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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出导向教学法 （ＰＯ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为进一步探讨ＰＯＡ理论在
大学生听说课堂上的应用，通过回顾国内外多模态话语理论的发展，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研究

法找出多模态理论和ＰＯＡ理论的拟合点，设计出适合大学生听说课的教学模式。研究结果表明：
多模态环境下ＰＯＡ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听力技能、用语言做事的综合能力，且对学生
可选择性输出语言的成效和口语输出能力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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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颁发的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中明确提出：“英语作为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

言，是国际交往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英语作为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和使用最广泛的语

言，已逐渐成为国际通用语，这是英语课堂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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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所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

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

别是听说能力。”英国教育学家Ｌ．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所
提到的 “不听莫说，不说莫读，不读莫写”的外

语教学原则，说明了听说技能是其他语言技能的基

础。随着近年ＣＥＴ４／６的笔试改革，听力部分占试
卷总分的比率由原来的２０％上升为３５％，口语考
试放宽报名资格，也都进一步印证了听说能力在考

查学生语言能力方面所占的比重。文秋芳调查用人

单位对毕业生的英语能力要求，首先是听说，其次

是笔译、阅读能力［１］。由此可见，培养听说能力

才是外语教学的第一要务，也是提升学生的英语应

用能力的基础。

本研究立足于多模态理论和 ＰＯ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ｕｔｐｕ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产出导向教学法），针对目前高
校英语听说课教学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网络多模

态环境下ＰＯＡ对大学生多元听说能力的培养。

二、理论基础

　　 （一）多模态学习理论

在２０世纪末期，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了多模态
理论的概念，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多模态的定义并

未统一。国内学者顾曰国、张德禄将学习过程中学

习者与外部信息交流时用到的多种感官，譬如听

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称之为模态［２－３］。

Ｋｒｅｓｓ指出多模态是指教育者和学习者利用环境中
可选择的多种符号资源：语言、目光、手势、动

画、音质、课室布局、墙壁展示等，根据语言输入

和输出的需要选择和重组符号资源，实现意义重

现［４］。综合各位学者观点，本文中所用的多模态

包括感官模态 （听觉、视觉、触觉等）、符号模态

（语言、动作、图像、声音）以及信息输入和输出

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模态转换。

在多模态听力教学方面，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１０）认
为听力材料可以通过符号模态，如音质、目光、手

势、表情、动画等，补全语言符号表征的信息，提

高学习者正确全面理解材料的概率［５］。Ｇｕｉｃｈｏｎ多
模态听力学习除了利用符号模态，还能使用认知系

统的双通道特点，多种模态的综合运用更有助于提

升学习者听力理解能力［６］。除此之外，多模态学

习还能提高学习者的口语水平，展开多模态符号的

交互研究，主张在口译教学中引入多种符号模态，

从感官上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７－８］，促进语言知识

的内化和词汇习得［１０－９］，以及对学习态度和自信

心产生积极的冲击力［１１－１２］。

现有文献对多模态环境下的听力学习的研究已

积累了一定的资料，但在多模态条件下介入产出导

向教学法的听说学习探讨较少，存在较大的研究

空间。

　　 （二）ＰＯＡ理论

在２００８年，针对英语专业课程改革，文秋芳以
Ｓｗａｉｎ的 “输出假设”作为理论基础，首次提出了基
于 “学用一体”理念的 “输出驱动假设”。２０１３年
文秋芳将该假设拓展应用到大学英语教学，２０１４年该
假设被修订为 “输出驱动 输入促成假设”，并将其

正式命名为 “产出导向法”（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ＰＯＡ的理论体系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ＯＡ

　　文秋芳强调 “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和

“全人教育说”三大教学理念，主张教学一定要实

现教学目标、促成学习的有效发生；要 “学用结

合”；教师要通过产出任务的话题驱动、为产出服

务的输入材料和组织形式，来实现外语教学的人文

性和工具性目标［１３］。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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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驱动假设”主张通过产出任务来调动学

生学习的热情和欲望，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在Ｋｒａｓｈｅｎ的输入假设和 Ｓｗａｉｎ的输出假设的基础
上，“输出驱动假设”主张用 “输出 输入 输出”

的教学顺序取代传统的 “输入 输出”。“输入促成

假设”认为在输出驱动的基础上，提供可理解性

的输入材料，可以激发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提高

语言运用能力。“选择性学习假设”旨在依据产出

任务的需要，从已输入的材料中选出可用部分进一

步加工、运用和记忆。

ＰＯＡ的 “驱动”教学环节与传统的导入最大的
不同在于激发产出欲望，而不仅仅是为输入后面的内

容做准备。“驱动”包含三个环节：１）呈现交际场
景；２）尝试产出；３）说明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
“促成”环节包含：１）教师设定产出任务；２）学生
展开选择性学习，教师给予指导；３）学生呈现产出
任务，教师指导并检查。ＰＯＡ的三个教学阶段 （驱

动、促成和评价）与教师的 “主导、中介”作用构成

ＰＯＡ教学的支架。
继文秋芳之后，有学者提出 “以输出驱动输

入”建设英语专业课程群的构想，帮助学生认识

到输出的强大驱动力并提高口语输出的准确性［１４］。

张文娟尝试将 ＰＯＡ应用于大学英语课堂，利用产
出任务驱动学习、利用输入性学习促成产出［１５］。

孙曙光把ＴＳＣＡ（师生合作评价）拓展到实践教学
中去，指出评价焦点不宜过多，选择焦点遵循典型

性、可教性和渐进性原则（１７）。

在语言习得领域，多模态理论和 ＰＯＡ理论有
着很大的适切性。在教学驱动环节，多模态理论能

够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但是从两者的适切性角

度探讨英语教学的研究鲜有涉及。更从未见在多模

态环境下，以ＰＯＡ教学法展开的关于高校非英语
专业大学生英语听说课的相关研究。

　　 （三）多模态 ＰＯＡ听说教学本质

要提升学生的听说能力，就需改良 “听力为

主，兼顾口语”的传统听说课堂教学。影响听力

理解的三种因素是：词汇的理解、句法的分析、记

忆过程和认知 （加入出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提出听力理
解的过程有两种模式：自上而下 （ｔｏｐｄｏｗｎ）、自
下而上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听力的目的分为：信息交

换功能和人际交往功能。“互联网 ＋”的多模态条
件下，听说资源随手可得，教学中需整合这些资

源，否则会加重学生的认知负荷。

Ｋｒａｓｈｅｎ（１９８５）的输入假说将 “可理解性输

入”引入听力教学，认为语言学习很大程度上依

赖听力的输入，却忽略了输出对二语习得的促进作

用。Ｓｗａｉｎ（１９９５）的输出假设肯定了 Ｋｒａｓｈｅｎ的
输入假说，并补充了输出不可或缺的四大功能：强

化语言流利度；验证语言假设；提高语言缺口意

识；培养元语言能力。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在学习的

不同阶段，要以输入驱动输出［１８］。文秋芳首次全

面系统地提出的 “产出导向教学法”，提出 “输

出驱动假说”，主张用 “输出 输入 输出”的教

学顺序取代传统的 “输入 输出”教学顺序；“输

入促成假说”提出在输出假说的基础上，教师提

供恰当的输入材料，能够提升学生输出水平。

因此，我们认为多模态 ＰＯＡ听说教学的本
质，是调动多种模态参与教学，根据 “产出导向

教学法”原理，并参照其教学流程图，设计多种

听说活动任务，调动多重认知感官以不同的形式参

与听说课堂，旨在提升学生的整体语言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寻求多模态环境下 ＰＯＡ理论对培

养高校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听说能力的有效性。主要

研究三个问题：１）多模态环境下ＰＯＡ对听力理解
能力的提升作用；２）多模态环境下ＰＯＡ对语言综
合运用能力的促进作用；３）多模态环境下ＰＯＡ对
可选择性输出语言和口语输出能力的作用。

　　 （二）研究对象

依据分级考试的结果，研究对象为河南某高校

非英语专业２０１６级学生，他们是同一个院系的同
一级别的四个班级 Ａ，Ｂ，Ｃ，Ｄ。其中 Ａ班和 Ｂ
班为实验班，Ｃ班和 Ｄ班为控制班 （具体人数见

下页，表１）。根据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中

对学习者英语能力的界定标准，所选研究对象符合

ＰＯＡ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要求。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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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对象分组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

实验组 人数 控制组 人数

Ａ ５２ Ｃ ４９

Ｂ ５５ Ｄ ５６

总计 １０７ １０５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有四个。第一，自编调查问卷：分闭

合式和开放式。闭合式题目采用五级量表形式，用因

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和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系数检验问
卷的信效度。以此测量学生的学习策略、学习需求、

动机、情感策略、对课程的期望以及自我评价。第

二，口语测试卷：每学期期末口语考试题和 ＣＥＴ
ＳＥＴ４，用来测评学生的口语成绩和水平。第三，听
力测试卷：每学期期末试卷和ＣＥＴ４听力试卷，用来
测评学生的听力成绩和水平。第四，听说实践作业展

示：内容主要为时政焦点访谈、文化展示、商务会谈

等切合实际交际场景的主题，用来测评学生的语言综

合应用能力，尤其是口语表达能力。

本研究依据研究问题和变量的性质，结合问卷

调查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样本进行 ｔ检验等方
法，探究在前测和后测中，每个因变量是否具有显

著差异。

　　 （四）实验过程

　　１．多模态 ＰＯＡ听说教学宗旨

第一，以提高学生的听说实践能力为总体目

标，培养用所掌握的综合语言知识和技能做事的能

力；第二，遵循 “输出驱动 输入促成”假设，引

导和激活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输入的语言知识和

技能，激发学生在真实语境下应用语言知识和语言

技能的愿望；第三，根据教学目标，选定合适的教

学内容，对实验组的教学内容进行二次改编，同一

级别采用相同的教学材料。然后，依次展开教学组

织、教学评估、教学实践展示和欣赏。

　　２．多模态 ＰＯＡ听说教学过程

具体阐述多模态 ＰＯＡ听说教学的过程，实验
组和控制组均为同一教师所带班级，且二年级上学

期的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均无显著性差异，也就是

说四组被试的英语水平总体上没有太大差异，平均

每周都有２课时的英语听说课，由此可以推断出所
有实验结果的差异性是由教学模式、教学环境的不

同所引起的。实验组在计算机多媒体实验室进行，

控制组依然在普通语音室上课，所有被试均使用

《新标准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教学法专家 Ｕｎｄｅｒ
ｗｏｏｄ总结出听力三个教学环节［１９］：听前、听中和

听后，结合文秋芳教授所提出的ＰＯＡ教学法中的三
个环节：驱动、促成和评价，构成多模态 ＰＯＡ听
说教学的三个基本环节：听前驱动、听时促成和听

后评价。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有意识地设计学生讨

论、预设情景、分析材料、编写表演对话、小组活

动、复述以及口译等以输出带动输入的练习 （见

图２）。

图２　多模态 ＰＯＡ听说教学流程
Ｆｉｇ．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ＰＯＡａｕｒａｌｏｒａｌｃｌａｓｓ

　　 （１）听前驱动环节。通过图片、动画以及视
频等可视化资料展示本节课的主题，听觉模态和视

觉模态相结合的任务更能激发学生的听说潜能。以

《新标准听说教程》第二册的第五单元为例，展示

在听前驱动环节设计的教学任务。任务一：通过视

频短片提供的信息判断所列观点是否正确，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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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观点的详细信息。本环节采用小组讨论的方

式，每个小组的组长和记录员负责整理本组的答

案，并指派代表陈述理由。任务二：根据给出的既

定信息和听到的对话内容，围绕主题编对话。在整

个活动中，教师仅仅充当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的

角色，并且要对产出活动给予即时评价。口语产出

任务的设计，主要是加深学生对视频短片的理解，

掌握一些商务谈判的礼仪，学会使用推测、整合以

及转述等听说策略。这些驱动任务和学习策略会帮

助学生在听中促成环节掌握有效的信息。

　　 （２）听中促成环节。主要任务：概念促成、
人际促成和语篇促成。借助音频材料和视频材料带

领学生来展开听力学习，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要充分

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个感官辅助听力

学习。以本单元的复合式听写为例，题目要求听三

遍后，将短文的空格补充完整。听力任务结束后，

通过跟读任务纠正发音，通过复述和口译任务提升

词汇、语法和句法。

（３）听后评价环节。文秋芳提出评价环节可
以促进学习的发生，是检测目标是否实现的工具，

并可以及时发现目标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多模

态ＰＯＡ听说模式的评价方法是 ＴＳＣＡ（师生合作
评价体系），评价形式包括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在过程性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所参与的口语和

听力任务给出即时评价，以便学生课下可以有意识

地按照教师引导的方法输出语言。为此，要制定实

践活动的评价维度：通过语音语调、语言准确度和

流利度、内容和结构来评价口语表达能力。成果展

示的形式可以多样化：话剧、场景模拟、动画配

音、歌舞才艺展示等；内容的选择可以是大学生

活、时事热点、跨文化等积极向上反映现实的主

题。期末的教学成果展示由任课教师和嘉宾教师根

据评分标准同时打分，听说课的学期总评成绩包括

期末考试 （口语 ＋听力考试，占 ５０％）、成果展
示 （占２５％）、网络自主学习 （占２５％）。

四、实验结果统计

　　 （一）实验班和控制班前、后测听说成绩对

比分析

　　针对实验班和控制班的前后测成绩进行配对样本
ｔ检验，数据表明：１）两次测试的听力成绩都有显著
性差异 （ｐ＝０．０１５＜０．０５＆ｐ＝０．０２９＜０．０５），实验组
两次测试的均值差ＭＤ＝５．６９０，控制组两次测试的均
值差ＭＤ＝４．４１０；２）前后两次测验的口语成绩只有
实验组的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０８＜０．０５），实验组前
后测的口语成绩均值差ＭＤ＝８．８２９，控制组前后测的
口语成绩均值差ＭＤ＝２．５２６（如表２、表３所示）。

表２　实验组前、后测成绩分析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ｇｒａｄ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ｔｅｓｔａｎｄｐｏｓｔｔｅｓｔ

课程
前测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后测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差 ｔ检验 自由度 概率ｐ

听力 １０７ １６．８２０ ８．０３５ １０７ ２０．５１０ ９．２８ －５．６９０ －４．４３８ １０６ ０．０１５

口语 １０７ ６５．７２０ ５．３７４ １０７ ７４．５４９ ６．２９ －８．８２９ －６．９８２ １０６ ０．００８

表３　控制组前、后测成绩分析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ｇｒａｄ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ｔｅｓｔａｎｄｐｏｓｔｔｅｓｔ

课程
前测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后测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差 ｔ检验 自由度 概率ｐ

听力 １０５ １５．９５０ ７．８７３ １０５ ２０．３６０ ８．２９１ －４．４１０ －３．５９７ １０４ ０．０２９

口语 １０５ ６６．０２８ ６．２５ １０５ ６９．３３７ ６．２９ －３．３０９ －２．５２６ １０４ ０．１７２

　　 （二）学习能力反馈

下页表４的数据显示：６２％的学生能够将听到
的故事复述下来；５５％的学生能写出所听材料的摘
要；仅有４７％的学生可以根据所听语料前半部分推

断出结尾；根据教材提供的语料，高达７３％的学生
能够参与到预设问题讨论中；５９％的学生根据所听
到的语料准备演讲，８１％的学生能够适应ＰＯＡ听说
教学模式提倡的小组合作学习；根据语料和不同的

听说任务，７９％的学生能够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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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学习能力反馈
Ｔａｂ．４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

项目等级
完全
能够／％

能够／
％

不确定／
％

不能够／
％

完全不
能够／％

能听写故事复述 ２１ ４１ １０ ２０ ８
能听故事写摘要 １６ ３９ １７ １９ ９
能听故事写结尾 １２ ３５ ２０ ２２ １１
能根据课文讨论 ２７ ４６ １７ １０ ０
能根据课文演讲 １９ ４０ ２０ １６ ５
能合作学习 ３１ ５０ １２ ７ ０
能选择学习策略 ２６ ５３ １５ ６ ０

　　 （三）学习态度的反馈

问卷里有６道题是关于学生对 ＰＯＡ听说教学
的学习态度调查。８１％的学生认为 ＰＯＡ听说教学
激发了上听说课的兴趣，消除了之前上课的焦虑情

绪，增强了自信心；７０％的学生认为拥有了更多口
语表达的机会，打破了只听不讲的传统听说课堂；

７６％的学生表示，自己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所
提高；也有６３％的学生觉得课程活动的安排过于
紧凑；对于 “是否愿意继续参与ＰＯＡ听说教学”，
７９％的学生选择完全愿意。综上所述，多模态环境
下的ＰＯＡ听说教学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的改进，基
本达到了预期效果，起到了良性的反驳效应。

　　 （四）学习效果反馈

表４的数据从客观的角度证实了 ＰＯＡ听说教
学模式的效果，表中数据是依据调查问卷从学习主

体的角度阐述学习效果。在能否提高听力水平的维

度上，７０％的学生给出的是肯定的答案；高达
８５％的学生觉得自己的口语水平有很大提高；７８％
的学生认同这种教学模式对他们语言应用能力有所

提高，学习效果问卷调查的结果和语言测试的结果

完全吻合。

五、讨论

　　 （一）多模态环境下ＰＯＡ对听力理解能力的
提升作用

　　两学期的实验结束后，通过对比实验班和控制
班的听力成绩，可以发现多模态 ＰＯＡ听说教学对
听力水平的促进效果大于传统的听说课堂 （实验组

两次测试的均值差ＭＤ＝５．６９０，控制组两次测试的

均值差ＭＤ＝４．４１０），但是后者对听力成绩的作用
依然不可忽视。在听前驱动环节，通过图片、动画

所呈现的场景，涉及了视觉、听觉、图像、声音、

口语等模态的充分参与，模态的转换可以增强学习

者对所学知识的内化程度，把更多的输入转变为吸

收，这与张德禄 （２００９）的研究结果一致。

　　 （二）多模态环境下ＰＯＡ对语言综合运用能
力的促进作用

　　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即对语言展开听说读写技
能的训练，形成综合运用语言能力或听说读写综合

语言运用能力［２０］。本实验中将听说课中的语言综

合运用能力细化为：复述听到的故事，听故事写摘

要，听故事写结尾，根据课文讨论，根据课文演

讲，合作学习能力，合理选择学习策略。把听到的

故事复述出来或者写出摘要，运用到听觉、口语、

视觉、书面语、图片、声音、手势、目光、身势等

模态，在这个环节有６２％的学生能够基本将听到
的故事复述出来，５５％的学生可以写出摘要，８１％
的学生能够适应小组合作学习，７９％的学生能够根
据不同的听说任务，选用合适的学习策略。模态转

换与媒体转换互相联系，使学习者的视、听、味、

触、嗅、空等感官发生交互作用，帮助学习者提升

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三）多模态环境下ＰＯＡ对可选择性输出语
言和口语输出能力的作用

　　在人际促成环节，设计了复述和角色扮演的口
语输出活动。首先，让学生了解产出任务的步骤和

要求；然后，学生进行选择性学习，从之前输入的

语料中选择产出活动需要用到的语言形式和话语结

构；最后，学生将选择性学习的结果直接运用到产

出任务中［１３］。口语产出任务具有即时性，教师对

学生的选择性学习，要给予即时的检查和指导。在

学生选择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扮演好脚手架的

角色，把握好尺度。数据显示，有８５％的学生明
确表示多模态 ＰＯＡ听说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自己
的口语水平。

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由于意识形态的支配和

制约，学习者需要根据具体的情景，例如：交际者

之间的关系，事件和领域的主题，以及语言与非语

言媒体之间的关系，去选择合适的意义表达，同时

所选择的意义也需要用合适的模态表达出来［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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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不同模态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如在比较嘈杂

的环境中，视觉模态可以对听觉模态起到补充作用，

交流的意义可顺利传达给听话者。因此，在多模

态 ＰＯＡ听说活动中，指导学生要在一定的情境中
选择输入语料中适合的语言形式、话语结构以及所

需的模态，这也是产出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六、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多模态环境

下ＰＯＡ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听力材料理
解能力；第二，在听说教学中有效地应用 ＰＯＡ理
论，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第三，ＰＯＡ的应用
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可选择性输出语言和口语输出能

力，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技能。

本研究给教学带来了启示。第一，打破传统的

听说教学模式势在必行。在实验班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学习态度由原来的无

精打采变为期盼和渴望，在小组合作环节，每个成

员都积极搜集资料，相互配合促进小组成员之间的

情感交流和意义协商［１４］。第二，教师要扮演好课

堂的主导角色。听力理解和口语输出本来就是一个

很复杂的过程［１８］，教师要对听力任务尤其是口语

输出活动不断提供理论指导。改变传统听力课堂

上，教师放录音、学生只是简单重复的认知活动，

真正实现语言学习的良性循环；第三，多模态环境

下的 ＰＯＡ听说教学与普通的听说课堂有本质的区
别，前者以听觉模态为主、口头表达和视觉表达为

辅，同时三种模态又互相转化，从而给大脑多元刺

激，进一步促进知识内化。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

始终参与课堂活动，处于主体地位。但是在普通的

听说课堂上，三种模态无侧重无配合，知识简单地

转换，学生依然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

本研究也存在有不足之处，例如：在调查研究

方面，样本较小；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完成任务

的主客观条件考虑不够全面。当然，多模态理论和

ＰＯＡ对外语教学依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索：多模
态 ＰＯＡ和移动技术整合使用的效果如何，对什么
类型的语言教学效果最优？大学英语一般都是大班

上课，如何有效地发挥即时评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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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
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０１．

［５］　Ｗａｇｎｅ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ｖｉｄｅｏｔｅｘｔｓｏｎＥＳＬ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ｔａｋ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２０１０，２７（２）：４９３－５１３．

［６］　ＧｕｉｃｈｏｎＮ，ＭｃＬｏｒｎａｎ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ｏｎ
Ｌ２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ＡＬ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ｓｉｇｎ［Ｊ］．
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８，３６（１）：８５－９３．

［７］　谢竞贤，董剑桥．论多媒体与多模态条件下的大学英语
听力教学［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０（１１）：９－１３．

［８］　费伟．网络多模态环境下外语学习焦虑对大学生英语
综合应用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Ｊ］．外语电化教学，
２０１６（３）：６８－７３，７９．

［９］　刘明，胡加圣．大学外语视听教材的多模态化设计构想
及要求分析［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１（２）：３－８，２０．

［１０］　王娟，杨跃．多模态教学干预语块学习与听力理解能力
的提高［Ｊ］．中国外语，２０１４，１１（６）：４３－５２．

［１１］　李春光．网络多模态学习环境理论在音体美专业大学英语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３（５）：７１－７５．

［１２］　张征．多模态ＰＰＴ演示教学与学生学习态度的相关
性研究［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３（３）：５９－６４．

［１３］　文秋芳．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Ｊ］．外语教学
与研究，２０１５，４７（４）：５４７－５５８，６４０．

［１４］　王虹亮．基于输出驱动假设的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任
务设计［Ｊ］．外语学刊，２０１３（１１）：１３７－１３８．

［１５］　张文娟．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
践［Ｊ］．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１６（２）：９－１４．

［１６］　文秋芳．“师生合作评价”：“产出导向法”创设的新评
价形式［Ｊ］．外语界，２０１６（５）：３７－４３．

［１７］　孙曙光．“师生合作评价”课堂反思性实践研究［Ｊ］．
现代外语，２０１７（３）：３９７－４０６．

［１８］　ＳｗａｉｎＭ．Ｔｈｒｅ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ＣｏｏｋＧ，ＳｅｉｄｌｈｏｆｅｒＢ．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ＨｏｎｏｕｒｏｆＨ．Ｇ．
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１２－２２．

［１９］　ＭｉｌｌｓＫＡ．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０６，１（３）：６１－７２．

［２０］　章兼中．基础英语课程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语言
运用能力吗？———三论为交际运用英语能力及其培养

途径［Ｃ］∥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第１７
次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教育学会，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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