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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师生合作评价”的通用英语课堂教学案例研究 
崇斯伟  刘晓华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18）

【摘 要】军校通用英语教学中一直存在教学评价效率低和效果不佳的问题。本文尝试将产出导向法的“师生合作评价”（TSCA）环

节运用于通用英语的教学中。本文从课前准备，课中实施和课后实施三方面重点阐述了“师生合作评价”实施的设计思路和具体步骤，并

给出相应的教学案例。实践结果表明，为了将TSCA更好地贯彻到通用英语教学改革中，后续研究需与翻转课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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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带领团队创立的“产出导向

法”（简称 POA）是国内首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理论，经过

多年理论的思考探索并进行多轮教学实践，POA 已经形成了完

善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实施路径。（文秋芳，2016）

在 POA 的理论体系中，四个教学假设之一的“以评为学”

将评价过程也看成是学习的过程，并将评价环节纳入 POA 的

教学流程，成为 POA 的典型特色和创新之一。POA 的评价环节

又称为“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  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简称 TSCA) ，它将多种评价方式优化整合，用来

解决评价效率低和效果差的评价方式，（孙曙光，2017）。本

文则尝试将“师生合作评价”环节用于笔者所在军事院校通用

英语的教学中，以期为新时代通用英语课程教学方法创新和提

升探索前进方向和可行路径。

2 相关理论介绍

2.1 师生合作评价概述

“评价”环节是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中教学流程的最后一

个环节，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根据产出导向法的理

论， “评价”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学生的成绩，而是利用

评价将教和学统一结合起来，“以评为学”( 文秋芳 2018b)。

TSCA 与传统的评价方式即“评价分离”不同，它主张“教什么

就评什么”，评教要牢牢结合。评价是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教学的拓展和升华。

同时，师生合作评价还主张评价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评

学融合”。为达到“以评为学”的目的，教师要引导学生主体

参与共同评价，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 文秋芳， 2016)。

POA 显性的提出评价也是提高教师对评价地位的认识，评

价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教学的一部分。

2.2 师生合作评价的步骤和要求

TSCA 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步骤 (孙曙光，2019）。

2.2.1 课前准备阶段

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先快速浏览学生作文，然后聚焦作

文中具有共性的典型问题，确定评价焦点；根据评价焦点选择

典型样本，并进行详批。可见在课前，教师最主要的任务为确

定评价焦点和选择典型样本。

2.2.1.1 确立评价焦点

确立评价焦点时，评价内容不仅仅包含产品本身的质量，

还要考虑教学目标的实现与否。( Wen 2016; 文秋芳 2015)。

可见要想确立评价焦点，一方面要把学员提交的产出成果的本

身质量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如针对写作文本，评价焦点可以针

对学员提交文本的语言层面或者结构层面暴露出的问题和弱点

来设立；若学员提交的是口语录音，则可以用口语标准的流利性、

准确性和连贯性来设立评价焦点。另一方面，评教焦点的确立

要参照所教单元的教学目标，从而检验产出目标是否已经达成，

输入环节所进行的内容语言和结构促成是否有效，然后针对出

现的问题进一步教学， 我们又称补救性教学。

2.2.1.2 典型样本的选择

在选择典型样本时，要选择中等质量产品，即写作质量可

改可评。特别优秀的产品和特别差的产品都不便于教学的聚焦。

在典型样本的选择上，（文秋芳2016）。根据POA教学理论，

在选择典型样本时有四个原则，即典型性、可教性，渐进性和

系统性。其中，典型性指的是问题覆盖面广（至少 50% 以上的

作文样本中都存在的问题），同时又是影响有效性的主要问题。

可教性指的是评价的问题须在可控、可教范围之内，即不能过

大或者过小，教师需要在预定的学时内完成对所选择的评价焦

点的评、讲、改、练。渐进性指的是评价焦点的安排需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逐步深化。系统性指的是评价的问题要循序、连贯，

前后呼应。典型性和可教性，是针对一次评价而言的共识原则；

而渐进性和系统性是针对多次评价的历时原则，比如一个学期

/一个学年的评价。

2.2.2 课内实施阶段和课后实施阶段

在课内实施阶段，教师展示评价焦点，学生根据给出的评

价焦点、目标先独立评价典型样本，接着开展小组讨论，然后

在教师的引领下集体讨论，最后教师给出事先准备好的修改意

见，并让学生对比师生修改意见之间的不同。

在课后活动阶段，学生根据评价焦点先自评或同伴互评，

然后将修改稿提交“批改网”等自动评分系统再次修改。教师

抽查学生的修改稿，对部分学生进行访谈，撰写教学反思。

3 “师生合作评价”通用英语教学案例分析

3.1“师生合作评价”在通用英语教学中的教学步骤及要求

3.1.1 课前准备阶段

以通用英语课程第一主题“学外语”为例详细说明课前评

价焦点的确立。本主题的产出任务为口头报告：介绍学习英语

的经历及学好大学英语的建议

“学外语”主题评价焦点的确立

  

评价焦点确立以后，则要开始选择典型样本。根据典型样

本的选择要求，笔者在每次课的开始都选择1到2个样本，这1-2

个样本基本涵盖了大部分学员所犯的错误，便于教员按照评价

焦点进行合作互评。

                                     （下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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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作用，二胡曲目演奏者要不断研究演奏技巧，强化自身的

训练与学习，提升二胡演奏中的弹性，将作品中蕴含的情感科

学表达出来，确保二胡乐曲演奏的表演效果。在不同的演奏曲

目中，其技法与情感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鉴于此，演奏者要

认真分析演奏主题，在实际演奏中将作品中蕴含的情感有效地

表达出来。比如在二胡《江河水》演奏过程中，借助熟练的二

胡演奏，达到情景交融的契合，拓展演奏音乐中的情感变化、

音色等内容，以此提升乐曲演奏的艺术魅力。在乐曲实际演奏中，

演奏技巧不仅是技法掌握的熟练程度，更是指思想情感与演奏

技术的融合，继而形成全新的音乐张力。同时，演奏技巧并不

是脱离内容单独存在的，而是将其与情感表达有机融合起来，

达到真情流露的演奏效果。

（二）博采众长，实现二胡演奏情感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我国疆域辽阔，每个地区蕴含着独特的风格，这是影响着

二胡演奏艺术发展的直接原因。因此，在乐曲演奏过程中，要

善于将二胡的演奏与地域特点相结合，以此达到二胡演奏技术

与情感的深度融合，确保二胡乐曲演出的成功。二胡的演奏风

格要与本土文化相渗透，想成为一名出色的二胡演奏者，就要

全面掌握演奏曲目的背景知识、内涵及情感，通过技巧的科学

应用彰显曲目中要表达的情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地域二

胡曲目的音乐特点，拓展二胡演奏的传播范围。比如《眉户调》

又名《迷胡调》、《秦腔主题随想曲》等曲目带有浑厚质朴的

地域特点，因此在演奏过程中要借鉴秦腔乐器板胡的演奏技巧，

使用左手的滑压、揉打等技巧模仿陕西戏曲中的“欢音”“苦音”

将作品的地域特色表现出来 [5]。又比如《奔驰在千里草原》的

演奏中，用三度颤指音模仿马头琴，抛弓等技法模仿马奔驰的

感觉，将草原音乐风格凸显了出来。

（三）认真感悟乐曲内在情感，提升二胡演奏艺术魅力

文艺创作，顾名思义，贵在“创作”。作为器乐表演之一

的二胡演奏虽然属于二度创作，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创作过程中，

作者通常会将自身情感融入其中，当然要想体会感悟作品的真

实内在情感，首先应充分了解作曲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并结合

年代发展特点，以及自身的经历体会，自我的情感变化，丰富

的舞台经验，来领悟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其次在演奏过程中，

把控技巧的张驰度，用合理的技巧与曲目情感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将作品中蕴含的情感表达地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优秀的二胡演奏需要正确的情感表达，情感表

达又离不开演奏者对演奏力度的掌握和对音乐素养的培养。二

胡演奏者要想科学把握曲目中蕴含的情感，有效地融入到演奏

过程中，就应当深入研究曲目产生时期的社会背景及文化特点，

并且加强对作品内容的感悟与理解，用含有技巧的情感实现与

作者的对话交流，继而将曲目中蕴含的情感传达给听众，实现

与听众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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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课中实施阶段和课后实施阶段

按照师生合作评价的理论要求，评价焦点和典型样本选择

完毕后，开始设计课中实施流程。还是以“学外语”单元为例，

详细说明课内流程。

1. 呈现一个写作文本 

2. 根据评价焦点循序渐进的安排评价活动 

a：呈现文稿样本，学员独立思考（评价焦点1+评价焦点2）

+小组讨论 +集体讨论 

b: 呈现录音或者让学员表演，学员独立思考（评价焦点

3+ 评价焦点 4+ 评价焦点 5）+小组讨论 +集体讨论 

3. 补救性教学（设置练习） 

在课后阶段，学员要根据本节课教员所提的评价焦点先自

评或同伴互评，因为笔者所在的院校没有购买“批改网”等自

动评分系统，只能是加大抽查的力度，并对部分学员进行访谈，

撰写教学反思。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课后活动实施环节还需要

详细研究。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探索了产出导向法“师生合作评价”在通用英语

课程中教学的可行性。存在的问题是师生合作评价环节与教授

新知识环节的时间如何合理分配，课后实施环节如何细化。下

一步笔者将尝试与翻转课堂研究相结合，将一部分学员自己可

以看懂的内容在课前或课后推送，从而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并

为产出导向法在该门课的全面实施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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