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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适应大学环境，保障教学秩序）

 大学英语精读1、口语1、听力1

 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

 iTEST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

 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

 第一学期课程：大学通用英语



四个课程群
二三学期

通用英语类

学术英语类

商务英语类

语言文化类

• 学生根据第一学期期末
考试成绩选择课程群

• 多元化多层次，突出英
语的“工具性”+“人
文性”



通用英语 (EGP)
第二三学期

大学英语精读2

大学英语听说2

大学英语口语2

大学英语精读3

大学英语听力3

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

iTEST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

统

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

统



学术英语（EAP）
第二三学期

学术英语读写1

学术英语听力

学术英语口语

学术英语写作

学术英语读写2

学术英语视听说

学术英语演讲与辩论

大学通用英语（二三册）

U校园平台自主学习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第二三学期

国际商务英语1

商务英语视听说

外刊经贸文章选读

商务英语笔译

国际商务英语2

商务英语现场口译

商务英语综合写作

大学通用英语（二三册）

U校园平台自主学习



语言文化 (Languature)
第二三学期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口语

英语国家文化

英美文学简史

语言与文化

英语电影视听说

中国文化经典与翻译

大学通用英语（二三册）

U校园平台自主学习



第四学期选修课
+通用英语自主学习

实用英语类：实用英语写作、英语交际口语、英语

报刊选读、英语公共演讲、英语交际能力训练

翻译类：汉英时文翻译、实用翻译、中外文学经典

翻译、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口笔译翻译实务、

专门用途英语类（ESP）: 

跨文化商务交际、跨国运营英语交流、商务英语高

级写作、商务英语写作与实务、商务现场口译、旅

游英语（选课时设定禁选对象）



第四学期选修课
通用英语自主学习

语言文学文化类：

二语习得导论、大脑、意识与语言学习

英美文学入门、英美小说赏析、圣经英语词源、

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

中国文化经典的国际推广、欧洲文化史、

美国女性文化与女性精神、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

西方电影赏析与符号学、英语诗歌与口语表现、

学术英语、商务英语和语言文化课程群（交叉互选）



商务英语高级写作

0201

0306

05 04

通用英语写作
（大学英语精读课）

商务英语写作

实用文体写作分析型思维与英语写作

学术英语写作

基于iWrite的大学英语写作系列课程



思维能力

价值观引导（课程思政）

学术写作知识和技能

融为一体

反思意识

反思能力

多维

多主体

评价方式

化整为零

任务分解

学术圈课堂

组织模式

学术写作内容输

出驱动

产出导向

添 加 标 题

基于iWrite的大学英语混合式写作课堂特点



学术英语写作

教学理念

教学主要内容和重点

课程评价体系

单元教学设计



文秋芳. “产出导向法”与对外汉语教学. 《世界汉语教学》第32卷
2018年第3期，p387-400

课程教学理念



•“学术英语写作”是大学英语学术模块的主干课程之一，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级一流课程。

•本课程以“促进学习发生”为教学准则

•以“培养学生用英语从事研究能力的提高”为学术目标

•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评价素养”为素质目标

•以“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为德育目标

•以“促进学生的全人发展”为根本目标

课程简介及教学目标



阶段1 ：写作策略 （第1-4周）

教学重点：

1）启发、引导学生对写作过程中四个步骤（四大策略：一
致、支撑、连贯、句子技巧）的注意。

2）帮助学生掌握写作策略的知识。

3）帮助学生在写作实践中应用写作策略。

4）帮助学生将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和自我调节知
识。

5）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技能和能力。

教学主要内容和教学重点



•阶段2： 学术写作 （第5-16周）

•教学重点：

• 1）学术写作内容驱动。

• 2）帮助学生将写作策略和内容相结合。

• 3）提高学生逻辑、辩证、批判、和创新思维能力。

• 4）促进学生学术写作水平的提高、认知发展和语言智能

提高。

教学主要内容和教学重点



学期总目标：
撰写一篇学术文章

04

01

02

03

Introduction &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s & Findings

05

06

Proposal & Thesis Writing

Abstract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阶段2：学术写作
（第5-16周）

教学主要内容和教学重点

Overall structure 



学期总评成绩(100%)包括：

• 平时表现(积极踊跃、勇气自信、创新思辨、领导组织10%)

• +开题报告(选题10%)

• +期中论文（文献综述10%）

• +期末论文(学期学术论文60%)。

形成性评估采用的任务类型包括：

• 小组合作写作任务（文献阅读后的写作任务）

• 个人写作任务(每个章节学习后的个人论文的部分撰写)

• 课堂表现(思维能力、跨文化能力、探究精神等)。

• 多维评价模式，包括线上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小组评

价

课
程
多
维
评
价
模
式



评价主体：机器、学生自身、同伴和教师

线上评价：iWrite写作系统对写生写作文本提供线上评价和修改建议。

学生自评：学生自己根据自己写作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思考、以及写作

结果为自己评分。

同伴互评：学生课堂上组内进行互评、课后在iWrite平台进行相互评价。

教师评价：教师提供书面反馈、课堂、课下反馈。

课
程
多
维
评
价
模
式



文献综述写作 单元子目标

3)素质目标：

 信息素养

 评价素养

 实事求是、诚实守信

 尊重他人成果

 对真理的探求精神

 熟悉国际规则

 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

1）知识目标：
 掌握文献综述写作知识
 掌握文献综述写作策略
 掌握文献综述相关的学术写

作规范和惯例知识

2）能力目标：
 文献综述的写作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用英语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阶段及时长 学习任务 评价 学习内容

第一阶段：
30分钟

课前输入+驱动：
线上平台自学、
输入阶段+尝试
撰写

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
机器评价

1.课前自学
2. 自学后完成关于所学文献综述写作知识的个人任务
3. 在iWrite平台尝试撰写自己选题的文献综述

第二阶段：
20分钟

课中驱动：
线下点拨、讲解

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

1.对线上所学知识进行补充和点拨
2. 在样例文章的基础上，对文献综述的组织结构、引用
模式、动词语态、时态进行讲解

第三阶段：
40分钟

课中输出：
线下合作输出、
个性化指导阶段

教师评价、
组内同伴评价

1.阅读教师所发学术文章。
2. 组成“学术圈”来输出对文献综述部分的组织结构、
引用模式、动词时态和语态的使用特点。

第四阶段：
40分钟

课中输出：
线下独立输出、
教师精准帮助

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

1.学生尝试在iWrite平台撰写自己开学初选题的文献综述
部分。
2. 教师在教室进行个性化指导，
3. 学生可向教师或周围同伴求助、探讨

第五阶段：
30分钟

课后输出、
独立反思

机评、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同伴
评价

1. 文献综述的初稿，iWrite机评+师评+互评
2. 撰写学习反思日志
3. 同伴互评、教师评价后撰写第二稿（iWrite机评+师评）
4. 整篇文献转写完后，对文献综述部分进行再次修改
（iWrite机评+师评）

文献综述写作 授课流程



• “学术圈（吕旭红，2012）”课堂组织模式由学员自主组织的阅读写作小组，

小组成员共同阅读、探讨教师布置的学术文章，每一小组成员都根据自己的

兴趣承担某一职责任务（如论文文献综述中的语言、结构、内容）。

• 共同完成阅读任务之后，小组成员根据自己的角色和职责做准备。在讨论环

节，每位成员按照自己预先准备好内容进行讨论， 展示交流自己的成果。

• 最后，每位小组成员在以输出为导向的活动过程中，学生的听、说、读、写

得到有效的锻炼与整合，为学生撰写自己学术文章进行积累。

• “学术圈”教学模式通过自主学习和成员间的合作，学生真正地成为活动的

核心，学习的主人。

学术圈 课堂组织模式



阶段及时长 学习任务 评价 评价内容

第一阶段：
30分钟

课前输入：
线上平台自学、
输入阶段

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
机器评价

1.教师根据学生完成的平台上的练习情况给学生打分
2. 学生在iWrite平台尝试撰写自己选题的文献综述，由机器和学
生自己评价

第二阶段：
20分钟

课中驱动：
线下点拨、
讲解

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

1. 教师通过对学生提问，对其课前自学内容掌握情况进行评价
2. 学生根据教师讲解和点拨，对自学情况进行自我评价

第三阶段：
40分钟

课中输出：
线下合作输出、
个性化指导阶
段

教师评价、
组内同伴评
价

1.教师根据学生在组内和同伴互动情况、讨论内容、以及任务
输出，对学生进行实时评价，从而提供更加灵活、精准脚手架
2. 组内同伴根据同伴在合作中的表现和任贡献对其进行评价

第四阶段：
40分钟

课中输出：
线下独立输出、
教师精准帮助

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

1.学生尝试在iWrite平台撰写自己开学初选题的文献综述部分
2. 教师在教室对学生的问题和学情进行评价，并随时进行个性
化指导
3. 学生根据自身学习和写作情况，进行自我评价，根据评价结
果，向教师或周围同伴请教

第五阶段：
30分钟

课后输出、
独立反思

机评、教师
评价、学生
自评、同伴
评价

1. 学生完成文献综述的初稿，iWrite机评+师评+互评
2. 撰写学习反思日志、教师进行评价、同伴进行互评
3. 在同伴互评、教师评价后撰写第二稿（iWrite机评+师评）
4. 整篇文献转写完后，对文献综述部分进行再次修改（iWrite机
评+师评）

文献综述写作 评价环节



• 1.“撰写一篇学术文章”的具体教学目标，促使学生在“学”中

主动过滤出在写作中的有用信息，主动“注意”有效策略，使

“学会撰写学术论文”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发生。

学术英语写作 教学效果

学生撰写的一篇文章



• 2．通过网络平台上课程的建设，使学生接触更多慕课资源学习写作策略

和学术写作知识，而且阅读材料来源丰富，形式多样，促进学生注重文

本的信息性和论述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术识读能力（academic 

literacy），同时兼顾内容的社会性，有助于提升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

公民意识，培养思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学术英语写作 教学效果



• 3.课堂上，教师介绍本节课的子目标和要求，通过范例讲解，师生评价讨论，以

及“学术圈”中的活动，学生撰写反思日志，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学生对学术英语

写作的结构、特征、写作规范等的认识和掌握，对于学生的评价和思辨能力能力

也有不小的促进作用。课后，学生可以利用网络学习资源，自主检索和阅读相关

学科前沿文献，撰写报告并展示成果，实现了真实的学术实践，激发学生学习动

机和主动性，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的提升。

学术英语写作 教学效果



• 4.“学术圈”课堂组织模式的引入使每位小组成果在以输出为导向的活动

过程中，其听、说、读、写得到有效的锻炼与整合，为学生撰写自己学术

文章进行积累。 “学术圈” 教学模式通过自主学习和成员间的合作，学

生真正地成为活动的核心，学习的主人。

学术英语写作 教学效果

阅读资料



• 5.通过多维评价模式，学生不仅关注自己学情、促进学习的发生，还提高其自我

反思能力、元认知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同时还提高了其评价素养和合作、沟通能

力，更好地促进了学生全人发展。

学术英语写作 教学效果

师评+机评 生生互评



•课程深度翻转

•课堂组织模式多样化

•强化精准指导

•进一步培养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课程下一阶段目标



•中外求索

•德业竞进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