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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工作正在全面推进，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促进高等教育步入了“互联网+教
育”的时代。在此背景下，文章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即产出导向法为理论框架，遵循该理论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假设，以产出为导向，利用教育信息化技术，设计构建了英语语音课程的课程思政混

合式教学模式，以促进学以致用，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文章展示了一个单元

的教学设计与实践过程，同时汇报了通过问卷和访谈收集的学生教学反馈与老师的教学反思，以期为外

语类课程的相关教学改革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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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s being promoted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higher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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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o enter the era of “Internet+ education”.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as the theoret-
ical framework, follows the teaching concept and teaching hypothesis of the theory, takes the output 
as the orientation, and uses the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esign and construct the ideo-
logical-political blended teaching of English Phonetics course, so a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and realiz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This paper shows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process of one unit, and reports the stu-
dents’ feedback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and the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
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relevant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of for-
eign languag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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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正在全面有序推进。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

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并强调要“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推

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1]。 

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已步入“互联网+教育”的变革时代。2021
年 12 月，在第十二届新华网教育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提出，要全力抓好高校教育教学“新基建”，

其中强调要抓教学技术方法，技术水平是学习革命的关键突破，教师的“教”要用新技术，学生的“学”

要通过新的技术来学习，混合式教学要成为今后高等教育教学新常态。 
英语语音课程作为高校英语专业必修课程，对培养新时代外语人才、推进高校外语专业立德树人工

作具有重要的作用。笔者以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 POA)为理论指导，结合互联

网教育技术，将课程思政教学环节融入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构建英语语音课程思政混合式教

学模式，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三位一体育人目标。本文基于笔者的教学实践，重点展

示了其中一个单元的教学设计方案，并报告了学生的教学反馈与笔者的教学反思，以期为外语类课程开

展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启示。 

2. 产出导向法教学理论体系 

产出导向法是由文秋芳教授及其团队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该理论原型为“输出

驱动假设”，于 2007 年被首次提出。在 2013 至 2014 年间，其发展为“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自

2015 年起，该理论经过 POA 1.0 版、POA 2.0 版的迭代更新，逐步发展为 POA 3.0 版。产出导向法理论

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教学流程，包括“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

“文化交流说”和“关键能力说”的 4 个教学理念，“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学习”、“以

评为学”的 4 个教学假设，以及“驱动–促成–评价”的循环链教学流程[2]。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8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桦 
 

 

DOI: 10.12677/ass.2023.1210813 5929 社会科学前沿 
 

教学理念中的“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用于指导教学流程；“文化交流说”遵循文化交流

互鉴的理念，用于指导选择教学内容；“关键能力说”明确了可测性的具体育人目标，提出了外语教育

的六种关键能力即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思辨能力、文化能力、创新能力和合作能力[3]。 
4 个教学假设“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学习”、“以评为学”分别提倡输出比输入对

外语学习的内驱力更大；输入要为明确的产出目标服务，要与输出任务精准对接；学生从输入中选择学

习所需要的内容、语言和话语结构，有效促成输出的顺利完成；课堂教学中评学或评教应有机结合，评

价是学生学习得到强化和升华的关键节点[3]。 
教学流程随着若干“驱动–促成–评价”的循环而达成：在驱动环节，教师设计合适的交际场景和

“具有潜在交际价值”的任务[4]，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促成环节，教师提供相应的输入材料，设计

系列活动，引导学生选择获取知识后完成产出；在评价环节，通过师生合作对促成活动和产出成果开展

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以评价促进复习巩固和强化提升。 
产出导向法教学理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能够指导和推动中国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

展，提高我国外语教育的效果和质量。外语教育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产出导向法教学理

论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强调学用一体，将该理论有效应用于外语教育

的研究与实践，将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意识和专业能力的高质量国际化人才。 

3.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英语语音教学思路 

笔者从多年的英语语音教学实践中总结发现，传统英语语音教学中存在诸多不足，如：学用分离，

即教学材料和训练活动脱离了真实语言环境，导致学生在实际语境中的语言输出能力薄弱；文道分离，

即传统课堂教学重在语音知识与技能本身的教授，将语言教学作为“育人”载体的意识不强，教师讲授

与学生操练过程中思政育人元素的融入不足；操练不足，即由于线下课堂教学时间有限，语音知识与技

能两个层面的教学内容多，学生在课堂中的操练机会较少，无法真正内化知识并运用所学技能；学生个

体差异大，即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在英语语音基础方面的个体差异大，进度统一的传统线下教学模式无

法满足不同语音基础水平的学生的学习诉求；训练模式单一，即课堂操练主要以教师为主体、学生模仿

跟读训练为主，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因此，为有效解决上述教学问题，笔者根据 POA 理论提出的“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

学习”、“以评为学”四个假设，构建了“输出驱动 + 自主学习→输入促成 + 选择学习 + 产出目标→高

阶产出创新 + 师生合作评价”的“三阶七步”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通过运用现代教

育技术与软件，改革创新了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以产出为导向，通过输出任务驱动，构建真实

语境，将语音知识与技能学习融入在输出活动中，促进学以致用，并将输出任务及输入材料与思政元素

紧密结合，促使学生在完成各个产出任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政素养教育。 
第一阶段为课前线上“输出驱动 + 自主学习”阶段： 
1) 教师利用线上平台，围绕思政元素主题，创设输出驱动场景，发布输出任务，将思政元素融入到

学生将来可能会遇到的英语交流场景中，设置场景与任务，学生通过尝试完成产出活动而意识到自身的

不足，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的积极性和产出的意愿，学生需按照要求将初次尝试完成的输出任务成果上

传平台。 
2) 学生需完成相关知识点的课前预备材料、微课、课件等材料的线上自主学习，分析自身知识短板，

参与线上论坛的话题讨论。 
3) 教师根据学生的线上学习完成情况，批阅学生的初次输出成果，了解学生的输出能力水平，确定

单元知识重难点，有针对性地准备课中输入促成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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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eaching flowchart 
图 1. 教学流程图 
 

第二阶段为课中线下“输入促成 + 选择学习 + 产出目标”阶段： 
1) 教师提供与驱动输出任务精准对接的输入材料，开展相应的促成活动，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完成产

出活动提供脚手架，帮助学生从输入材料中进行选择学习，即以输出任务为目标导向进行选择学习。 
2) 学生通过完成若干多样性的子产出活动，逐一分项产出并最终完成整个产出目标，实现语音知识

与技能的掌握与运用，同时实现思政育人元素的内化吸收。 
3) 在整个促成过程中，教师及时对学生的每一步产出进行即时评价，台阶式提升总体输入促成的效

果。 
第三阶段为课后线上/线下“高阶产出创新 + 师生合作评价”阶段： 
1) 课后学生通过线上学习教师提供的教辅材料，进行输入知识复习与输出技能操练，完成线上知识

点自测，参与论坛讨论，深化知识点理解。 
2) 学生进一步优化完善课内产出成果，产出音视频成果作品，上传线上平台。学生在教师的专业指

导下，开展师生合作评价，进一步以评促学。 
3) 教师线上发布更具拓展性、高阶性的输出任务，并鼓励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竞赛、实践或创新项目，

促进学生进行知识技能的拓展应用，培养创新能力，强化思政育人效果。 

4. 教学设计与实践案例 

笔者以英语句重音这一单元知识点为例，在产出导向法理论的指导下，采用“三阶七步”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单元教学设计与实践。该知识点的教学课时为 2 课时，教学对象为英语专业一年级

学生，班级人数 35 人。教学实践后，通过开放式问卷、半结构式访谈收集学生的反馈和评价。 

4.1. 教学主题 

本次教学的语音知识主题为英语句重音的概念、原则与应用。英语句重音是学生在完成英语词重音

知识与技能学习后的进阶性知识内容，对于学生是否能在句子、篇章等口语表达中正确获取与传递语意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句重音技巧运用是实现英语节奏和语调的重要途径，因此该知识点的

学习将为课程后续的节奏和语调相关单元的学习打下基础。 
同时，本次教学中融入的思政主题为了解并传播中国地方文化，学习了解笔者就职高校所在地绍兴

的地方特色黄酒文化，增强国际传播的意识与能力。优秀地方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是外语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因

此将该思政主题融入语音教学，将有效促进本课程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4.2. 教学目标 

1) 知识传授：能够陈述英语语流中的句重音模式理论；能够解释英语句重音规则中重读信息词、弱

读功能词的规律原则；掌握解释句重音对传递话语信息、实现交际目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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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力培养：能在英语口语交流中，运用正确的句重音模式，体现音律感和节奏感；能运用句重音

传达不同语意，实现有效口头交际。 
3) 价值塑造：提高文化素养，了解地方特色黄酒文化，产生文化认同与喜爱；增强中国文化自信，

坚定中国文化传播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端正专业学习动机，树立职业理想；培养团队协作与创新思维。 

4.3. 教学过程 

4.3.1. 课前线上“输出驱动 + 自主学习”阶段 
1) 输出驱动：教师在线上平台预先发布驱动任务，利用有关于来绍国际友人了解黄酒文化的视频 1

个、黄酒文化的宣传片视频 1 个，设置语言输出场景，发布驱动任务为：假设你是绍兴某知名黄酒企业

的国际市场部负责人，你现在需要用英文向来绍外商介绍绍兴黄酒，你会如何介绍？任务要求学生尝试

用一段话进行英文口头介绍，并注意在口头表达中运用句重音技巧，使得语音语调流畅自然，富有节奏

感与韵律感。学生尝试进行产出任务，并将初次任务成果以录制音频的方式上传至线上平台。学生通过

尝试完成产出活动而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激发其学习新知识的积极性和产出的意愿。教师通过批阅音频，

了解学生对于相关思政元素的认知水平，有针对性地为后续课堂教学准备输入促成材料并设计活动。 
2) 自主学习：学生在线上自主学习课前预备材料、教师自制微课、微课配套课件，对于句重音相关

知识点进行初步学习与认知。完成相关材料学习后，学生需参与线上论坛中关于句重音的讨论话题，师

生共同参与论坛讨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  

4.3.2. 课中线下“输入促成 + 选择学习 + 产出目标”阶段 
本课程的线下课堂设计主要基于 POA 教学理念中的“输入促成假设”与“选择学习假设”，强调输

入要为明确地产出目标服务，以目标为导向的重点学习比全面精学的效率更高。因此，在线下课堂中，

教师为学生提供恰当的输入材料，使输入与输出任务精准对接，学生根据达成产出目标的需求，从输入

材料中选择所需内容，有效促进输出的顺利完成，并将产出水平推向新高度。该阶段整体流程细分设计

为：线上学习回顾与问题分析→教师呈现产出课堂促成活动子任务→教师提供输入促成材料→学生选择

学习并逐步完成子任务产出→师生即时评价→课堂教学总结，布置课后高阶创新产出目标。 
1) 线上学习回顾与问题分析：教师邀请学生发言分享课前线上学习的收获及困难点，请学生解释句

重音的基本定义及其重要性，教师对学生的线上学习表现进行反馈。 
2) 教师呈现产出课堂促成活动子任务：教师以教材内的篇章朗读训练材料 Comfort Food 作为标准示

范素材，播放素材音频，要求学生尝试自主分析主要段落的句重音特点，并模仿跟读。根据该材料的减

压愉悦性食物主题，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类型的减压食物，引出“酒”亦可作为一种减压食物，自古

被人喜爱，而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即为中国黄酒，源自绍兴。此时，教师结合课前输出驱动任务，将关于

黄酒英语介绍的总输出任务分为 3 项子产出任务，并提供黄酒文化相关的输入促成材料，指导学生进行

选择学习，逐步完成各个促成子任务活动，并开展课堂即时师生合作评价。3 项子产出任务分别设计实

施如下： 
子任务 1 (对接信息词与功能词的基本重音规律)：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一份英文版绍兴黄酒

介绍，从黄酒的世界名誉、中国特色、历史文化、色香味性状及保健功效等方面中，着重选取 2~3 个方

面进行介绍，要求口头呈现时需正确运用重读信息词、弱读功能词的句重音技能。 
子任务 2 (对接知识点为非新信息词在语境中需要被弱化的特殊句重音技巧)：以双人对话的方式，介

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酒酿酒工艺，要求在口语对话呈现中体现出对于语境中重复出现的非新信息

词进行弱化处理的技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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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任务 3 (促进学生综合运用句重音知识与技能)：学生以小组讨论的方式，讨论分享对中国黄酒文化

的创新传承和国际传播的想法和建议，要求在口头表达中综合运用句重音技巧。 
3) 教师提供输入促成材料→学生选择学习并逐步完成子任务产出→师生即时评价： 
子任务 1 的具体实施过程： 
①教师通过线上平台及配套教学 APP，为学生提供短视频、图片、英文介绍文本作为输入材料，教

师先展示黄酒英文介绍的参考材料，结合句重音知识点，分析材料中的信息词，播放示范音频，指导学

生掌握信息词重读原则。 
②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线上平台及 APP，对输入材料中的音视频、文本

等进行选择性学习，合作完成子任务。 
③每个小组产出一份英文版黄酒基本介绍，并派小组代表进行口头展示，师生共同即时评价，分别

从成果内容呈现与重音技巧运用两方面进行评价分析。 
子任务 2 的具体实施过程： 
①教师首先讲解语音知识点，运用教材内的对话材料，组织学生进行操练，促进学生初步掌握技能。 
②针对子任务 2，教师为学生提供关于黄酒酿造技术的短视频，黄酒酿造工艺的相关词汇表达，酿

酒步骤图片等。学生进行选择学习后，自编双人英文对话，并完成口头展示。 
③师生共同评价产出成果，即时评价学生对功能词的弱读是否处理到位。 
子任务 3 的具体实施过程： 
①教师为学生提供两个关于黄酒英文名变更的新闻播报视频、外国友人品尝各类新式黄酒食品的视

频。 
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思辨性讨论，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看待在新版黄酒国标中，黄酒的英文

名从“Chinese rice wine”变更为“Huangjiu”，以及如何看待外国友人对于黄酒衍生产品的喜爱，讨论

分享对中国黄酒文化的创新传承和国际传播的想法和建议。 
③教师深入参与到各个小组进行师生互动讨论，并邀请各组学生代表进行发言，教师针对学生的思

辨内容表达及语音技能运用给予即时点评。 
4) 课堂教学总结，课后高阶创新产出目标布置：在完成各子任务活动后，教师总结本次课堂教学内

容，点评学生的各阶段表现，布置说明课后高阶产出任务目标，指导学生将课内 3 个子任务进行组合串

联，再次尝试完成总输出任务，形成对绍兴黄酒的完整介绍，并使用正确的句重音模式进行口头呈现。 

4.3.3. 课后线上/线下“高阶产出创新 + 师生合作评价”阶段 
1) 高阶产出创新：教师设计课后产出目标 1 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教师发布于线上平台的拓展性视频

及文本材料，并利用课余时间实地参观绍兴黄酒博物馆或绍兴著名黄酒企业，体验黄酒文化，最终完善

绍兴黄酒英文介绍的完整版本，制作 2~3 分钟小视频，上传线上平台，亦可利用其他媒体平台进行成果

分享与传播。 
课后产出任务 2 为：鼓励学生多关注自己家乡的特色地方文化，录制关于家乡地方文化、特色美食、

历史人文等的英文介绍视频，提升句重音的知识与技能的运用能力，强化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地方文

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视频成果作品提交至线上平台，且在其他网络媒体的传播情况纳入评价，总成绩

计入平时作业分。 
同时，为评测学生的语音理论知识掌握情况与思政育人效果，要求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完成单元知识

测试，进行知识点掌握情况自查；同时完成关于本课次的思政元素中的黄酒文化、世界文化观、文化传

承与国际传播意识、辩证与创新意识的调查问卷，自评价值塑造目标的达成效果；此外，学生需参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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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论坛讨论，分享交流关于英语句重音的学习心得与疑难困惑，分享学习材料等。 
2) 师生合作评价：由于时间有限，教师不能在课堂上对所有学生的产出作品进行评价，需要课外评

价进行补充，即进行延时评价。延时评价要求学生课下根据老师的指导，再次进行反复操练，最后将产

出的结果通过网络等途径提交给教师[5]。针对以上两项高阶产出成果，学生按照教师制订的评分标准，

参与师生合作评价，形成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评价成绩。 

5. 教学反馈与反思 

针对英语句重音单元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情况，笔者在教学实践结束后，对教学班学生进行了调查问

卷和半结构化访谈，以充分了解学生对于教学模式的反馈和评价。问卷及访谈主要围绕“单元学习效果”、

“教学模式评价”、“学习过程中的困难”这三个维度。调查问卷发出 35 份，回收有效问卷 34 份，有

效率为 97.14%。问卷结果显示，91.2%的学生对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英语语音教学模式表示非常满意或比

较满意，8.8%的学生表示满意度一般。在针对该模式的具体优势因素的多选调查中，有 94.1%的学生认

为“线上学习的时间、地点和形式更加灵活，有利于自主学习”，85.3%的学生认为“多样化的产出活动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促进学以致用”，82.4%的学生认为“教材外的学习材料更丰富多元，有利于自

身人文素养提升”，91.2%的学生认为“线下课堂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操练和互动”。就本单元的学习效果

而言，88.2%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其中全部学生自评已达成单元知识传授目标，88.2%的学

生自评已达成单元能力培养目标，91.2%的学生自评已达成单元价值塑造目标。调查数据结果表明，产出

导向下的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了其主要优势因素的作用，并得到了学生的较高认

可。 
根据问卷所反映出的问题与细节，笔者对 7 名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在访谈调查过程中，笔者

进一步了解到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具体想法及学习过程中的困难情况。有的学生表示，“产出任务的挑战

能激发学习的欲望和参与的兴趣”，“通过围绕一个主题来完成各项产出任务，不仅能操练语音技巧，

还能学到其他文化方面的知识”，“有主题的产出活动比简单的反复跟读训练更有趣、更实用”，“将

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交际场景来完成产出任务，获得了更多的成就感”。关于学习过程中的困难，有

的学生反映个别子任务的难度大，由于课堂内输入材料的学习时间有限，无法有效运用新学知识和技巧

高质量完成产出任务。也有学生表示，在参与小组合作任务过程中，由于自身的语言基础薄弱或组员分

工不明确等原因，无法充分参与到讨论和展示环节。 
综合以上学生评价与反馈情况，笔者认为，在后续的教学设计与实践中，教师首先应充分重视产出

任务的设计，产出任务要为实现单元具体教学目标服务，还需考虑任务的难易度与学生能力水平以及其

与教学客观条件之间的适配度问题。其次，在促成环节中，教师应重点关注学生对于输入材料进行选择

学习并加以运用的实际所需时间，选取合适的输入材料，填补学生完成任务的“空缺”[6]，避免提供过

量的、针对性低的输入材料。此外，在促成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应发挥脚手架作用，引导学生进行选

择性学习并逐步完成产出任务，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参与情况，注意对基础薄弱的学生给予及时的鼓励、

指导和帮助。 

6. 结语 

产出导向法是植根于中国外语教学土壤、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理论。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英语语音课

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以产出为驱动，在输出活动和输入材料中融入思政元素，通过课前–课中–课

后的三阶段线上线下教学流程，能有效解决传统语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提高其课堂参与度，促进文道合一、学以致用，最终实现该课程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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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目标。虽然从目前实践反馈的情况来看，该模式已在本课程的应用中初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存

在不足之处，仍需在后续的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中进一步调整，不断优化教学设计，以取得更佳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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