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５卷第２期
２０２２年６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５，Ｎｏ２
Ｊｕｎ２０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０５

基金项目：陆军工程大学２０２０年教育教学课题 （ＧＪ２０ＸＳ１４０）

作者简介：张　静 （１９８２－），女，江苏南京人。陆军工程大学基础部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产出导向法”指导下的军事英语在线教学实践

张　静，王德丽，郑　贞
（陆军工程大学　基础部，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疫情期间，笔者尝试将 “产出导向法”应用于军事英语的在线教学实践，进行了

一个学期的教学实验。本文展示了基于这一理论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同时阐述了通过问卷、

访谈收集的学生以及笔者自己的教学反思。研究结果表明，产出导向法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在

线学习投入。最后，笔者总结了产出导向法在在线教学中的实施难点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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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疫情期间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 “停课不停

学”，通过 ＭＯＯＣ、在线直播课等进行在线教学，
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情况成为教师

关注的焦点。大量研究表明，学习投入与学生的

学术成就和高阶能力发展正相关［１］，是解决学生

学习倦怠、孤独和辍学等问题的关键因素［２］。在

对在线学习投入的探索中，很多研究发现，无论

是在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项目中，学生的在

线学习投入整体水平较低，远低于预期的学习投

入。因此，如何激励学生的深度参与，促进实质

性认知投入，创造良好学习情感体验，是各类在

线课程面临的共同挑战。

“产出导向法”（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是文秋芳教授提出的外语教学理论，旨在解决我

国目前大学英语 “学用分离”的弊端。很多教师

都尝试将其运用在课堂上［３－５］，但是否可以应用到

在线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运用过程

中存在什么问题或难点，学生反应如何，都有待

实践的检验。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尝试将 “产出

导向法”用于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摸索了一些

“产出导向法”在线教学中的使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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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问题

军事英语课程是一门在大二整个学年开设的、

针对所有学生的必修课，由课程组十余名教师承

担。疫情期间，该课程改为利用在线平台进行直

播教学，一周两次，每次两节课，每节课４５分钟。
笔者通过腾讯课堂在线直播教学。在线直播

授课面临三个主要困难：首先，本课程是必修课，

共四个学期，本学期为最后一个学期。大部分同

学已经通过四级考试，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动机有

所降低。其次，实验班学生英语基础较为薄弱，

上学期期末考试在 １９个普通班中成绩中等偏下。
尤其听力理解得分率最低 （６２３２％），远低于平
均得分率 （７６２３％）。但与此同时，课程的难度
却较上学期大幅增加，无论从词汇的复杂度、生

词数量，还是听力的语速和语篇的长度都达到了

六级难度。最后，与线下课堂的师生面对面交流

不同，线上直播教师看不到学生，无法根据学生

的即时反应调整上课节奏，进行相应的互动，而

且军事英语课程在线资源匮乏，缺少微课或慕课

依托，因此主要采取在线直播的方式。很多研究

表明，在在线直播中学生听课时的注意力一般为

１０到１５分钟［６］，而在线直播授课时长与线下课堂

一样，两节课共９０分钟。这意味着教师需要重新
设计课堂，更多地以学生为中心，使师生、生生

间产生积极互动［７］。无论何种互动，学生的学习

投入都直接影响了学习的质量及效果。如何利用

产出导向法设计实施，保证学生较高的学习投入

成为该课程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 ＧＤ库［８］的研究，学习投入包括行为投

入、情感投入与认知投入。要增加学员的行为投

入，最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感觉有一定的选择权，

这样，他们才会对自己选择的事物投入更大的精

力；要增加学员的情感投入，关键在于与老师的

沟通以及与同伴的交流；而要增加学员的认知投

入，除了掌握基本知识如词汇、语篇特点等之外，

还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基于在线学

习投入的特点，笔者利用产出导向法重新设计了

教学内容。下面以一个单元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流

程为例，汇报 “产出导向法”在军事英语在线课

程中的应用实践。

　　三、基于产出导向法 （ＰＯＡ）的
军事英语课程教学实践

　　 “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流程包括 “驱动—促

成—评价”三个核心环节，笔者的教学设计和实

践也正是基于这三个阶段。在驱动环节，教师设

计恰当的交际场景和 “具有潜在交际价值”的任

务［９］，使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产生 “饥饿

感”，从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促成环

节，教师提供相应的输入材料，同时设置系列活

动，在内容、语言和交际技巧方面，有针对性地

为学生完成产出活动提供脚手架［１０］；评价环节采

用师生合作评价的方式，在线即时展示最终成绩，

并邀请学员对该作品进行口头点评，教师再对学

生们的评价进行点评，起到促学的作用。笔者基

于这三个环节进行了本学期６个单元的教学设计与
实践。

下面以一个单元的教学为例，介绍笔者进行

的教学实践。教材为 《军事英语视听说》，教学对

象是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的二年级学生，班

级人数为３８人。笔者对在线教学过程全程录屏，
并在课后通过调查问卷、学生访谈和笔者自己的

反思日志收集反馈与评价。

（一）教学主题

笔者选取维和部队的 “巡逻”为主题，以在

维和地区开展维和行动作为交际背景，以如何完

成巡逻任务为教学线索。之所以选取这个交际场

景，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一是开课前的调查问

卷显示，４０６３％的同学希望通过学习军事英语，
以后能参加国际军事合作交流活动，而维和巡逻

与学生的专业及以后参加的国际军事交流场景相

契合；二是要完成巡逻任务，需要做军事简报、

筹划巡逻路线、安排巡逻装备、进行电台沟通，

能够切实提高 《大学英语课程要求》中的 “语言

综合运用能力”，并在学习巡逻交火时的交战原则

过程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

（二）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分为语言和认知两重目标。语言目

标包括：１能够熟记、描述并运用。（１）关于巡
逻装备的１３个基本词汇和短语表达；（２）关于巡
逻路线和任务的１５个基本词汇和短语表达； （３）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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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巡逻途中无线通话的呼号以及标准用语１６个。
２准确运用无线通话的程式。认知目标包括：（１）
能够解释交战原则及其背后的原因； （２）能够了
解分类原则，并运用分类方法对巡逻装备、巡逻

任务和无线通话进行分类； （３）能够运用分类原
则总结所学内容，并绘制思维导图。

（三）任务设计

任务以视频制作的形式呈现：以小组为单位，

根据巡逻任务所需的任务清单进行口语表演，录制

视频。任务清单包括：巡逻前———巡逻路线及敌情

的描述，巡逻所需装备及交战原则的介绍；巡逻中

———与总控制电台通信交流，如突发情况汇报，所

处位置汇报等。学生分成７个小组，每组５－６人。
在语言使用方面，该任务包括介绍内容与背

景，编写并表演对话，制作音频或视频等；在认

知技能方面，该任务包括分类、阐释与归纳能力。

整个任务比较复杂，因此将该任务分解为四个子

任务，以期帮助学生逐渐实现大的产出目标。

１识别与分类。对课本上列出的巡逻装备能
够看图识别，并能列出标准对其进行分类、描述。

该任务以思维导图方式提交，并且在课堂上根据

思维导图进行完整讲述。

２描述与解释。描述巡逻路线及巡逻中发生
的各类情况，能够解释交战原则及其背后原因。

该任务包括：（１）看图说话，根据路线图描述巡
逻路线； （２）根据给定的巡逻容易出现的状况，
撰写脚本，并在线展开会话表演。

３归纳总结。总结归纳无线通话的元素及其
程式。

（四）教学过程

１驱动
“输出驱动假设”是产出导向法的起点，教师

需要设计具有潜在交际价值的任务，以激发学生

学习新语言知识的欲望。首先，引导学生设想在

未来执行巡逻任务时，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其

次，让学员利用思维导图，以小组为单位列出各

项内容，以及在语言上可能存在的难点，为学生

“创造饥饿感”［１１］，激发学习热情。最后，布置本

单元的产出任务———为即将赴国外维和的人员进

行关于巡逻方面的培训，以小组为单位，借助课

本上的词汇表达以及课外阅读材料，提交作品，

形式不限，但是时间控制在５－８分钟。

２促成
在促成环节，教师需充分发挥专业引领作用，

指导学生围绕输出任务，整理归纳输入材料，利

用在线会议，小组成员在教员的引导下充分讨论，

促成任务的完成。如上所述，根据任务难度和复

杂度，教员重新组织教学材料，将最终输出任务

分解为四个子任务，分四次课操练输出，分步骤

促成。

考虑到学生在线学习，为了保证学生能够投

入地完成任务，将所有子任务再细分到课前、课

中及课后三个阶段。三个子任务的流程基本一样。

线上调查问卷显示，５５７３％的学生认为军事英语
学习最大的挑战是军事词汇，因此课前任务以词

汇的听和读以及对听力内容的理解为主，这也为

学员完成最后的口语任务提供了 “弹药”。具体任

务如下：

课前：

（１）单词朗读：将配有教员朗读版本的词汇
表发给学员，让学员模仿，然后提交词汇朗读录

音到ｑｑ群的作业中。此项作业在纠正学员发音的
同时，提高学员耳朵的灵敏度，并通过批改学员

的朗读作业，教会学生朗读和拼写的方法，如单

词怎样切分，提高学员口语表达的自信心。

（２）词汇练习与运用：将重点词汇与表达以
及书上的听力题目制作成雨课堂，通过学生提交

的作业及相关数据统计，了解学员学习过程中的

难点与易错点，在课中进行重点讲解与练习；

（３）词汇运用：设计思维导图汇报，以小组
为单位，将听力内容绘制成思维导图，以检测学

员听力整体理解能力，并且还为课中引导学员利

用课上重点词汇与表达复述思维导图做好准备。

课中：

（１）点评学员的朗读作业，并通过讲解读音
技巧与方法，再一次强化可能在口语任务中用到

的词汇与表达。

（２）词汇的识别：展示训练装备图，让学生
识别并回答装备图中的任意装备。

（３）词汇的应用：选取思维导图制作优秀的
小组，请其利用学过的词汇与句型讲解思维导图。

针对课上输出驱动，每个子任务有不同的阅

读拓展材料与输出任务：

子任务１：识别并对军事装备分类，让学员按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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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类别介绍装备。

这一子任务作为输入的起点，通过识别各类

装备，对其进行分类，帮助学员了解各种分类标

准，唤醒其分类意识。一方面训练思维导图的绘

制；另一方面提供描述装备的一个角度，即按照

类别描述，并提供相应句型，为大任务的完成做

准备。在这一部分，给学员补充了关于维和装备

的英文讲解视频，使学员知道可以从哪些方面描

述装备并训练相应的句型表达。该部分任务以小

组为单位，让其介绍描述最喜欢的装备。

子任务２：描述巡逻路线及巡逻中发生的各类
情况，能够解释交战原则及其背后原因。

要完成巡逻任务，汇报描述巡逻路线和途中

突发事件是重要内容。通过书上内容的听力与练

习，与学员一起归纳总结巡逻过程中遇到的情况

及其相应解决方法的动宾表达，以及表述巡逻任

务的句型。而要妥善地处理途中出现的冲突，必

须理解交战原则及其背后的原因。联系在海外维

和的同事，给学员提供真实的维和巡逻过程中出

现的冲突事件，让学员探讨汇报，并利用所学词

汇与句型，提供处理办法。

子任务３：总结归纳电台通话元素及其程式。
前两个子任务训练学员在完成任务时所需的

语言和交际策略，接下来的任务是将这些内容利

用通信电台向指挥中心汇报。要完成这一任务，

学员必须了解电台通话用语及其规则。因此，一

方面，教师向学生提供课本上的通信用语，以及

以前毕业学员制作的相关优秀视频供学员观摩学

习，引导学员注意人物语言，学习电台通信用语；

另一方面，通过思维导图、教员讲解和对话表演

等活动，分辨一些易混淆的通信用语，如 Ｒｏｇｅｒ，
Ｗｉｌｃｏ，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并总结通信用语规则，熟悉
电台通信程式。

课后：

教员要求学员课后根据本组人数及个人特长

等不同情况，选择不同任务输出形式，并在课上

进行汇报。

３评价
在评价环节，一方面，对学生 “作品”的评

价，可以帮助教师掌握教学效果，以在接下来的

教学中调整并优化；另一方面，教师对学生作品

的点评与演示，能够帮助学员掌握评价的方法，

明白评价的对象及各项指标，而这也会反过来提

高学员完成任务的质量，起到 “促学”的作用。

因为不限制学员的作业形式，可以充分激发

学员的创造力，有的小组以和平精英的游戏为背

景提交了视频作业；有的以电影中的片段为背景，

配上自己写的台词脚本；有的采用 ＰＰＴ录频；也
有的选择线上结合ＰＰＴ进行汇报。

评价形式采用问卷星在线评分表。首先，向

学生展示往届学生作品，通过对该作品的评价打

分过程，展示评价的指标与标准；然后，利用问

卷星在线评价平台，对往届学生的另一个作品进

行即时评价，通过试评价，教员进行点评。接下

来，学员正式为每组打分，即时得出成绩。教员

邀请学员对各组表现进行点评，重点从语言的运

用与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点评。最后，教员对学员

的点评进行补充，重点是学员作品中的优点和有

代表性的问题的改进建议，如针对一些中式英语

表达问题，指出词语搭配的问题，并提供几个常

用的网站，训练相关词汇的固定搭配，要求学员

改进本组作业并再次提交。

四、教学反馈

（一）学生反馈

本学期教学结束后，通过问卷星下发在线调

查问卷，了解学员的在线学习投入情况，探查他

们的学习感受和对教学的评价。在李爽和喻忱［１２］

编制的 《远程学生学习投入量表》的基础上，笔

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改编。调查问卷由三大项

目的２７个问题、两个排序类问题和三个开放性问
题组成。其中，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

各９题，采用的是李克特五级量表 （１表示非常不
同意，５表示非常同意）。经过信度测试，行为投入
度为０９１１，情感投入度为０９６２，认知投入度为
０９５０，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控制组４０人，实验
组３８人。调查问卷运用 “问卷星”制作收集。

１学习收获
问卷调查设计了三个开放式问题，主要是对

本门课程的评价，从单元任务、课堂组织和课堂

评价三个方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收获。 （１）对单元
任务的评价。很多学生认为，“任务让人有代入感”

“能把学到的表达用出来”“让人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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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课堂组织的评价。很多同学认为，“方式方
法得当” “这样的教学方式很适合我”，认为线上

“小组讨论激烈”“合作很愉快”等。（３）对课堂评
价。主要集中在课程对自身能力的帮助上，出现最

多的是 “提高了评判能力”“促进了自身的反思”。

２学习困惑
虽然大部分学生表示收获很大，但是在学习

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输出任务既是对小组长领导组织能力的

考验，也对小组的团队协作能力构成了很大挑战。

由于所有课程全部在线授课，学员自主学习时间

非常有限，有的组长表示 “难以找到共同的时间

讨论”。笔者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根据学员

的专业重新进行分组，使一个组的学员的时间尽

量同步。同时深入了解学员情况，重新安排了组

长，并精心安排第一个任务汇报的小组，与其多

次线上开会研讨，争取第一组的汇报能起到示范

作用，并请第一小组的组长进行经验总结与分享。

二是 “有些想法不知道怎么用英语表达”，有

时中式英语痕迹较重。反思这一问题，笔者发现，

有些基础较为薄弱的同学阅读教员提供的输入材

料有一定困难。所以接下来，一方面要更加精心

挑选阅读材料，争取能做到分级；另一方面要加

强对这些学生的指导，将文章中的有用表达与句

型突出出来，使学生注意到并有意识地使用。

（二）笔者的教学反思

笔者通过数个单元的在线教学设计和实践，

对产出导向法的效果及其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进

行了反思。

１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效果
通过问卷调查、学员访谈等，笔者认为产出

导向法能有效提高学员的在线学习投入。无论是

行为投入、情感投入还是认知投入，实验组的结

果都远远好于控制组，详见图１。

图１　学习投入度对比图

其中，情感投入度得分最高，平均分为 ４２。
学生非常认可在线讨论交流的价值。９３５５％的学
生认为 “参与这门课时感觉很好”，８８７１％的学
生认为 “参与这门课时感到很有兴趣”。值得一提

的是，“这门课本身很有趣”这个选项，实验组与

控制组平均分差距最大 （实验组为４１９，控制组
为３９６）。这说明 ＰＯＡ在线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学生对军事英语这门课的畏难心理，提高了

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和兴趣。正如学生在开放式问

题中所言，“更加自信”“更加热爱英语学习”“讨

论中提升了自我”。

行为投入度平均分为４１４，仅次于情感投入
度。９５１７％的学生认为自己 “努力地学习这门

课”，９３５５％的学生认为自己已 “竭尽全力”，

９３５５％的学生参加了课程中的活动。 “我在这门
课上很专注”选项的平均得分为４２４，远高出控
制组平均分４０１。学生在线上学习保持专注非常
难得。一方面，多门课程同时开设在线课程，学

生课业负担较大；另一方面，在教室上课同学间

可以互相影响、相互促进，但是在线上学习时通

常一个人在家，干扰因素较多，精力容易分散，

难以保持专注。很多任务需要小组合作完成，组

内合作交流能够减轻学生个人在家的孤单感，并有

效增加在线行为投入。除此之外，课上的小组任务

汇报或展示，跟老师一起展开师生共评，如评价其

他小组，也都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行为投入。

认知投入度平均分为４１１，也高于全年级的
平均得分３９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９１９３％的学
生认为 “对基本概念有了更多的理解”，９０３３％
的学生认为 “学到了知识性的内容”，８７１％的学
生认为 “学会了在课外讨论学习话题”，８８７１％
的学生认为 “进行了归纳总结与自我反思”。

除此之外，还有两道排序题，学生对参与活

动的频次以及影响其参加活动积极性的各项因素

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 （最高分为７，分值越小越
不重要）。实验组与控制组最大的不同在于小组讨

论的频次 （见图 ２）。实验组参与活动的频次为
５５５，远高于控制组４３１。关于学习积极性影响
因素 （最高分为８，分值越小越不重要），最大的
不同在于实验组将 “对任务感兴趣”放在最重要

位置，分值为７５３，而控制组该项得分仅为６４６
（见图 ３）。另外，实验组认为 “教师的肯定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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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８）”比 “考试成绩”（５１３）更重要，与 “提

高知识与技能”和 “对话题感兴趣”几乎一样重

要。这说明教师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有效 “促

成”学生完成任务。图３表明，产出导向法中的

任务设置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

增加语言使用机会，促使 “小组激烈讨论”，让学

生 “合作很愉快”，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自然

较多。

图２　参加活动频次对比图

图３　学习积极性影响因素对比图

２产出导向法的在线实施难点与建议
经过数轮的教学实验，笔者发现，在产出导

向法的在线实施过程中，任务的设计、学生任务

的即时评价都非常具有挑战性。目前的大学英语

教学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照本宣科，课文讲解

面面俱到，单词、长难句讲解细致入微，但是学

员并不能将其用在写作或口语中；另一种是过分

强调 “以学生为中心”，课堂有较多的口语活动，

但是由于缺少与任务相关的输入，学生口语表达

时要么是中式英语，要么直接用中文或者沉默不

语，教师的 “脚手架”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因此，在教学设计上，首先，需要有效利用产出

导向法，将输入与输出紧密结合在一起，设置与

输入内容相关的任务，充分发挥教师的脚手架作

用，使学员将学到的词汇句型转化成 “积极词

汇”，并能进一步活学活用。这就需要教师在任务

设计上多下功夫，从词汇出发，然后到句型，最

后是篇章与交际技巧，慢慢提升任务难度。随着

学习的深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逐渐撤

除 “脚手架”。其次，因为学生在线听课时的注意

力一般为１０到１５分钟，因此更要强调讲与练结
合、学生汇报与评价结合，并有效控制各个活动

的时间。如教师会花１０分钟左右点评学生的朗读
作业，然后结合讲解的重点和朗读技巧让学员做

朗读练习。值得说明的是，这个过程中教师运用

思维导图和电子白板，既示范了如何制作思维导

图，也为学生自己制作并讲解自己的思维导图做

了示范，为学员完成任务搭建了 “脚手架”。

另外，在教学评价上，师生共同对任务的评

价至关重要。评价得当，能够起到有效的 “促学”

作用。笔者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教学目标

清晰可测量。所有的教学评价都重点关注教学目

标的达成情况，这也关系到在线评价表的设计。

要使学生清楚评价的内容与标准，使其无论在合

作完成任务时还是在评价同伴任务时都有据可依。

当然，教师也要逐条解释评价表中的内容，并利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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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生的作业作为样本进行示范说明。二是教师

多引导学生去 “评”。正所谓 “告之，则恐遗忘；

示之，铭记于心；行之，学以致用”。要鼓励学生

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为每个评价的任务提出至

少两个闪光点、两条意见。教师还可以在课后跟

各小组复盘，总结归纳小组任务的不足，并让学

生修改后在ｑｑ群再次提交。

五、结语

针对目前我国外语教学中 “学用分离”的弊

端，产出导向法倡导 “学用一体”，教学流程分为

“驱动—促成—评价”三个阶段。输出驱动，设计

产出任务，既是起点也是目标，既可以倒逼输入，

又能够学以致用；输入促成，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提供学生完成任务所需的内容、语言和交际

技能等；产出评价，师生共同评价，以评促学，

实现输出与输入的对接。笔者在疫情期间的在线

教学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共进行了

六个单元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较满意的教学效果。

未来的研究可以就同一个课程展开线上与线

下的对比研究，或采用混合式教学展开行动研究。

另外，可探讨在资源建设、输入内容上如何发挥

学生能动性与自主性，如何提供分级分类、多种

形式的输入内容；在课程设计上，学生英语水平

各异，如何平衡学生间的不同需求，如何设计难

度递进的输出任务；在评价上，如何根据各类目

标编写相应的评价表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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