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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出导向法”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提出并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体

系，旨在改进中国大学英语教学效果。本文尝试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导医学生参加科研英语演讲大

赛，并提出：其一，在医学院校的英语课程中增加医学相关的产出性英语学习任务，提升医学生的语言学习

兴趣和获得感。其二，把备赛、参赛的经验融入到英语课堂教学中，以医学科研项目为驱动，在英语课程中

融合医学专业知识的语言学习以用促学，学以致用，培养学生国际学术交流能力，为其职业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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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 to cultivating medic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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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is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posed and constructed by Professor Wen Qiufang from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im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this theory to 
practice, guiding medical students in participat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nglish speech contests, and proposes the 
following: First, increase output-oriented English learning tasks related to medicine in the English courses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medical students' interest and sense of achievement in language learning. Second, 
integrate the experience of preparing for and participating in contests into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driven by 
medical research projects, and integrate language learning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to English courses, 
promoting learning through use and applying what is learned, thereby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empowering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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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明确提

出强化科研育人功能，推动高校及时把最新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加强

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

实验室、早进团队，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创

新和实践能力。引导学生理性参加竞赛，达到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效果。 
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2]明确提出全面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一门课程的育人作

用。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充分发掘英语学科的思政教育资源，使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目标与国家、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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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本文以“产出导向法”教学理论体系为指导，通

过学生参加科研英语演讲大赛的案例，分析大学英

语课程从知识、技能和价值三方面实现培养医学生

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培养。 
1 新时代英语课程内容建设原则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唯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需

要一大批具备参与全球不同领域治理能力和领导能

力的国际化人才[3]。面对全人类的共同危机和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挑战，中国的医学工作者积极

履行国际义务，主动与国际社会分享疫情、病毒信

息和抗疫经验，具备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毫无疑问成

为医学工作者顺利完成国际医疗任务的保障。外语

教育为此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而外语课

程思政是外语教育使命与责任在课程教学中的具体

化。外语课程思政应以深度教学实现知识体系与价

值体系的有机统一，实现外语课程教学思政内容建

设的三大原则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科属性

为引导、以学校特色为依托，基于学校实际，在课程

中实现价值引领、人格塑造和品行培养[4]。 
2 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在科研英语演讲比赛中的

体现 
国际科研英语演讲比赛--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3 分钟论文演讲比赛”，评分标准如表 1[5]所示。 
从以上评判标准可以发现，科研英语演讲主要

从两方面来评判参赛选手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即

内容和演讲沟通技能。邹远鹏，蒋婷基于跨文化交

际能力体系理论构建了国际学术交流能力体系，即

由国际学术交流意识、学术研究能力、学术英语交

流能力、国际学术合作能力组成的能力体系[6]。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医学科研工作者要在国

际舞台上进行研究报告陈述，应该具备三方面的学

术交流能力：一是知识层面，包括医学专业知识和

演讲知识。专业知识即熟悉自己的研究主题、研究

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步骤以及研

究结果和讨论。演讲知识即了解国际学术交流场合

演讲的要求和礼仪。二是技能层面，包括能够准确

运用专业英语词汇、学术英语词汇进行学术阅读、

学术写作和学术演讲的能力。三是价值层面，虽然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研工作者有自己的国籍，中国

的科研工作者承担着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科研成果的

责任。因此，价值层面的能力可从跨文化沟通能力

和科研素养两方面来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指科研

工作者能够在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上有效地用英语展

示其科研成果，进行跨文化沟通。而科研素养包括，

学习能力、思辨能力、学术诚信、挑战精神、团队合

作精神。 

表 1  澳大利亚 3 分钟论文演讲比赛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 

1.comprehension 
and content 

（理解和演讲内

容） 

Presentation provided clear motivation,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 
通过清晰陈述研究动机、背景和研究意义回答研究问题。 

Presentation clearly described the research strategy/design and the results/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清晰展示研究设计、研究结果。 

Presentation clearly described the conclusions, outcomes and impact of the research. 
清晰阐述研究结论和研究的影响。 

2.eng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演讲沟通技巧） 

The oration was delivered clearly, and the language was appropriate for a non-specialist audience. 
演讲展示清晰、语言适合非专业听众。 

The PowerPoint slide was well-defined and enhanced the presentation. 
PPT 设计合理、有助于演讲展示。 

The presenter conveyed enthusiasm for their research and captured and maintained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演讲者在陈述的过程中体现出对所从事的研究的热情。 

 
3 医学生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培养在备赛中的体

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团队提出的“产出导向

法”（POA）理论体系涵盖了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

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程三方面，如图 1 所示。教

学理念是指导思想，教学假设是教学流程的理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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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教学流程是教学理念和教学假设的实现方式[7]。

研究者就该教学法在教师中介作用[8]、语言促成环

节[9]、写作[10]、学术英语写作与演讲教学[11]和评价
[12][13]方面展开了研究，由于这些研究也涉及到科研

英语演讲比赛相应的备赛任务，例如学术写作、演

讲、语言促成等环节，因此 POA 在备赛过程中的应

用值得探究。 
科研英语演讲比赛注重学生的任务产出质量，

且每个备赛环节都会涉及多种任务的完成，形成一

系列产出任务。在 POA 理论体系指导下，指导老师

以演讲比赛评分标准为评价标准，通过驱动、促成、

评价使学生完成比赛要求的产出任务，培养医学生

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备赛过程中指导教师根据知识、

技能和价值三个层面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把备赛

流程细分成了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环节。三个环

节紧扣英语课程教学内容建设的三大原则：以学生

发展为中心、以学科属性为引导、以学校特色为依

托（图 2）： 

 
图 1  第 5 阶段再修订的 POA 理论体系（改编自文秋芳，2017a） 

 
图 2  备赛流程 

 
驱动环节：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制定学习任务 
POA 要求“驱动”环节的任务具有场景交际性，

话题具有认知挑战性，让学生意识到自我语言的不

足，产生学习欲望，符合英语课程建设原则要求，即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医学院校英语课程内容应切合

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境也就是医学生的科研，以此促

进学生的学习投入。我校参赛学生都是本科生，其

医学科研经历非常有限，因此他们在国际学术交流

能力所涵盖的知识、技能和价值层面的能力都相当

欠缺。由于大赛主题是展示医学科研课题，切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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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真实学习情景，可以从以知识、技能和价值三方

面促进学习投入，这也正是在驱动环节，师生共建

的学习共同体需要达到的目的，即明确学习任务。 
通过观摩历届比赛的视频，学生意识到自己在

知识、技能和价值三方面的不足，产生了学习欲望。

接下来，教师为学生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

知识层面，掌握关于医学科研演讲的结构，包括陈

述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分析数据、讨论

等；掌握医学术语和学术语言的准确英文表述。技

能层面，有效借助各种演讲技巧来展示自己的研究。

价值层面，了解学术道德和规范，例如通过引用等

方式避免剽窃；在国际学术交流场合，如何进行跨

文化沟通，在语言准确的基础上，更要注意使用适

合目语文化的方式达到有效交流；了解备赛过程中

的师生团队合作方式及其的重要性。 
促成环节：以学科属性为引导、以学校特色为

依托制定培养目标 
明确学习目标以后，根据图 2 的备赛流程，老

师需要：1）描述三个子任务；2）学生进行英文学术

文献阅读和写作，教师给予指导；3）学生练习产出，

教师给予指导，且需要针对知识、技能和价值层面

的培养目标分别为学生搭建“脚手架”，例如，提供

学术英语学习资源、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和能力指

导他们选择性学习等，教师从各个方面进行促成。

知识、技能和价值三个层面的培养目标都分别以英

语学科知识、演讲知识、医学学科知识以及医学科

研规范为引导，符合英语课程建设原则要求，即以

学科属性为引导、以学校特色为依托。 
通过教师促成，在知识层面，学生已经能够区

分日常英语口语与科研演讲在内容、语言和结构上

的差异；在技能层面，学生能够思辨地去选择性使

用各种演讲技巧和演讲辅助工具，以达到有效辅助

科研演讲的目的；在价值层面，学生通过在做中学

践行了医学科研规范和道德的要求，也会考虑来自

不同文化和非专业的听众的因素，调整演讲内容，

最终的目的是在国际学术交流场合有效地向听众讲

述中国的医学发展故事、分享中国的医学科研成果，

同时也达到了“学以致用、以赛促学”的目的。 
评价环节：构建学习共同体 
评价是 POA 必不可少的环节，旨在通过对学生

产出任务的评价帮助老师和学生了解学习效果，以

进一步提高产出任务的质量。因此评价环节有“促

学”的作用。在备赛过程中，师生学习共同体有重点

地针对三个子任务做出即时评价。评价环节结合学

生自评、同伴互评和教师评价，做到以评促学。 
评价能够让学生在备赛的过程中有具象的获得

感，无论是从知识、技能还是价值三个层面，学生都

能够感受到备赛前和备赛以后自己的进步。在师生

共建的学习共同体中，交流能力、思辨能力、挑战精

神和团队合作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引入参赛的评价标准，英语课程在开展科研项

目英文汇报任务时，可以设置以下评价表（表 2）。

以任务为驱动，为学生的课堂任务完成提供更加明

确的达成指标。 

表 2  科研英语演讲课堂任务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关键词） 三级指标（说明） 

演讲内容 

价值性 是否有一定的价值意义？是否采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或发现？是否避免单纯

介绍性演讲如主要是文献综述？ 

完整性 研究信息是否完整？如摘要是否包括背景、研究现状、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

果或结论？演讲是否至少包括 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和研究意义？ 

适合性 演讲是否适合非专业听众？是否对必要的术语进行解释说明？是否用听众能够理解的

信息/实例解释比较复杂的专业内容？ 

演讲技能 

交流性 是否与听众保持目光交流？是否适当地使用身势语、目光交流等非言语交际方式？是

否展示演讲人的激情和自信心？是否用恰当的语言方式建立和保持与听众的关系？ 

逻辑性 各部分是否交代清楚、衔接自然？是否恰当使用衔接词（如 first, second, in order to, in 
conclusion）和其他语言表达，便于读者理解？是否使用恰当修辞手段突出重点？ 

PPT 制作 PPT 页面是否设计合理？字体和图表是否清晰和简洁便于听众理解？ 

演讲语言 
流利性 语言表达是否流畅？ 

准确性 词汇、语法和发音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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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学院校英语课程建设反思 
本文以科研英语演讲比赛为例，探索通过培养

医学生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实现医学院校的英语课程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有效途径。从备赛和参赛过

程可以看出： 
第一，科研英语演讲比赛中对国际学术交流的

要求，能够在课堂英语教学中从知识、技能和价值

三个层面实现，也符合英语课程教学建设的三大原

则：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科属性为引导、以学校

特色为依托。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 POA 外语教学

理论体系，能够有效改进中国大学英语教学效果。

科研经历非常有限的医学本科生经过备赛、参赛能

够明确地知道自己在知识、技能和价值三个层面的

进步以及将来努力的目标，获得了自我认同，增加

了语言学习和医学专业学习的自信。第三，外语教

师可以把类似于科研英语演讲比赛的学习任务融入

到课堂教学中，以医学科研项目为驱动进行“语言+
医学科研“的深度语言教学。这种语言学习加医学

专业知识的深度学习，无论是对实现英语课程的育

人功能，还是促进学生的医学科研素养提升和职业

发展都是有益的，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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