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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写作是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听说读写技能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沟通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高中英语读

后续写作为近几年一种新型的高考作文题型，具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和价值，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训练

学生写作技能，真正做到读写结合。文章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通过观察高中英语写作随堂课，了解

高中生读后续写现状及原因分析，探究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下读后续写产出导向法教学策略，分析产出导

向法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与实践途径，为新手型英语教师了解如何在课堂中教学读后

续写，提供思路和参考方法。 
 

关键词 

核心素养，高中英语，作文续写，产出导向法，教学策略 
 

 

Exploration of Output Oriented Strategies 
for Continuing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re 
Literacy 

Lan Che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Dec. 27th, 2024; accepted: Feb. 10th, 2025; published: Feb. 20th, 2025 

 
 

 
Abstract 
Writing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English teach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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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riting skill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orm of communication. As a new type of college en-
trance examination ques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inuation of high school English composition 
reading has its unique importance and value. Based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t trains writing 
skills and truly achieves a combin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ore lit-
eracy of the English subject. By observing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we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continue writing after 
reading, explore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the output oriented method for reading and continuing 
writing under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English subject,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the output oriented method in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and continuing writing 
teaching, and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methods for novice English teachers to understand and 
how to teach composition and reading and continuing writing in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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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中生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锻炼他们综合能力，提升他们综合素质已成为各学校各教师的主

要任务。《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 修订) (以下简称《新课标》)其中规定，英语教学

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1]。而核心素养的本质是在课程中体现教育的价值，即学生通过

学习课程来达到满足个人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价值观、道德和能力[2]。在外语学习中，写作是不可或缺的

语言技能之一，同时作为一种关键的输出方式，在促进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3]。在核心素养下运用恰当的方法，来高效教授读后续写是高中英语教师教学能力的体现，笔者通过文

献阅读以及实地课堂观察，发现产出导向法在读后续写中教学效果最为显著，对读后续写教学能够起到

推动作用。 

2. 相关术语概述 

2.1.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四个方面：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其中，英语学科

核心素养的基础是语言能力，这个板块包括语言知识积累、技能水平、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思维品质

是个体在思维活动中展示智力特征的能力，如敏捷性、灵活性、创造力等；文化意识是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在语言能力和思维品质之上的拓展，学生通过学习英语国家的历史、风土人情等，培养对西方文化的

理解，进而帮助学生建立国际视野；学习能力是学生有效运用学习方法和技巧的能力。核心素养的这四

个方面相辅相成，协同发展。 
高考英语作文续写题，其题目类型为题干部位先给出一段记叙文，要求续写两段，每段的首句均已

给出，学生需要结合题干素材和其故事情节，在段首句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150 字左右的续写，续写内容

要求完整，逻辑一致[4]。学生在进行续写时，首先考查其基本语言能力，理解所给材料再用正确语言表

达，写作过程中训练思维能力，创造力，学生在升华作文主旨时，会培养文化意识，从整体上看，一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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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读后续写，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2.2. 产出导向法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以下简称 POA)，最早是由我国文秋芳教授在 2015年提出，

它的原型为其 2007 年提出的“输出驱动假设”。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包含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教学流

程，其中教学理念包括“三个学说”：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全人教育说；教学假设包括“三个假

设”：输出驱动假设、输入促成假设、选择性学习假设；教学流程指“三个阶段”：驱动、促成和评价

[5]。本文主要涉及 POA 的教学流程(即驱动–促成–评价)如何运用到高中英语读后续写课堂中去。教师

运用 POA 进行教学实践时要求学用一体，教学活动要与学生的运用相联系，以篇章或段落为载体将输入

性学习(听、读、忆)与输出性运用(说、写、译)紧密结合，教师在教学活动必须发挥中介作用，不能让学

生学用分离[5]。与此同时，国外学者 Iris Schaller-schwaner 提出 POA 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方

法，旨在解决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学用分离”问题，其核心理念是“以产出为导向”，强调通过

产出任务驱动语言学习，促进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6]。Weijin 探讨产出导向法(POA)理论在创新教

学模式中的应用，构建“5G”创新教学模式，该模式结合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引导学生在情境语言环境

中开展“产出导向”的语言知识学习，以实现语言能力、实践技能、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输出的提

升，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积极态度[7]。 
读后续写意在要求学生读写结合，学生进行阅读输入，来促进学生进行写作输出。学生在阅读文本

的过程中输入词汇、短语和句型，再续写，将所学的语言知识，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技巧来输出，

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这种题型从形式上十分适用产出导向法。 

3. 读后续写现状及成因分析 

3.1. 教师读后续写教学现状：教学评分离 

通过见习当地某高中教师教授读后续写课，发现尽管强调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但是教师并没有完

全从四个维度对学生进行培养，常常强调语言能力，文化意识，但是忽略了思维品质的训练。常规教学

方法主要是讲授所给阅读文本意义，点出中心思想，讲解续写思路，提供优秀续写范文作为参考，学生

完成续写后，缺少学生自评、生生互评等环节，主要以教师主观打分为主。学生没有把教师所教知识与

生活实践联系，只是将平常课上教师提供的好词佳句运用到写作中。 
其次，读后续写活动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组织和实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学生的自

主性和实践能力。实际上，由于高中教学任务繁重，教师主要以试卷讲评课来教授读后续写，较少额外

安排课程专门进行读后续写训练。 

3.2. 学生读后续写现状：文章情节脱离 

在讲授法为主的教学下，通过收集学生所续写文本，分析得出学生所犯的常见错误共 11 类，(即无

大小写区分、标点混乱、词性混淆、介词搭配不当、冠词运用错误、名词使用错误、主谓不一致、时态错

误、句子成分不当、篇章组织松散，逻辑混乱、直译)其中以篇章组织松散，逻辑混乱为主。如：“There 
is no denying the fact is there are many excellent videos appear.”此例句中出现两个 is。原本学生想表达不可

否定的事实是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但这里学生显然是受到汉语思维逻辑的影响，加了两个 is。正

确做法是把第二个“is”改为“that”。 
英语是形合语言，其逻辑关系一般通过连接词体现。而逻辑关系的错误是学生在组织语义篇章时经

常犯的，其原因是学生可能受到汉语思维的影响，导致逻辑不清晰，最后续写内容混乱，如果教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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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句子结构严格要求，仅仅是对学生讲解写作思路，不强调各个句子之间严密的逻辑关系，不加强

各种连接成分的应用训练，避免汉语松散、隐藏的逻辑关系对英文写作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学

生就很容易将续写的内容偏离中心思想，脱离文章情节，最后低分收场，写作能力也无法提高。此外，

学生缺乏系统训练，一般创作条理性会比较差，经常会存在续写了几个自然段，前后不照应的情况，比

较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续写内容和材料不一致的状况，即跑题[8]。 

4. 任务型教学法 TBLT 与 POA 之间的差异 

4.1. 教学理念差异 

任务型教学法 TBLT 基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通过完成真实、有意

义的任务来学习语言[9]。TBLT 认为语言学习发生在学生参与任务并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语言

的习得是自然发生的，教师的角色是提供任务和必要的支持，让学生在任务中自主学习。 
POA 主张“学用一体说”，即教学过程中学习与使用紧密结合，以“输出驱动假设”为核心，认为

产出既是语言学习的驱动力，又是语言学习的目标。POA 强调通过产出任务驱动学习，学生在完成产出

任务的过程中不断实践和巩固所学。此外，POA 还包含“输入促成假设”和“选择性学习假设”，认为

输入是产出的促成因素，学生根据产出需要选择性地学习和吸收输入信息[10]。 

4.2. 教学流程差异 

TBLT 通常分为任务前、任务中和任务后三个阶段。任务前阶段，教师介绍任务背景、目标和所需语

言知识，提供必要的输入和指导；任务中阶段，学生合作完成任务，教师观察并提供适时帮助；任务后

阶段，学生展示任务成果，教师和同伴进行反馈和总结，帮助学生巩固和提升语言能力[11]。 
POA 包括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阶段。驱动阶段，通过产出任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明确

学习目标；促成阶段，教师提供必要的输入和指导，帮助学生完成产出任务，包括语言知识的讲解、学

习策略的指导等；评价阶段，对学生的产出进行评价和反馈，评价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检测，也是

促进学生进一步学习的重要手段[12]。 

4.3. 教学目标差异 

TBLT 主要关注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语言使用和交际能力的培养，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认为语

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能够熟练地在真实情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因此教学目标通常与具体的任务和交

际场景紧密相关。 
POA 旨在提高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特别是写作、口语等产出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POA 认为语言学习不仅仅是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所学应用于

实际产出，如写作、演讲等。此外，POA 还强调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在完成产出

任务的过程中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表达。 

5. 产出导向法的应用优势 

产出导向法，相较于任务型教学法，首先它在教学理念上强调“学习中心说”和“学用一体说”即主

张教学必须要实现教学目标和促成有效学习，将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运用结合在一起，来解决传统教学

的“学用分离”现象。其次在教学假设上以“输出驱动假设”为主，即以产出任务作为教学起点，既能成

为学习语言的驱动力，也能成为学习语言的目标，对学生而言，一是可以增加英语学习兴趣，二是掌握

英语语言知识与技能。最后在教师驱动-促进-评价的教学过程中，当学生完成产出性任务时，通过教师及

时的评价与反馈，使学生一方面能意识到向外输出对提高自我文化素养、完成学业和改进未来工作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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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同时又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语言能力方面的欠缺，加强自我学习的迫切感。如果达到这种效果，不仅

是培养了学生的核心素养，也是对教师教学方法的认可。POA 在读后续写中的应用优势如下。 
1) 产出导向法做到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学生作为主体，它强调学生应当主动参

与学习过程和实践。通过教师的驱动和促成，学生尝试完成产出性任务，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实现知识

的应用和能力的提升。在读后续写中，教师需要前期结合阅读文本，为学生创设情境，以便学生更容易

理解文本，培养文化意识。设置相应的活动帮助学生学习基础语言知识，增强语言能力，随后教师描述

续写任务，学生练习写作。教师及时给予指导并检查，课后让学生反思改进。学生这种实践导向的教学

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和生活。 
2) 产出导向法注重学生的多元评价，不仅关注学生的产出成果，还关注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的评价。

在读后续写中，教师教学评一体化，学生在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续写的过程中得到教师反馈，发现自己

不足，然后及时创造性改进，促进思维品质训练，不仅使学生高效高质量完成续写任务，更能使学生在

做中学、学中做。这种评价方式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学生的潜力和问题，从而提供

更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为学”的目标。 
3) 产出导向法还鼓励学生通过实际产出来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这有助于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

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和积极性。在读后续写中，教师多样化展示学生续写文章，

适当给予优秀作文表扬与奖励，得到奖励的同学会继续努力，同时暂时表现稍差的学生会激发学习动力。

教师得到学生的反馈后，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以便为下次的产出性任务做准备。通过这种师生合作的

方式，可以进一步加强师生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同样，在线上教学中，产出导向法同样具有显著的应用优势。以产出为目标，能够让学生认识到自

己的学习目的，驱使自己去学习。老师也可以按照学生的不同需求和个性，提供和搭建合适的平台或基

础，促成产出任务的完成。 

6. 产出导向法的实践途径 

学科核心素养背景下，教师在运用产出导向法进行读后续写教学时，课前明白本次课堂的产出性任

务(即续写目标)，设计课程教学环节(即续写活动)，在教学实施中让学生清楚知道产出性步骤和任务，实

现驱动–促成–评价的教学流程。 

6.1. 创设情境，理解阅读材料 

高中英语作文续写的阅读材料通常以记叙文为主，文章往往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引人入胜，但是在

情节发展上通常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有些词句晦涩难懂，导致很多学生理解不了文本，无法进行续写。 
教师在导入时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与原文紧密相关的情境，并介绍一些新的角色或加深对原有角色

的理解。当学生进入状态时，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结合材料从 Who、Where、When、What、Why、How
角度引导学生理解材料[6]，同时，学生在理解的过程中学习输入性知识(即词汇、语法、句型)。 

这样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他们在阅读过程中更容易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为续写

做好铺垫，也有助于发展学生语言能力。 

6.2. 明确续写目标，引导学生构思 

在理解阅读材料后，教师要为学生设定明确的续写目标，也就是学生要清楚知道产出性任务是什么，

教师可以通过小组讨论让学生把握故事的主题思想，安排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描述接下来的故事情节

发展。 
这可以帮助学生理清思路，确保他们的续写内容有条理、有逻辑，为续写提供明确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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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鼓励每位学生积极参与，必要时教师配合学生，帮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锻炼他们的思维品质，有助于他们写出具有个性和特色的续写作品。 

6.3. 注重语言运用和表达 

在续写过程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语言运用和表达能力。教师可以提供一些语言技巧和表达方式，

来帮助学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同时，教师也应鼓励学生尝试生僻的词汇和句型，来提升他

们的语言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自信，形成将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的一种良性循环。教师提问时

应注意方法，不要让学生感觉到压力，并且多提开放性的问题，尽量覆盖到所有学生。在课堂上，教师

应当鼓励学生多和老师进行口语沟通，提高同学的表达能力，并且学生在表达时，不要过于苛求学生使

用相关词汇，鼓励为主，以培养学生表达自信为主。 

6.4. 及时反馈和修改，创新评价方式 

学生完成续写后，教师及时给予学生反馈，以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及时改进。同时，

教师也应鼓励学生相互评价和分享作品，以促进他们的交流和学习。在评价学生的续写作品时，教师可

以采用多种方式来评价，除了传统的评价方法外，教师可以采用口头、书面或是小组讨论等方式，来让

学生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此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投票选出自己认为的优秀续写作品，将优秀作品展示在班级公共区域，供

全班学生学习。 

7.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通过观察高中英语写作随堂课，根据学生读后续写现状和

教师读后续写教学现状，经查找文献，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下读后续写产出导向法教学策略，为新手型英

语教师了解并如何教学作文读后续写作提供思路和参考。此方法在应用上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多元评

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

果。用在作文的读后续写中十分合理可行，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同时，帮助学生清晰地认识自我。产

出导向法应用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的教学过程中，具有明显效果，但在实际教学中运用较少。因此，在

英语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应该注重产出导向法的应用，把握好教学流程，遵循其方法的核心思想，准确掌

握输出的内容和输入资料的契合点，通过驱动、促成、评价等过程，采取主题驱动、篇章解读、搭建框

架、以评价来促进学习的方式，加强学生的语言学习的思维与能力，促进他们的英语核心素养的提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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