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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1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教学设计方案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综合英语（1）》 

课程类别 
□大学英语通用英语课程  □大学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 
√英语专业课程  □翻译专业课程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 

教学对象 英语专业大一新生 

教学时长 9 学时 

教材名称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第 2 版 

参赛单元 第_1_册 第_5_单元 （*单本教材仅填写单元信息） 

二、团队信息  

参赛团队成员（第 1 位为团队负责人） 
序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 研究方向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承担任务 

1 
谢文娟 女 讲师 

比较文学、 
翻译研究 

13611579620 wenjuan@njnu.edu.cn 
教学设计、

教学录像、 
2 

李诗堃 女 讲师 
教师培训、 

课程大纲设计 
15050563522 waiever@126.com 

教学设计 

3 邵珊 女 副教授 英美文学 13851986073 shaoshanstudio@163.com 教学指导 
4 

季璇 女 讲师 批判话语分析 13851790136 14744742@qq.com 
资料收集、

设计建议、

教案修改 
5 

曹洪霞 女 讲师 应用语言学 13851677861 carolchx@126.com 
资料收集、

设计建议、

教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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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教学情况（不超过 500 字）：  
（近 5 年来承担院校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情况） 
一、承担的线上、线下教学任务  

1. 线下：《综合英语（1）》、《综合英语（2）》、《综合英语（3）》、《综合英语（4）》、

《英译汉》、《口译》、《英语阅读》、《跨文化交际》； 
2. 线上慕课（主讲教师之一）：《英语之声——实用发音技巧轻松学》（目前开第六期）、

《英美诗歌入门》（目前开第二期）（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上线） 
二、教学研究  

    在以下省级及以上个的教学改革项目中承担重要任务： 

1. 2018、2020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英语语音实践慕课建设”及“《英语之“声”》线

上及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开发及推广”； 

2. 2019-2021 江苏省教改项目“英语基础课的‘慕课+金课’模式探索——以语音实践慕课建

设为例”； 

3. 2015-2017 江苏省教改项目“从英语演讲教学探索新常态下高校口语类课程的全面转型”。 

三、教学团队：  

   南京师范大学教学团队“英语演讲与辩论教学团队”与“英美文学文化团队”成员。 

四、教学奖励：   

1. 2019 年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二等奖； 

2. 2018、2020 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学团队骨干教师 

三、单元教学设计方案  

1、课程描述（介绍院校特色与教学对象特点，说明本课程时长及总体目标） 

（1）院校特色  

    本校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目前拥有国家“双一流”建设

学科 1 个、国家重点学科 6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3 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 14 个，江

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13 个，有 6 个学科为 A 类学科，8 个学科为 ESI 全球前 1%学科。经过

一代又一代育人者的薪火相继、身教言传，历史性地生成了“严谨朴实”的学术品格，铸就了“以

人为本”的厚生传统，砥砺出“团结奋进”的拼搏意识，塑造了“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学校

拥有师范生培养的优良传统，以“正德厚生、笃学敏行”为校训，形成了“严谨、朴实、奋发、

奉献”的优良校风，旨在为基础教育和各行各业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厚生品格，创

新素养”的一流人才。 

    外国语学院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硕士学位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第四轮学科评

估获得 A-。英语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英语师范专业在学校“共同培养，双向强化”

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战略下，逐步形成了“家国情怀，正德厚生，乐于从教；国际视野，笃学敏

行，善于研究；中西合璧，以学定教，精于教学；批判反思，合作发展，勇于创新”的新时代英

语师范人才培养特色。英语双外语专业采用“应用型人才精品化培养”的模式，旨在为国家培养

宽口径的高端双外语人才。 

 



 3 

（2）学情分析  

ü 教学对象：本校英语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 

学生入校英语基础较好，高考总分均分均分居学校前列，高考英语平均成绩优势明显。由于

生源来自全国，在大学课堂学习中，学生在诸多方面差异性较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表现非

常活跃，积极主动地完成老师的课堂任务，约一半学生课堂反应较为羞涩被动，最后，约五

分之一的同学来自中西部省份，英语听、读外语输入能力较强，说、写输出能力距同班同学

差异较大。班级内部学风优良，学生体现出较强的学习动机和强烈的学习需求。主要问题在

于部分同学仍依赖高中阶段的被动学习模式，因此有待培养独立、批判性的思维习惯。 

ü 课时分析  

•    本教材《现代大学英语精读（1）》为《综合英语（1）》的教材，课程总教学时长为一个学期，

共讲授 5 个单元，每个单元 9 课时（3 周），每周 3 课时，每课时 45 分钟。英语专业课时为小班

授课，师生比为 1:25 至 1:30。 

 

（3）课程总目标  

ü 知识层面：通过文本细读与相关专业知识拓展，求“精”求“深”，提升学生听、说、读、

写、译的综合英语语言技能，帮助学生不仅体会选文字里行间的深层意思，提升理解能力，

还进一步掌握短篇小说、童话、戏剧等文学专业知识。 

ü 能力层面：培养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充分挖掘选文的相关历史、地理、文化、社会、宗教

等背景，提升跨文化思辨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创新能力。 

ü 价值导向：在文化认知过程中注重中西方文化对比，提升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树立爱国

情怀，建立扎实的跨学科知识体系。 

 

（4）预期成效 :  
ü 在本学期授课结束之后，学生能力可以有以下方面的提升： 

ü 实现语言能力的突破，在词汇用法、句型解构、篇章分析以及文体创造等方面有长足的发展。 

ü 通过课前（预习任务）、课堂（讲解、讨论、拓展）、课后（巩固、消化、产出）等环环相扣

的教学环节和丰富多样的单元任务，以“读”带动“听、说、写、译”各方面的产出。 

ü 能够充分提高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例如通过运用比喻、幽默、讽刺、反语、夸张等修辞手

法来表达深层情感，同时在熟知不同题材、作家、时代、文体和风格的基础上，增强文学素

养，提升独立赏析作品的能力。 

ü 思辨中西方文化差异，坚定文化自信。突显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外语优势，营造大国风范。 

    

2、单元教学目标（说明参赛单元的教学目标，包括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 

• （1）语言目标：夯实英语语言综合基本功，熟练掌握本单元出现的新句型、新语法、新短语、

新词组、新搭配。通过课文的详细分析，解决语言难点，让学生精准、全面、深刻地理解课文。

提升语言产出技能，实现从模仿性的语言产出到创造性的语言产出的飞跃（例如：明喻与“三次

法则”的运用、创意写作、童话翻译与广播剧改编），为他们将来职业之路打下坚实专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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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能力培养：学会对新语言知识点和童话研究专业知识点的归纳和总结，举一反三。提升

思辨能力、跨文化比较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中西童话对比（例如：

段成式《酉阳杂组》中一则故事——《叶限》与灰姑娘故事的比较）与童话翻译，提升学生综合

分析能力，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差异，坚定讲好中国故事的底蕴和信心。 

•  

• （3）知识建构：通过学习奥斯卡·王尔德的经典童话《夜莺与玫瑰》，学习优美简练的文学语

言表达，精彩生动的修辞手法与“三次法则”的运用，理解童话故事这一重要文学类型的人文内

涵及其当代价值。 

•  

• （4）育人目标：坚持“育人为本，育德为先”的核心理念，通过探讨课文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例如：何为真爱？夜莺的付出是非值得？实用性是否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成人阅读童话的意

义？童话阅读在当代有何重要意义？通过童话故事中鲜明的道德寓意（例如：《小红帽》里的勇

敢与智慧、《狼来了》里的诚实、《三只小猪》里的勤劳等），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3、单元教学过程  

（1）本单元的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   

1）主要内容  

 
 

 

 
 

 

 育⼈

批判思维

童话道德寓意

创造性产出

明喻与三次法则的运用

童话的改写与演绎

⽂化自信

童话的翻译与译⽂比较

跨⽂化思维

中西童话对比        

⽂本细读

童话的⽂体特征

语⾔技能训练

⽂本泛读

⾼
阶
思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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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时分配  

Section 1 

Session 1 文本泛读→梳理文章结构→精彩段落抢先看 

Session 2 分享王尔德名言警句→交换童话故事阅读清单→小组讨论童

话故事特征→童话故事与传统小说六要素比较 

Session 3 童话故事特征特征（一）：比喻（明喻）的使用与练习→童话

故事特征特征→重复（“三次法则”）的使用与拓展 

Section 2 

Session 4 中外童话故事比较（以《叶限》与《灰姑娘》为重点）→ 

在跨文化视角下探讨童话的定义→文本细读：讲解知识难点 

Session 5 文本细读：重难点讲解  

Session 6 课文与《夜莺与玫瑰》原本对比分析→作文（主题：童话的

当代价值）互评、组评  

Section 3 

Session 7 课后练习讲解→《夜莺与玫瑰》精彩段落翻译互评、比较分

析 

Session 8 结合布置的资料探讨童话改编策略讨论→创意写作初稿互

评、组评 

Session 9 借助童话阅读与学习展开道德与文化反思：讨论→辩论→单

元小结 

 

3）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次教学设计过程融合了三套教育理论： 

1. 在每节课的预热阶段，用到的是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知识建构理论

（Constructivism）：建构理论强调新知识的习得是基于原有知识的经验而形成意义。因此

在授课前期，通过提问、课前回顾等方法帮助学生将新知识和旧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 

2. 在每节课教学目标的设定过程中，用到的是布鲁姆学习目标分类法（Bloom’s Taxonomy）

中的认知板块, 突出了教学目标在设计过程中对于开发学生高阶思维（即分析、评价与

创造能力）的重视（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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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后在整体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融入的是产出导向法，强调教学流程由驱动，促成语评

价若干循环构成（文秋芳，2020）。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推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展。 

 
（2）解释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包括课内、课外具体步骤与活动  

Section 1  

课前：  

1.预习 Text A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课文 

2.分成若干小组查阅以下资料： 

1）奥斯卡·王尔德生平 

2）王尔德的文学成就和理念 

3）王尔德的名言警句 

3. 列出读过的中外经典童话故事和童话家清单 

4. 按照规定格式，列出内容提纲 

5. 复习小说六要素 

课中：  
Session 1  

1 请学生主动举手，完成内容提纲表格，借此梳理文章结构（part-section- main ideas of 

paragraph(s)) (10 分钟) 

2. 按上述故事情节框架梳理课文：Part One 开端-Part Two 发展/高潮-Part Three 尾声，并在

梳理过程中强调重要段落、句型、词组，请学生朗读精彩段落。（35 分钟） 

Session 2 

1.以小组形式分别分享资料查阅情况，从而引导学生了解王尔德的生平、文学成就和理念、

名言警句 （20 分钟） 

2. 小组内交换童话故事阅读清单，小组讨论童话故事特征（15 分钟）  

3. 童话故事与传统小说六要素比较（10 分钟） 

Session 3 

1. 探讨童话文体特征之一比喻修辞（明喻）在课文中的使用、分析其效果，并请学生模仿

技巧造句（20 分钟） 

2. 从课文引申并探讨童话文体特征之二重复（“三次法则”，或“The Rule of Three”）在课文

中的使用，分析其效果并拓展“三次法则”在其他场合的运用（20 分钟）； 

3. 点出童话的跨文化性差异：播放中国灰姑娘《叶限》影音资料片段（5 分钟） 

课后：  

1. 整理课文中重难点 

2. 查找资料，找出三次法则在其他场合的使用 

3. 比较《叶限》与《灰姑娘》的异同 

4. 写作：童话阅读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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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课中：  

Session 1 
1. 中外童话故事比较（以《叶限》与《灰姑娘》为重点）并在跨文化视角下探讨童话的定

义（西方童话传统对中国童话是否适用？该如何重新定义童话？）（25 分钟） 

2. 请学生参考自己整理的语言知识难点，主动建议需要讲解的语言知识点（可学生主动程

度，酌情补充重要语言点），逐个进行讲解，结合课后练习，进行随堂训练，强化巩固练习

（20 分钟） 

Session 2 

     文本细读：继续讲解课文重难点（45 分钟） 

Session 3 
1. 比较课本对原本的多处改动，讨论这几处改动对故事结构、语言、文学效果的影响。（25

分钟） 

2. 作文（主题：童话的当代价值）互评、组评：相互讨论并给对方提供反馈。（20 分钟） 

课后： 
1. 翻译给定的课文精彩片段（2 个段落） 

2. 观看童话故事改编短片：The Revolting Rhymes，并思考童话故事改编策略及其效果。 

3. 创意写作初稿：续写、改写童话故事（可以选择课本，或另选一则其他童话故事）。 

初稿需打印纸质稿，下一周带到课上互评。 

完成该任务时，可参照以下评价指标： 

1) 情节、逻辑、任务设置合理； 

2) 价值观、道德观正确； 

3) 语言精练，表达流畅，灵活运用修辞手法； 

4) 构思巧妙，内容原创，富有想象力； 

5) 尝试运用“三次法则”等技巧来模仿童话故事叙事特点； 

6) 尝试结合中国自身文化或视角。 

Section 3  
课中：  

Session 1 

1. 课后练习讲解。（20 分钟) 

2.《夜莺与玫瑰》精彩段落翻译互评与巴金、林徽因译文的比较分析，以译助解，树立文化

自信。(25 分钟) 

Session 2 

1. 探讨童话故事改编短片：The Revolting Rhymes 使用的改编策略及其效果，有必要时复看

该片段，进一步进行讨论。可结合童话故事影视改编的成败案例，例如：迪士尼系列中《花

木兰》的文化误读、《美人鱼》的黑人选角等问题。（25 分钟） 

2. 创意写作初稿互评、组评，并相互给出书面反馈与总结。（20 分钟） 

Sess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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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相提问 “What would you do, if…..”:  

1) If were the Nightingale, would you do the same? If not, what would do you do instead? 

2) If you were the young student, when the daughter says “I would not date with you unless you 

send me a rose,” then what would you do? 

3) If you were the red rose, what would you do?  

4) If you were the young student being rejected by the daughter, what would you do?  

借助童话阅读与学习，通过游戏环节进行思辨，并展开道德与文化反思。 

2. 辩论：In today’s world, to be practical is everything，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恋爱

观和人生观。 

3. 单元小结 

课后： 
1. 翻译给定的课文精彩片段（2 个段落）； 

2. 观看童话故事改编短片：The Revolting Rhymes，并思考童话故事改编策略及其效果； 

3. 修改创意写作（单元任务）并提交终稿； 

4. 自行组队，将创意写作终稿改变成广播剧，并提交音频。 

 

（3）强调本单元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ü 通过课文深度讲解与讨论，学生能更深刻地理解课文主题、掌握重点语言知识；深入探

讨童话故事的文体特征，学生能拓展专业学术知识、丰富理论知识，能更全面地提升自

身知识体系建构。 

ü 在授课期间设计多样化的教学任务 （例如，翻译版本分析，探索中国童话与西方童话之

间的差异，童话故事创意改编等）帮助学生进行中西文化方面的辩证思维，告别单一性

思维，唯西方论思维，突显我们的文化底蕴与大国风范。 

ü 针对课文内容的反思，强调童话故事的道德寓意和当代价值，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并坚定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 

 

4.单元教学评价（说明本单元的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1）本次单元教学评价采用多元评价系统。 强调评价任务的真实性，多样性，以及合理性。

保证既可以真实反映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手段，同时也可以提高学习积极性的评价手段。 

ü 形成性评价（formative assessment）：课堂提问与文学常识理解展示。 

ü 终结性评价（summative assessment）：创意写作（童话续写或改写）与广播剧改编。 

（2）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设计都遵循文秋芳教授（2015）在产出导向教学法中提倡的“师

生合作评价”系统原则，在学生完成具体学习任务之后，由教师首先对于范本进行详实评价（本

阶段包含对评分标准的讲解），继而引导学生与老师合作共同评价，并配合课内外同学互评或者

学生自评，促进师生合作评价的开展，最后以老师抽样检测的方法提出意见，促进教学成果的巩

固。 

（3）评价结果将用于调整教学进度，融入新的教学干预，促进教学理念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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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材使用方案（说明本单元选取、整合、运用了哪些教材内容，如何体现教材理念和挖掘教材内

涵，从而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教材使用情况： 

ü 依托课文《夜莺与玫瑰》的文体特征，即多处使用明喻和“三次法则”的例子，进而引

导学生深刻理解童话的两个重要文体特征（明喻与“三次法则”的运用）的效果和意义、

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并学会运用（课堂明喻造句练习+课后创意写作练习）。 

ü 依托课文中的语法知识点，进行文本细读，综合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 

ü 依托课文中的精彩段落，进行译文比较和分析； 

ü 依托课后练习，巩固语言知识。 

语言与育人： 

ü 通过多样化课堂活动，详尽梳理童话的要素、文体特征，引导学生反思中西童话的共性

与差异及其所折射的文化与价值观差异，形成多元包容的跨文化思维； 

ü 通过引导学生批判性思考课文的道德寓意以及童话的当代价值与道德寓意，在赏析优美

语言、深度理解课文内容的同时，培养批判性思维，学会辩证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

问题，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人生选

择。 

ü 单元学习集语言技能型和人文性于一体，除了教授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外，还能通过童

话阅读提升学生思维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在童话故事的正面道德价值观引导下，形成

积极的情感态度和良好个性品格。 

ü 课前、课中与课后环节能有机结合，丰富多样的作业和单元任务（例如：总结不同文学

作品中的“三次法则”和其在文本中所起到的作用；尝试使用“三次法则”进行创意写

作；将创意写作终稿改编成广播剧；精彩段落翻译；中外童话比较等）不仅能调动学生

积极性，还能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学习、观察与思考的内容与角度从课文之内延展至课

文之外，从而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活学活用的目的。 

 

四、参赛课时教学设计方案  

1、教学目标（说明所选取的 1 个完整课时的具体教学目标，以及该目标与单元教学目标间的关系） 

通过本课时的学习: 

ü 学生能够深刻理解课文以及童话作为文学类型的两个重要文体学体征，即：比喻（尤其

是明喻）与重复（“三次法则”）特征、效果及其运用； 

ü 学生能在比较传统童话故事中的明喻与奥斯卡·王尔德在课文《夜莺与玫瑰》中的拓展

性明喻中，总结出影响明喻质量的关键要素：运用想象力把看似不相似的喻体与本体关

联起来，并用丰富的喻体意象使本体描述更生动、形象，并尝试模仿王尔德的技巧想出

充满想象力、高度原创的明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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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学生能在全面考察“三次法则”的跨文化运用以及在演讲与标语中运用的过程中，探索

“三次法则”的作用及其深层认知、记忆原理，从而进一步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共通之处，

并学会对所学知识更好地归纳总，学会更好地查阅资料、观察生活； 

ü 学生能通过观看美国 CBS 电视台播出的《叶限》短片片段，探讨跨文化语境下“灰姑娘”

母题童话故事的共同道德寓意，反思中外童话共性与差异，透过他者视角的异质性洞见，

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教学过程（1>说明本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介绍所选取的教材内容<如环节、段落、练习等>及

其选取依据，注明页码和自然段序号等；2>说明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3>说

明本课时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1）教材内容  

环节（一）明喻：趣味探索明喻在课文与西方经典童话中的使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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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二）明喻：发现明喻在课文中的使用（强化）  

 
环节（三）明喻：发现明喻在课文中的使用（实践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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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四）“三次法则”：发现“三次法则”在课文中的使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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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五）“三次法则”：  

趣味探索“三次法则”在西方经典童话与中国传统故事中的使用（强化）  

 
中国传统故事：三顾茅庐、三打白骨精、三战吕布、三借芭蕉扇等  
 

环节（六）“三次法则”：探索“三次法则”在其他情景中的使用（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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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七）过渡、总结与作业：探索“三次法则”在其他情景中的使用（承上启下）  

 

 

（2）教学组织流程  

环节（一）明喻：趣味探索明喻在课文与西方经典童话中的使用（引导） 

学生活动：按照教师给出的提示，从课文中找到相关明喻的运用；从五篇童

话故事中给出的提示（本体+特征），来完成明喻，在教师给出原文中明喻后，

体会个人想出的明喻与例子中的差异，从而加深对明喻使用的特点及其语言

效果的理解。 

 

环节（二）明喻：发现明喻在课文中的使用（强化）  

学生活动：请学生找出课文中的例子，分析并强化对文中明喻使用的特点及

其语言效果的理解。 

 

环节（三）明喻：发现明喻在课文中的使用（实践与产出）  

学生活动：回顾“环节（二）”中的五篇经典童话中的明喻使用，在此基础

上，尝试运用想象力，造出富有原创性的王尔德式明喻。 

 

环节（四）“三次法则”：发现“三次法则”在课文中的使用（引导）  

学生活动：回顾“环节（一）”中所探讨的课文，请学生找出文中的例子，

分析课文“三次法则”使用的特点及其语言效果。 

 

环节（五）“三次法则”：趣味探索“三次法则”在西方经典童话与中国

传统故事中的使用（强化）  

学生活动：充分调动已有知识（西方经典童话故事阅读），找到“三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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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的运用；充分调动已有知识（中国传统故事），找到“三次法则”在其

中的运用；总结出“三次法则”跨文化、跨时空使用的深层认知和记忆原理。 

 

环节（六）“三次法则”：探索“三次法则”在其他情景中的使用（拓展） 
学生活动：找出教师给定演讲材料中“三次法则”的运用，互动式探索“三

次法则”的幽默效果与在口号中的运用，并尝试在课后归纳更多例子。 

 

环节（七）过渡、总结与作业：探索“三次法则”在其他情景中的使用  
（承上启下）  

学生活动：结合上两个学时的内容，复习童话故事的要素和文体特征，在探

讨童话定义时加入跨文化思辨，通过观看美国 CBS 电视台播出的《叶限》短

片片段，探讨跨文化语境下“灰姑娘”母题童话故事的共同道德寓意，反思

中外童话共性和差异，了解课后任务和作业，为下一周课程做准备。 

 

（3）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ü 依托课文《夜莺与玫瑰》的文体特征，即多处使用明喻和“三次法则”的例子，进而引

导学生深刻理解童话的两个重要文体特征（明喻与“三次法则”的运用）的效果和意义、

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并学会运用（课堂明喻造句练习+课后创意写作练习）。 

ü 通过多样化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反思中西童话的共性与差异及其所折射的文化与价值观

差异，形成多元包容的跨文化思维； 

ü 在教授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外，还专业学术知识的拓展和深化，通过童话阅读提升学生

思维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在赏析优美语言、深度理解课文内容的同时，还能通过发散

式思维和聚合式思维训练以及洞察、剖析和评估等批判性思维训练，鼓励并引导学生多

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3、教学评价（说明本课时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ü 本课时依旧延续单元评价理念，采用“师生合作评价系统”。师生合作评价系统”是文秋

芳教师在《产出导向法：中国外语教育理论创新探索》一书中提倡的创新新评价系统。

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利用评价成果来优化教学结构。 

ü “师生合作评价系统”包含课前准备、课内实施和课后活动三个阶段，本课时内包括的

具体任务有：课堂提问以及文学常识理解任务。不同的任务配合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以

保证评价系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时通过课前准备，典型样本评阅，重难点加强练习

等多种手段推动评价服务于教学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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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教学资源  

王尔德作品集 

原文。https://www.wilde-online.info  

童话 

Fairy Tales. https://libguides.mssu.edu/c.php?g=185298&p=1223407   

Aesop’s Fables. https://www.aesopfables.com  

Grimms Tales. https://www.grimmstories.com/en/grimm_fairy-tales/index  

童话改写与比较 

The Revolting Rhymes. 2016. https://www.iqiyi.com/w_19sb5vn009.html  

Mulan. 2020. https://www.iqiyi.com/v_1dy2fwvo9qo.html  

Ye-Shen: A Chinese Fairy Ta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Ou0Wy4ucjs  
《夜莺与玫瑰》译文比较 

奥斯卡·王尔德。《快乐王子》，巴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942）。 
奥斯卡·王尔德。《夜莺与玫瑰》，林徽因（译）。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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