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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能动性是指教师为实现自身职业发展而做出的有意选择和行动，提升教师能动性对促进教师发展和课程

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研究选取两位高校青年英语教师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组织他们学习产出导向法

并将该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研究发现，在产出导向法理论应用的过程中，两位高校青年英语教师表现出较

强的教学能动性。迭代维度上的过往经历、投射维度的职业目标，以及实践评价维度上的学校环境，均影响

着青年教师在教学中的能动性。提升教师能动性需关注教师在认同层面、行为层面和调节层面的表现，从而

帮助他们做出合适的教学选择和教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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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教学质量取决于英语教师素质，教师素质的提升依赖于教师的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这需要充

分发挥教师的能动性。教师能动性是指教师根据个人经历和职业技能，形成与教学相关的信念和价值观，

并预设未来职业发展和个人发展目标，通过综合评估当前教学环境，做出相关教学选择和教学行为（徐

锦芬、张姗姗，2022）。研究教师的能动性对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校英语教师在教育强国和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着其他学科教师不可替代的作

用（展素贤、陈媛媛，2022）。青年英语教师是高校英语课程师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教龄短、

教学任务重、科研难度高、生活压力大等现实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他们能否在教学中发挥能动性，做

出能动性选择并采取行动，相关研究亟待开展。产出导向法是文秋芳教授团队经过十多年探索，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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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创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学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汲取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和

西方教学理论的精华，融合了课程论视角和二语习得理论视角（文秋芳，2020），对高校英语课程改革

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指导青年英语教师学习产出导向法并在课程教学中开展理论应用

的实践，揭示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的教学能动性现状，探讨影响他们能动性的关键性因素，从而探索教学

能动性的提升路径，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

2  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教师能动性的研究热度较高。Priestley et al. （2015）从生态学视角对教师能动性进行了模

型建构，以能动性的时间关系概念为基础，包含三个维度，即迭代维度、投射维度和实践评价维度。

Hussain et al. （2022）研究了剑桥英语教师项目中职业发展对 EFL 教师的能动性的影响。Maarja et al. （2022）

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讨论了教师能动性的提升和下降，发现短期职业目标对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

应用表现有着较大的影响。国外有关教师能动性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而我国参与教师能动性研究的机

构和作者较少，合作关系不密切（展素贤、陈媛媛，2022）。国内已有研究聚焦于不同的研究对象。高

雪松等（2018）从教师能动性与教师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专门用途英语教师的能动性对课

程改革中教师发展的意义；张姗姗、龙在波（2021）分析了经验教师能动性表现；王帅、邢姝婷（2022）

对教学线上化背景下国际中文教师的能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魏海苓（2022）探讨了高校英语教师在线

上开展教学时所发挥的能动性的结构、现状和影响因素；徐锦芬、张姗姗（2022）探究了英语媒介教学

教师教学能动性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另外，研究理论涉及生态视角（徐锦芬、张姗姗，2022）、生

命历程视角（阮晓蕾，2018）、活动理论视角（张姗姗、龙在波，2021）、社会文化理论视野（高雪松等，

2018）等，与国外相关研究一样表现出跨学科特点。以上研究的研究者往往是观察者，采取质性研究或

量化研究分析了教师能动性现状及能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者参与教师能动性发挥的研究相对较少。能

动性具有动态特征，研究者有必要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激发青年教师的能动性，引导青年教师进行新兴教

学理论的学习，并研究青年教师在理论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变化。

3  青年教师产出导向法理论应用的能动性分析

对于产出导向法这样的新兴教学理论体系，高校青年英语教师是否能发挥教学能动性，积极学习并

努力践行，这一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本研究选取两位高校青年英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教师甲是英语专

业课教师，29 岁，讲师，本校教龄 5 年，国外语言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先后教授“综合英语”“电子商务”“商

务英语谈判”等英语专业课程。教师乙是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课教师，29 岁，助教，本校教龄 3 年，国

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教授的课程是“大学英语”。研究者首先对这两位教师进行产出导向法理论培

训和实践指导，组织集体备课和课后讨论，形成小型的教师学习共同体。随后，采取叙事、访谈等质性

研究方法收集相关质性数据，包括青年教师完成的产出导向法学习日志、教学反思日志、期中教学小结

和期末教学总结，以及研究者完成的评课表、教师访谈记录、学生访谈记录。

基于文献梳理和数据分析，本研究发现高校青年英语教师在应用产出导向法理论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的能动性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即认同层面、行为层面和调节层面。各层面的能动性表现在迭代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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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维度和实践评价维度均能得到合理解释。

3.1  认同层面

教师身份认同是影响教师能动性和建立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迭代维度表明，教师能动性来

源于他们不断积累的教学经验、资历以及过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徐锦芬、张姗姗，2022）。教师甲硕

士研究生专业是英语教育，职业目标明确，学生时期接受过教师类专门培训，对教师职业认同度高。该

教师在就职本校前在培训机构任职，教授雅思考试英语，认为相比之下“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涉及内容

更丰富，教学更有挑战性”。教师乙同样对教师身份认同较高。该教师就职本校前曾在高中任职，“我

喜欢跟学生相处，看到他们在学习上取得进步会很开心”。相较于高中教师这一身份，该教师更喜欢做

一名高校教师，因为“高中教学氛围紧张，大学教学自由度相对较高，与学生的关系更轻松”。

教学理论认同是确保实践教学有效性的先决条件。两位教师是本校青年教师中的骨干分子，个人职

业发展目标明确。教师甲希望能尽早评上高级职称，教师乙希望获得教学比赛奖项。投射维度表明，教

师能动性是由一种面向未来的意向性行为所激发（徐锦芬、张姗姗，2022）。两位教师受各自的目标驱使，

在同级教师群体中表现出较高能动性。过去三年，他们每年都积极在线上观摩高校外语教师“教学之星”

大赛，该比赛中较多参赛者采用产出导向法理论作为教学指导理论。本研究开始之前，两位教师已对产

出导向法理论有基本的认同。另外，高校英语教学普遍存在学用分离、文道分离的问题，学生在不同程

度上表现出英语学习动机减退、英语交际意愿低下等问题（文秋芳，2020）。面对这些问题，高校青年

英语教师迫切需要得到经验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以及学习适合自己学生情况的先进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随着理论学习的逐步深入，教师们对产出导向法理论的认识也逐渐加深，都表示很认同该理论的教学理

念，即“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文化交流说”和“关键能力说”（文秋芳，2020），认为在制

订教学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外语应用能力和核心素养的培养，选择教学内容时应做到文化交流互鉴，在课

堂教学中应时刻以学习为中心，将学和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教学样态认同为实施教学行为提供了基本保障。两位教师均经历了疫情，认同并适应了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计算机能力和移动设备的操作能力都有较好的基础。但在实际操作线上教学时，

两位教师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和熟练程度。教师甲作为英语专业课教师，因其所授课程中有多门是独立

授课（无同课头的同事），在疫情期间较快地掌握了学习通、中国大学生 MOOC、问卷星等线上教学平

台和互动方式。教师乙作为大学英语教师，线上教学遵循学院统一安排，教学自由度略低，对相关线上

教学工具的探索和运用相对较少。

3.2  行为层面

行为层面所涉及的第一个行为是理论学习行为。有研究表明，学校文化对教师学习有显著的直接正

向影响，同时，学校文化又通过教师能动性这一中介因素间接影响教师学习（李霞、李昶颖，2021）。

虽然研究者和两位教师形成了理论学习共同体，但人员数量偏少，没有更多的英语教师主动参与进来，

集体学习的氛围感不强。然而，在较强的个人能动性驱使下，两位教师在课题组组织的产出导向法理论

集体学习中均展现出认真的学习态度和饱满的学习热情，体现出青年教师良好的学习风貌。在学习产出

导向法理论体系的“教学假设”这一部分时，教师甲十分认同“输出驱动假设”，认为教学中布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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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更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内驱力，“有一次我布置了一个输出任务，本以为难度较大，对学生的表现心

理预期不高。但没想到课上展示时，学生的表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很出色，有一组还创新地采取了

角色扮演的形式，生动呈现了原本枯燥的书本知识，学习氛围很轻松活跃。”该教师在集体学习后，主

动检索相关文献并购买相关书籍，自主开展理论学习，并积极在集体学习中分享学习心得。教师乙则很

认同“输入促成假设”，认为有针对性的输入能有效拓展学生的语言知识，提高产出的质量。“我的学

生是非英语专业的，语言水平各不相同，英语的自我学习意识有限，输入上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保证

有所输出。”迭代维度上不同的教学经验让两位教师在理论的解读上产生了不同想法。

教学准备行为是行为层面涉及的第二个行为。两位教师正处于产出导向法理论的学习和摸索阶段，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设计仍存在一定困难。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倡导“选择学习”，文秋芳（2020）

认为以目标为导向的重点学习比“全面精学”的效率高，提倡根据达成产出目标的需要，从输入中选择

学习所需要的内容、语言和话语结构。教师甲在进行“商务英语谈判”第三单元“商务谈判准备”的教

学之前，尝试在教学设计中实践产出导向法理论。该单元涉及确定谈判目的、获取必要信息、制订谈判

计划等多项内容。经过学习内容上一定的取舍，该教师选择将“制订谈判计划”作为本单元学习的重点。

在驱动环节，教师把不同的谈判计划文书发给不同小组，引导组内讨论计划的优缺点并进行组间汇报；

促进环节则准备了相关视频和阅读材料，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和掌握相关英语表达；评价环节安排

了同伴互评和小组互评，评价量表条款清晰、分值明确。该教师教学内容准备充分，教学目标明确，教

学细节考虑周到。教师乙的理论应用实践安排在“大学英语”第五单元“为什么文化很重要”的教学设

计中，驱动环节是让学生讨论中美礼节上的文化差异；促进环节是通过精读教材中的课文，采取讲解、

问答等形式开展课文的学习；评价环节则结合教师评价和同伴互评。教师乙在教学的相关准备上相对偏

少，原因是“个人承担的课时量大、班级多、教学任务重，教学内容的补充或调整容易影响整学期的教

学节奏，担心无法完成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担心同行教师教学进度比自己快”。在教学准备过

程中，两位教师因课程差异，教学设计的讨论有限，同时其他同课头教师并未自主实践产出导向法理论，

无法开展更大范围的教学设计集体讨论。由此可见，学校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准备行为。

行为层面涉及的第三个行为是教学实施行为。实践评价维度表明，教师可以根据当前不断变化的发

展环境做出实际的、规范的判断，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困境和当前发展形势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徐

锦芬、张姗姗，2022）。两位教师在驱动环节的小组任务在实际课堂中面临一定困难，如学生语言产出

能力较弱，因缺乏相关英语词汇储备而频繁使用母语，英语表达不准确不连贯，陈述条理不清晰，同时

不同小组的表现差异性较大，尤其是教师乙的驱动任务学生完成度偏低，语言产出的质量普遍较低。在

促成环节，教师甲采取视频、音频、文本多元输入，重点教授驱动环节中暴露出的知识盲点，并运用线

上互动工具强化知识点；教师乙则带领学生学习教材中的课文，讲解文中出现的词汇和语法点，因网络

信号问题由线上互动回归传统教学。评价环节中，教师甲让学生互评，但出现了同伴打分高，小组间打

人情分的情况；而教师乙的教师评分趋同，分数差异性不大，而学生互评也出现了不客观的情况。教学

效果受到了学生水平和配合度、教学硬件环境等学校环境因素的影响。

3.3  调节层面

自我期待是教师结合自身情况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期许。两位教师在学生时期和先前工作的单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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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分子，自我期待一直较高，都希望在课堂教学上取得进步，同时也希望在学术研究中做出成绩，迭

代维度和投射维度的能动性偏强。合理正向的自我期待使得两位教师积极配合研究者开展产出导向法理

论学习并付诸实践。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个人也是教师队伍中的一份子，两位教师的自我期待未涉及

自己在集体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未对所在教师集体提出具体期待，可见个人能动性较强，但集体能动性

较弱。

自我激励是教师在教学理论应用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时调动积极情感，克服消极情感的重要办法。在

面对产出导向法理论理解上的困难和理论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两位教师采取了不同的自我激励方式。教

师甲积极建立自信，明确自己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板，通过主动参加专业培训和比赛获得自我提升；

教师乙善于正向评价，肯定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在与学生的频繁互动中积蓄工作热情。同时，两位教师

因与研究者一起形成小型学习共同体，集体的激励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效果。

自我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自我成长。两位教师表现出不同的成长状态，撰写反思日志时，

教师甲按照产出导向法理论应用的教学流程，即对每一轮教学的驱动环节、促成环节和评价环节进行了

分项小结；教师乙则是依据个人主观感受，分类列出自己满意的教学细节及有待改进的地方。两种反思

方式各有优缺点，至于哪种更能有效助力教师成长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总结

教师能动性是指教师为实现自身职业发展而做出的有意选择和行动。在产出导向法理论的学习和应

用的过程中，两位高校青年英语教师表现出较强的教学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表现在三个层面：认同层面，

具体包括教师身份认同、教学理论认同和教学样态认同；行为层面，具体包括理论学习行为、教学准备

行为和教学实施行为；调节层面，具体包括自我期待、自我激励和自我反思。迭代维度上的过往经历、

投射维度的职业目标，以及实践评价维度上的学校环境，均影响着青年教师在教学中的能动性。提升教

师能动性需关注其在认同层面、行为层面和调节层面的表现，从而帮助他们做出合适的教学选择和教学

行为。能动性的提升不仅有利于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同时，教师的能动性还能有

效激发教育活力，将反作用于高校英语课程改革，促成改革政策的实施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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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Young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gency in 
Applying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to Practice

He Ying

Wuhan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 Wuhan

Abstract: Teacher agency is the intentional choice and action made by teachers to fulfil their pers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enhancement of teacher agency promotes teacher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urriculum reform. This study selects two young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s the subjects of 
the case analysis, who have been guided to learn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and apply it to their 
teaching practi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se two young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display strong teacher 
agency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 theory to practice. And these teachers’ agency is influenced by past 
experience in the iterational dimension, professional objectives in the projective dimension and school 
environment in the practical-evaluative dimension. To enhance teacher agency,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eachers’ performance at the levels of identification, behavior and adjustment, and help them make 
appropriate choices and take appropriate actions in teaching.
Key words: Application of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Young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Teacher 
ag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