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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专业实训（商务谈判）》依托校内仿真实训环境、

结合校外参观，在校内专业导师为基础、同时个别邀请企业

外贸类职业人士为辅助的形式，让学生组成团队进行对商务

谈判的模拟操作，要基本适应外贸谈判中的各个环节，如入

企面试、企业介绍、产品介绍、报价、样品展示、会展布置、

货运联系、票据填写、索赔答复、后期服务等进行熟悉、操

作和演练。当前笔者所在学院英语专业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

能力还比较薄弱，语言产出能力比较欠缺，包括口语交流和

书面表达能力。这与英语专业教学缺乏实践性教学环节有很

大关系。基于此，本实训结合“产出导向法”，重点借鉴“学

用一体说”理念、“输出驱动”假设、“输入促成”假设，

对实训的各个环节进行教学改革与探索，旨在培养学生拥有

在涉外商务谈判中所具备的扎实理论基础及实践应用能力。

商务谈判作为一门学科，同时亦是一门艺术，在国际

商务活动中地位日益重要，已然成为关乎企业国际化经营利

益和企业发展兴衰的重要环节。为了适应社会对商务谈判人

才的需求，本实训将语言、商务知识与技能以及跨文化交际

等能力的培养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旨在培养出适应国际潮

流、拥有较高就业竞争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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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the “output-oriented method”, the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 of business negotiation in the author’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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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目标方面，本实训意在提高学生对商务礼仪、

报价、谈判、合同签署等商务谈判专业知识的了解；指导学

生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技能以及相关外贸流程中的商务词

汇和表达方式。在能力目标方面，本实训注重培养学生对外

交流的能力，强化学生商务英语的表达能力。通过训练，结

合具体的交易背景，意在提高学生的基本英语沟通和交流能

力、商务谈判基本语言技能、接洽各种外贸事务的能力、熟

练掌握对外贸易惯例做法的能力、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及团

队协作等能力。

①商务礼仪、商务电话和商务写作。带领学生学习主

要的国际商务礼仪，掌握商务场合常用的口头与笔头英文表

达，进行模拟演练。

②商务谈判基础理论与实操。带领学生了解商务谈判

基础理论知识，流程和准备工作。部分内容结合案例分析进

行讲解，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现场演练。各组仿真综

合训练可以根据所给话题或者案例，综合所学以小组为单位

全英文进行外贸等其他商务领域的磋商。

③商务简历、求职和面试指导。为了提升学生的就业竞

争力，导师指导学生完善中英文求职简历，通过模拟面试积

累求职经验，通过师生互动答疑增加对外贸等行业的认知。

④跨文化商务交际、外贸流程和合同磋商。带领学生

理解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商务洽谈，懂得处理跨文化交际的挑

战，体会与客户的博弈心理。且能真诚面对顾客但不失谈判

技巧，做到不卑不亢，维持一定价格和利润空间。为使“商

务谈判”项目能顺利进行，会帮助学生巩固外贸开户开发、

报价、谈判、签署合同等环节的核心知识，而后进行模拟演练。

⑤总结与反馈。设置现场互动和答疑环节，对学生的

表现进行整体的点评、反馈与总结，分享日后继续在该领域

持续学习的资源和方法。

确定教授的内容之后，经过反复的探索和实践，结合

该课程的特点与性质，以产出导向法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在

外贸谈判综合实训中初见成效。产出导向法基于“学习中

心”“学用一体”和“全人教育”的教学理念，采用“驱动”“促

成”和“评价”的教学流程，强调“教师主导”作用 [1]。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西方教学理论的影响，我们

在教学方面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弱化了自己的课堂引导作用。文秋芳老师特别强调虽然“学

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不能代替学生学习，但在课堂上

如何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学习、学有成效，教师起着主导作

用” 。商务谈判实训课程的内容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难度较

大，因此教师更加需要引导学生做好谈判实操之前的铺垫。

同时，由于商务谈判实训课程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提高学生应

对真实场景中综合能力，教师也要避免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

式，增加学生的实践及仿真操作时间。依据产出导向法，本

实训课程教师的基本教授流程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任务驱动

在商务谈判实训课程中，教师需要尽量创造趋近于现

实的情景或实际业务中频率出现较高的场景，使他们在课堂

上所掌握的语言、外贸知识、谈判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等

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用。教师通常会在课程的热身阶段便引

入课程涉及到的仿真场景。在传统的课堂中，教师在热身阶段

一般都止步于“引入”。但是在本实训课程中，我们在引入仿

真场景后，会让学生自己先尝试完成交际任务。这样做的目

的便是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语言和交际能力上的不足，

以便后续课堂中更好地学习和吸收。通过任务驱动，教师也

能明确地向学生表达此次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后续产出任务。

教师在设计课堂任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任务的合适性原则。教师应该尽量避免给学生

布置太过复杂或者繁琐的任务，这样的任务不仅在课堂中可

操作性不强而且易消磨学生的耐心。同时，难度太高的任务

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而难度太低的任务则不具有操作意义。

第二，任务的真实性原则。这是指教师给予学生的语

言任务是学生在未来工作场景中极有可能碰到的情景，即将

课堂任务与工作任务相关联，避免语言脱离环境与语境，增

强学习者对语言得体性的理解。

第三，连贯性原则。各个任务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前后

呼应、承上启下、环环相扣的，顺序的安排应该是先易后难

或者有恰当的内在逻辑设计支撑，毫无关联的活动或者单纯

的任务堆砌对提高学生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3]。

产出促成

在商务谈判实训课程中，为了最终提高学生的实践应

用能力，我们会安排较多的时间在仿真操作上，让学生在实

践中巩固理论知识并提高应用能力。那么，如何帮助学生准

确高效地促成任务产出，是最重要的环节。在上一阶段任务

驱动的环节，学生们已经知晓了当堂学习目标和课堂任务，

他们此时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指导去帮助他们

完成任务产出。文秋芳老师在阐述“输入促成假说”时解释

过，如果在学生互动交流的基础上，教师又能够提供恰当的

输入材料，这些材料就能起到“专家引领”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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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根据每节课授课内容，安排相应的课堂任务，并

提供相应的背景知识供学生学习，这样相比于由学生自己查

找资料、讨论学习效率会更高。此后，在学生进行任务产出

时，教师也会给到一定的指导和检查，使得学生能够将所学

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反馈评价

教师能否在学生完成任务产出后给到有效的反馈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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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决定了任务最终的完成程度。李广凤和王楠楠提出可以从

三个方面提高反馈有效性：“一是准确把握反馈有效性评价

标准，将直接反馈与间接反馈、个人反馈与集体反馈相结合；

二是重视学习者个体因素，将形式反馈与内容反馈、积极反

馈与消极反馈相结合；三是运用多元化的反馈模式，将系统

反馈、同伴反馈与教师反馈相结合。”基于这三个方面，本

实训过程中，在学生完成任务产出时，教师会从不同角度给

予不同形式的反馈，并会安排一定比例的同伴反馈，不仅让

教师知晓学生掌握的程度，也让学生了解自己的水平，了解

如何进一步提高，并让学生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另外，本实训课程以团队和个人为单位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考核，根据学生的出勤率、贡献率、参与程度、现场表

现等具体表现对团队内不同学生进行区别打分，注重过程

性和现场表现性。考核采用 5级评价体系，即优秀、良好、

中、合格、不合格。学生的最终成绩由以下部分组成：参

与过程表现占比 30%；基础知识书面测试占比 30%；模拟

训练阶段，采取组间互评以及教师评价，占比 40%。

在学院领导和校内外教师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商务

谈判综合实训课程教学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①本实训将语言、商务知识与技能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培养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学生在商务谈判中运用英语的技

巧和能力有一定的提高，包括运用英语进行口头及书面商务

交际的能力。教师将教学内容与商务活动紧密联系，使学生

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也了解了现代国际商务的现状，提

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开拓了国际视野。根据 2020—2021

年度的“东方学院专业综合实训商务谈判教学效果调查问

卷”显示，超过 72%的学生表示实训资料充足，设备及网

络等能够满足需求；超过 78%的同学认为能够跟上实训进

度，进度较为合适；学生们认为通过实训可以提高外贸行业

与职业认知、熟悉外贸操作的相关技能与知识、提高跨文化

交际及价格谈判能力、学习商务礼仪以及商务函电表达等。

②以“产出导向法”为指导的教学方式不仅丰富了实

训的课堂活动，使之灵活多样，还让学生能够主动、积极地

参与其中，而且由于强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生在学习

以及操练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更有效的指导，因此任务产出

的效果得到了提升。同时，在学生开始任务产出之前，明确

地知晓了学习目标以及自己的薄弱之处，在后续的学习中便

更有针对性。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同学在实训过程

中表示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和互动，这便是实训中安排恰当

的任务产出带来的效果，学生不是课堂中被动学习的对象，

而是主动学习的主体。

③更新的课程反馈与评价机制以更多元化的方式给予

学生和教师更为客观的评价。课堂上教师的即时反馈有助于

学生即刻了解问题所在，纠正错误；课后的反馈有助于学生

进一步巩固提高。在评价方面，教师以教学反思的形式，根

据教学实践对课程效果进行回溯性评价，包括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评价机制等；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从语言、内容、连

贯性、文体适用性、是否达到交际目的等方面对书面语和口

语进行考察；学生对课程效果和自己能力的评价，通过发放

问卷收集学生的评价和反馈意见，问卷分为对课程的回溯性

评价（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机制等）和对自己能

力的评价（包括语言应用能力、交际能力、实际操作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并就部分典型问题和反

馈进行深入访谈。

虽然本实训课程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教学过程

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阻碍了模拟谈判的有效开展。

①教学设施有待更新，主要是谈判实训室的硬件设施。

授课过程中多次遇到相关设备无法使用的问题，在有经费支

持的前提下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升级换代以及设备的增添。仿

真实训教室整体环境的升级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更加真实的

商务谈判过程，从而提高实训成效。

②教学内容方面还缺乏一定广度和深度。导师们可以

加大教学内容的交流，多举办座谈会和研讨会，对教学内容

进行优化分配。同时结合国内外最新动态改善教学内容，更

新教学案例，比如国际谈判中的思政元素挖掘，项目案例式

教学等等。需要进一步加强校内外导师的交流，将理论与实

践更好地结合。

③虽然实训课程中使用的教学方法在引入“产出导向

法”之后有一定的改进，但是整体仍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促进产教融合。建议在传统授课的基础上，增加项目式互动

以及小组模拟等活动的实践时长，推进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

学和自主学习。

基于“产出导向法”，本实训课程在对以往的教授内

容以及教授方式进行改革之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包括学

生在商务谈判中运用英语的技巧和能力得到了提高、实训课

堂实操活动更加多样性、课程反馈与评价机制更加多元及客

观。但是，仍旧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教学设施不够完善、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待改进。基于这些问题，应从提高课程

设置的整体性、系统性，提高模拟谈判真实感，增加实践课

时等入手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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