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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来，一系列教材、

教学评估方法及《教学要求》相应出台，它们都围绕着一个

主题，即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learning）能力

和语言实际运用能力（practicalabilities）[1]。自主学习是指

学习者自己主宰自己的学习，强调自我调节、自我监测的一

种定向反馈循环过程，是学习者终身学习和毕生发展的基

础，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自从 在 1981年提出自

主学习概念后，学者对自主学习的研究日趋热烈。基于人文

主义教学法（HLA）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的自主学习，被认为是由学习态度（动机）、

学习能力和学习环境三个维度构成 [2]。

自主学习态度指学习者在自主学习中稳定的心理状态，

包含三方面：第一，认知层面，指对学习对象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情绪层面，指学习者对所学对象抱有的积极或消极的

情感；第三，动机层面，指学习者是否主动并付出实际行动

进行学习。研究表明与其他科目比较，英语学科最依赖学习

者学习态度，英语学习效果的好坏与学习态度关系最紧密；

积极的情感因素（态度、动机）会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学习行

为以及学习效果 [2]。自主学习概念提出后，众多中国及其他

国家学习者从各个维度对自主学习能力，影响因素以及评价

量表等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作为自主学习当中重要组成

部分——学习态度的相关研究很少。

同时，自主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作为主体的现代化学习

方式，强调由学生自己进行学习内容和方式方法的支配。传

统的以教师为主体“满堂灌”的课堂教学方式，让学生已

经习惯于一种被动的学习方式，缺乏学习所必需的自主学习

行为和积极的学习的态度，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相当薄弱。

因此，以当今信息技术为基础，一些把传统教学模式转变学

生自主学习模式的教学方法应运而生。其中，2015年由文

秋芳教授提出的“POA（ ）产出

导向法”主张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网络平台课

前线上知识输入，运用驱动任务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及独立思考能力，设计促成活动通过线上的输

入，在线下完成多个子目标的输出，最终完成输出总目标，

它既以输出为起点，驱动学生学习热情，又以输出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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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从而提升学生英语产出能力。“POA产出导向

法”教学理念与自主学习的概念相契合，POA教学理念的

实施离不开学生的自主学习。因此本研究想探讨与传统教学

相比，“产出导向法”教学方式是否对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

态度有所改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本研究拟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①与传统教学相比，POA产出导向教学法是否改善大

学生英语自主学习态度；

②如果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态度有所改善，具体表现

在哪些方面。

本研究于 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实施，笔者担任《大

学英语》课程非英语专业文化班教师，2020级数学教育 1

班共 60名学生参与本项实验。实验周期为 18周，前 9周为

控制周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后 9周为实验周采用 POA产出

导向教学方式。使用教材为第六版《实用英语》综合教程 1，

选出 4个单元为教学单元，利用 QQ、微信、微博、邮箱为

互动平台。

前 8周采用传统教学法，课上主要为教师授课模式，

学生偶尔参与，课前预习课后完成习题，8周结束后要求学

生完成第一次问卷调查；后 8周采用 POA产出导向教学法，

课前在线上给学生输入学习视频或参考资料并设定任务，如

阅读并理解文章、记忆单词、挑出重难点，由学生线下进行

自我输入及学习，课上由学生自己输出学习成果，教师作为

课堂的监督者实时查缺补漏，根据不同单元主题让学生在课

堂进行话题讨论或者角色扮演，并通过学生互评或师生互评

的交叉评价方式敦促学生自主学习。8周课程结束要求学生

完成第二次问卷调查。

论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前 8周和后 8

周两次问卷调查数据对比看 POA产出导向法是否对大学生

英语自主学习态度有改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表 1所示，第一次数据收集也就是传统教学 8周后，

有 33%的学生表示会较多或经常提前完成教师布置的预习

任务，而 POA产出导向法教学 8周后有 65%的学生表示

会完成预习任务；传统教学后 27%的学生表示会主动参与

课堂教学活动，POA产出导向法后 40%学生表示会主动参

与课堂教学活动；传统教学后 30%学生表示课后会自主学

习英语，POA产出导向法教学后 50%的学生表示会课后主

动学习英语；传统教学法后 30%的学生表示喜欢英语课，

POA产出导向法教学后 53%表示喜欢英语课（所有百分数

采用≥基本符合的人数占比）。

考虑到项目 2、3、4第一次数据收集和第二次百分比差

别不太大，笔者考虑学生英语基础，基础太差的学生可能教

学方法的改变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于是作者把基础中上同学

的数据挑出重新整理，全班 60名学生有 35名学生高考成绩

在≥ 85分，把这类学生作为基础中上，数据收集如表 2所示。

传统教学法 POA产出导向法

符合（经常）
基本符合

（较多）
偶尔 不符合 符合（经常）

基本符合

（较多）
偶尔 不符合

会完成教师布

置的预习任务
10 10 11 29 14 25 14 7

会主动参与课

堂活动
6 10 14 30 8 16 20 16

课后会自主学

习英语
8 10 20 22 13 17 14 16

喜欢英语课 6 12 18 24 10 24 16 10

注：表中数字为人数 .

传统教学法 POA产出导向法

符合（经常）
基本符合

（较多）
偶尔 不符合 符合（经常）

基本符合

（较多）
偶尔 不符合

会主动参与课堂活动 6 7 8 9 8 11 9 7

课后会自主学习英语 8 8 12 7 12 13 8 2

喜欢英语课 6 12 9 8 10 20 4 1

注：表中数字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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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所示，传统教学法后 37%的中上水平学生（≥

基本符合的人数占比）表示会主动参与课堂活动，POA产

出导向法后 54%的学生表示会主动参与；传统教学法后

46%的学生表示课后会自主学习英语，POA产出导向法后

71%的学生表示会自主学习；传统教学法后 51%的学生表

示喜欢英语课，POA产出导向法后 85%的中上水平学生表

示喜欢英语课。

如表 1所示，在提前完成预习方面，POA教学法后学

生占比从 33%提到 65%，几乎翻倍，这跟我们 POA产出导

向教学法密切相关，因为 POA要求在课前通过网络平台课

前线上知识输入，运用驱动任务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教

师会提前布置一些自学小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及独立

思考能力，这样学生在课堂在线下完成多个子目标的输出，

这是有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大部分大学生会因为课堂压力会

提前完成预习任务。在第二项课堂参与部分两个表格都显示

POA教学法后占比提升一些，但不显著，尤其整体学生主

动参与人数不高，笔者认为这跟学生性格和英语学习焦虑相

关，中国学生大多比较腼腆不太敢于自课堂表现，尤其非英

语专业还存在英语学习焦虑，不敢开口。第三第四项 POA

教学法后≥基本符合的人数有所增加，在表 2（英语基础中

上学生）当中尤其明显，这说明 POA教学法对有一定英语

基础的学生效果尤其明显，学生课后自主学习频率增加，也

更加喜爱 POA产出导向教学法的课堂，学生整体英语自主

学习态度得到改善。

POA产出导向法对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态度有所改善，

尤其是在课前驱动任务时，能驱动学生课前输入，课堂参与

度也更好，尤其课后自主学习态度改善，因为在课堂输出环

节创造“学习饥饿感”，让学生更有热情自主学习。当然，

教师如何把控 POA教学法的实施非常重要，如何设计课前

驱动任务，如何在学生产出过程中给予合适的评价同样非常

重要，这都需要教师在不断学习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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