以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为目标，切实增加了学生的学习成就感，提高了教

学效率和学生的积极性。 
在教学活动实施前考察“条件范畴因素”与课堂实践中采用产出导向法理论的“输出驱动——输入

促成”模式是本次教学研究中的两大重点与难点。首先，考察“条件范畴因素”更适用于人数少，学期

长的课程教学，如高校内小班制的小语种教学，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与特点；

而教师应具备关注学生的意识和总结反思的能力，定期以问卷、访谈、布置作业和小测的方式监控学生

的状态变化，并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去。其次，教师应平衡好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尤其是在德语基础阶段

的教学中，学生尚未具备成熟的德语产出能力，必须要根据学习者现有的水平设计产出任务；此外，由

于现阶段许多中学已设置德语课程，许多高校德语专业中不乏有德语基础的高水平学习者，因此教师在

设计产出活动时应兼顾不同层次的学习者，既能够使高水平学生感受到任务的挑战性，又不会打击其他

水平学生的自信心。 
本次教学研究证明了基于产出导向法与柏林教学法混合教学模式在大学综合德语课堂中的适用性与

有效性，但在客观条件限制下还存在教学时间较短、教学对象范围有限等问题，笔者将以本次研究为基

础，继续完善这一理论模式在大学德语教学中的教学应用方案，为大学德语教学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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