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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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业大一学生 

教学时长 8学时/单元(6学时线下/2学时线上) 

教材名称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 

参赛单元 第  1  册第  8  单元（*单本教材仅填写单元信息） 

二、团队信息 



三、单元教学设计方案（本部分请勿出现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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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特色】 

我校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省属普通高校，在 60余年高等教育办学历程中，逐步建立

了涉及基础教育各学科、满足社会教育类型需求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以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和教师职业道德、专业素养好、教学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学科专业教师为己任，为地方基础教育

部门培养了大批优秀中小学教师。同时，学校围绕国家宏观需求、立足服务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

开设非师范专业，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深厚人文素养、较强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十四五”期间，我校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以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2年工作要点为纲，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改

革，全面提升我校人才培养质量。 

【教学对象特点】 

1）生源结构 

本课程（综合英语 1）教学对象为我校 2021 级英语（师范）专业的学生，生源以本省为主，兼

有大约 1/5 其他省份学生。省内学生入学录取平均分高于省一本线，英语综合基础普遍较好，但仍

存在区域差异；其他省份学生英语综合基础虽然相对较弱，但英语学习动机较强、认真勤奋。 

2）学习动机 

根据入学初期对学生所做学习动机调查得知，绝大多数学生选择英语（师范）专业出于个人对

英语语言和教师职业的热爱，因此，学生学习目的明确、积极性较高，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

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完成线上学习任务，自主学习掌握词汇、语法等语言基础知识，理解语篇

的浅层语义。 

3）知识能力 

受基础教育阶段教学模式影响，多数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语用知识贫乏；具备

一定的读写能力，深层解读文本和语篇分析能力较弱；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问题意识、自我反思



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弱；具备较强的应试能力，而综合运用英语能力较弱。 

鉴于对教学对象的分析，本课程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专业教学指南》为指导，结合《普

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20 修订） 》中提出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将语言教学和价值塑造有机

融合，夯实学生英语语言基础，提高学生学科素养，努力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基础教育英语教师。 

【课程时长及总体目标】 

课程时长：8学时/周（线上 2课时，线下 6课时）；16周/学期，线下共 96学时/学期。 

总体教学目标： 

《综合英语》是《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以下简称“标

准”）中规定的英语专业本科基础阶段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因此，本课程对接《标准》规定，依据《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专业教学指南》（2020）（以下简称“指南”），基于教材内容和线上教学平台，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进行语言交际的能力。同时，结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20 修订） 》中提出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和文秋芳教授（2020）提出的“关健能力”，我们将本

课程总体目标分述如下： 

 

1） 语言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英语高阶词汇及词汇的构成和语用特点，能够分析并理解结



构复杂的句子；掌握丰富、多样且符合目标语文化的修辞手法；掌握衔接、连贯、体裁特点等语篇

知识和跨文化交际知识；深刻理解中国故事蕴含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 

2） 语用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深度解读文本语篇、挖掘语篇主题思想和人文价值；提高英语口

语和写作等语言的综合应用能力；提高英语语言产出的得体性、丰富性和高阶性；能够正确使用跨

文化交际策略，准确讲述中国故事。 

3） 思维品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总结、归纳文本语篇主题思想和人文价值；批判对待各种事物和

观点，尊重文化差异并认识到文化共性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创新方式方法，讲好中国故事；能

够将英语学科知识迁移于中学英语教学实践。 

4） 学习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形成主动学习意识、问题意识和自我反思意识；利用线上线下混

合式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提高利用网络搜集、梳理、分类和归纳信息能力；增强团

队沟通和合作能力。 

5）思政育人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能够加深对

教师职业的理解，具有深厚的教育情怀；能够胸怀“大先生”的职业目标，在今后的学科教学中践

行教书育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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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 1》 Unit 8 In a Festival Mood。单元

教学目标分述如下： 

 



1)语言知识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描述节日家人团聚的词汇和语块、描述个人和家庭关系的比

喻、对比、排比、头韵等修辞手法；掌握英语说明文和记叙文的文体特点及衔接、连贯等语篇知识；

美国人对个人和家庭关系的理解；端午节的重要文化内涵及屈原精神的精髓。 

2）语用能力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深度解读“Thanksgiving Day”和“Spring Festival and Mother”

两篇文章，挖掘其主题思想及人文价值；提高视频脚本撰写中语言的准确性、内容的丰富性和结构

的逻辑性；提高学生通过比较和对比等修辞手法，借助音视频介质讲述中国节日及其文化内涵的能

力。 

3）思维品质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总结归纳课文语篇主题思想和人文价值；批判对待各种事物和观

点，尊重文化差异并认识到文化共性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创新方式方法，讲好中国故事；将学

科知识迁移于中学英语教学实践。 

4）学习能力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形成主动学习意识、问题意识和自我反思意识；利用线上线下混

合式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提高利用网络搜集、梳理、分类和归纳信息能力；增强团

队沟通和合作能力。 

5）思政育人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能够重新认识美国的个人主义和家庭观，深刻理解个人和家庭、小家与

大家之间既撕裂又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解家庭对个人的重要性，国家对个人的重要性，从而加深学

生的家国情怀。同时，通过中美两国个人与家庭关系的比较，强化学生的思辨意识和在跨文化交际

中求同存异的意识。 

 



3、单元教学过程（1>说明本单元的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2>说明本单元教学

组织流程，包括课内、课外具体步骤与活动；3>说明本单元教学过程如何体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

一） 

【主要内容】 

本单元以节日情结为主题，主要由 Text A Thanksgiving Day 和 Text B Spring Festival and Mother

两篇与中美重要节日相关的课文组成，以不同的文体形式讲述了两个节日在不同文化中起到的相同

作用：家人团聚，以及这种团聚所蕴含的深层文化价值：个人与家庭、小家与大家之间看似分离却

又难以割舍的纽带关系。 

Text A 的标题虽然是 Thanksgiving Day, 却并未介绍感恩节的起源、风俗和饮食等，而是通过一

系列的排比和对仗等写作手法描述了两层含义：1）在向来被认为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的美国，为了

感恩节的团聚，男女老少依然会从或近或远的地方回到家中。他们就像那来往于小家和大家之间的

车轮，一生都在个人和家庭、追求自由和家庭羁绊之间奔波。2）作为个体，他们生活在“适者生存”

的残酷竞争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经济利益，他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随时会被生活碾压；而作

为家庭成员，他们被无条件接受，家人之间的纽带是与生俱来的血缘、情感和无需任何理由的爱，

他们没有成功者光环，也不必有失败者的不堪。 

Text B Spring Festival and Mother 是中国作家阎连科作品“过年的母亲”的英译。作者用叙事的

手法讲述了每逢春节母亲对儿孙回家团聚的期盼，却又不舍儿子饱受火车拥挤，甚至后来因儿媳未

回让儿子提前返回自己小家。文章一方面借春节团聚讲述了中国父母含蓄而无私的爱，另一方面也

传递了个人与家庭，小家与大家之间的聚合分离关系。 

通过对 TextA 和 TextB 主题分析比较，不难发现，不管是被认为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还是重视集

体主义的中国，个人与家庭、大家与小家之间总是矛盾又不可分割的关系存在，人们在重要的节日

或不远千里与家人团聚或为了小家而离开大家，都是缘于家给予其成员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爱与包

容，这种爱的纽带，就是我们的节日情结。 

爱、个人与家庭、自由与束缚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和认知，正是这种共情，让我们能够更好理解

异国文化。不同文化中还有很多这样共同共通的情感和认知，为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读

懂中国带来思考和启迪。 



【课时分配】 

《综合英语》为我校英语（师范）专业核心课程，每周 8课时完成 1个单元的教学任务（线上 2

课时+线下 6 课时）。该课程使用我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线上自主学习： 2 学时线上学习中， 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完成在线平台 Preparatory work、

Language enhancement、Analytical reading 和 Supplementary Reading4个模块的学习任务，分阶段自主

学、练单元学习材料中的重点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进行课文浅层理解，进行拓展阅读和自我学

习反思。 

课堂合作学习：6课时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围绕单元产出总目标，对 TextA和 TextB两篇文本

素材和课后练习等进行整合、改编后开展课堂教学与练习，内容涵盖隐喻、头韵、排比、对仗等修

辞手法，文本深层解读及主题提炼，引导学生知道、理解、实践文本蕴含的育人元素，以教师主导、

学生主体、学习中心的教学方法，师生合作、生生合作的评价方式完成单元教学目标。 

【设计理念与思路】 

1）设计理念：三点一线 

以学生实际需求为起点，以夯实学生语言能力为基点，以思维品质培养和价值引领为重点，以

“产出导向法”N个循环的驱动-促成-产出教学活动为主线，达成知识传递、能力培养、思维锤炼、

学习能力和思政育人等教学目标。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POA）提倡“学用一体”，主张在课堂教

学中，一切语言教学活动都与语言运用紧密相连，做到“学”与“用”融为一体。学生不再单单学

习课文，而是以课文学习为中介，用课本所学知识和技能用于完成产出预设任务。本单元设计遵循

POA教学流程3.0版（文秋芳，2020），通过创设基于学生真实需求的情境来驱动学习(motivating)、

提供内容、语言和策略支架来促成学习(enabling)、布置写作、口头表达任务来评价学习(assessing)，

促使语言输入(input)到语言吸收(intake)再到语言输出(output)的转化，最终达成单元教学目标

（production）。 

在单元产出总目标层次，教师开展“驱动-促成-产出”流程，是教学流程外部大循环，同时，

单元产出总目标被切分成三个子目标，在产出子目标层次所开展的“驱动-促成-产出”流程是教学

流程内部微循环，如下图（文秋芳，2020：45）。随着若干微循环的顺利完成，最终实现单元产出

目标。 

 



2）设计思路： 

基于以上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本教学单元课程设计思路如下： 

 

 

 

 

 

【具体单元教学设计思路】 

基于学生真实需求的情境创设：                                                            

教学班级两位同学准备参加“外研社国才杯”国际传播力短视频大赛。因端午节临近，端午节又

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两位同学准备以介绍端午节为主题拍摄视频。然而当谈及讲述内容时，

一位同学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她曾经跟外教介绍中国传统节日，包括节日起源、神话故事和节日

习俗，但是外教似乎无法理解，因此也表现出不感兴趣。因此，如何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成功

传递“故事”蕴含的中国思想和价值观，成为困扰学生的难题。                                     

基于这一需求，结合本单元教学材料，设计以下教学环节： 

课时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及评价方式 

Section 

1 

2课时 

1.语言能力：理解重点

词汇语义和长难句语法

结构；头韵、隐喻修辞

手法；文本语篇特点                 

2.文化意识：理解感恩

节对美国人的意义          

3.思维品质：观察比较

TextA和 TextB语篇差

课前驱动：通过在线词汇、语法练习；

检验自主学习效果，自我反思词汇语法

学习方法和过程；基于真实需求的情景

创设：介绍中国节日的视频创作 

1.线上自主学习       

2.自我评价反思 

课中驱动-促成-产出循环：           

1.驱动：分析自主学习中出现的词汇、

语法难点和视频脚本中的词汇语法问题                          

2.促成：语言（重点词汇语义语用讲解）   

1.线下课堂教学   

教师讲解       

学生讨论       

小组合作            

促成

产出

驱动 促成

产出

驱动 促成

产出

驱动
基于真实需求

创设驱动情境 

设定教学目标 

Section1 Section 2 Section 3 

完成预设任务   

达成教学目标 

达成 

师生共评+

生生互评 

师生共评+

生生互评 

 

师生共评+

生生互评 

教师评价       

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异，思考如何讲述中国

故事                

4.学习能力：利用语料

库准确掌握词汇语义，

视频脚本评价能力       

5.思政育人：珍惜家庭

亲情 

内容：（脚本内容初步讨论分析）      

结构：文本语篇体裁特点及衔接手段   

3. 产出：词汇语法补充练习 

2.师生合作评价 

3.课后产出：修改脚本（词汇、语法）

生生互评、教师评价 

1.线上自主学习    

2.生生互评         

3.教师评价教学

目标达成情况 

 

 

 

Section 

2 

2课时 

1.语言能力：学习并使

用排比修辞手法             

2. 文化意识：认识到中

美文化的共同价值             

3. 思维品质：概括文本

主旨大意，形成求同存

异思维；如何讲好中国

故事               

4.学习能力：加强搜索

相关资料和团队合作能

力                       

5.思政育人：个人和家

庭、自由与羁绊、小家

与国家的关系 

课前驱动：生生评价视频脚本（语言、

内容、结构） 

1.线上自主学习       

2.生生互评      

课中驱动-促成-产出循环：                         

1.驱动：师生评价视频脚本          

2.促成：语言（排比修辞）                           

内容（个人与家庭，文化共性）              

结构（比较和对比）                 

3.产出：用排比修辞修改脚本语言 

1.线下课堂教学   

教师讲解       

学生讨论       

小组合作            

2.师生合作评价  

3.课后产出：修改脚本（语言、内容、

结构）、生生互评、教师评价 

1.线上自主学习    

2.生生互评         

3.教师评价教学

目标达成情况 

Section 

3 

2课时 

1.语言能力：视频脚本

的语言特征、视频讲解

语音、语调、语速等知

识                  

2.文化意识：跨文化交

际中肢体语言的作用和

禁忌               

3.思维品质：声音、图

课前驱动：生生评价视频作品（语音、

语速、字幕、剪辑等） 

1.线上自主学习       

2.生生互评      

课中驱动-促成-产出循环：                         

1.驱动：师生评价视频作品         2.

促成：语言（语音、语调、语速、音高）                            

内容（音画和谐，肢体语言）              

结构（视频剪辑）                 3.

产出：根据促成环节提出视频修改意见 

1.线下课堂教学   

教师讲解       

学生讨论       

小组合作            

2.师生合作评价  



像、字幕整合协调能力；               

4.学习能力：视频制作

和团队合作能力                       

5.思政育人：批判思维

和创新精神 

3.课后产出：修改视频，完成视频拍摄

任务 

1.线上自主学习    

2.生生互评         

3.教师评价教学

目标达成情况 

【语言教学与思政育人融合点】 

本单元本设计以POA为理论指导，教学设计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体现POA倡导的“关键能

力说”（文秋芳 2020），包含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思辨能力、文化能力、创新能力和合作能力。每

项关键能力都包含核心知识、核心技能、情感品格、自我管理和价值观这五个要素。价值观决定各

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向。因此课程的设计不仅要实现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工具性目标，而且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引领和达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合学生实际需求，深挖单元思政元素。本单元情景创设是基于学生参加“外研社国才杯”

国际传播力短视频大赛准备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思想时，如

何让听者听懂中国故事、理解并接受中国思想。本单元教学材料以节日情结为主题，提供了美国感

恩节和中国春节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了共同的情感：节日的意义、个人与家庭、

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因此，教师通过文本分析，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节日的意义和文化价值，学会在

跨文化交际中尊重文化差异、珍惜文化共性，正确认识个人与家庭、小家与大家、大家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 

2）结合产出目标任务，精选选择输入材料。本单元情景创设的产出目标任务是通过介绍端午

节，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思想。通过文本分析，让学生认识到在讲述中国故事过程中不仅看到

文化差异、更要看到文化的共同之处。通过找到文化的共同之处，才能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引起听者

的共情，从而听懂、理解并接受中国故事和中国思想。因此，结合学生讲述端午节的产出目标任务，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端午节的文化价值：屈原的爱国主义、坚持信仰和为信仰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根据端午节的这一文化价值，选取了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日作为对比材料输入，以此强化中美国家的

共同价值观：爱国主义、坚定信仰、勇于斗争。 

3）结合教学活动设计，培养互助创新精神。通过以团队为单位的脚本撰写和视频拍摄任务，

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通过视频拍摄知识学习，培养学生多模态文本分析能力和利用多媒

体技术助力专业学习能力；通过对讲好中国故事方式的探索，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4、单元教学评价（说明本单元的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本单元的评价理念来源于POA倡导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即

课前教师对典型样本进行详批，然后课内学生之间合作、教师与学生合作共同评价典型样本的评价

方式（孙曙光 2017；文秋芳 2020）。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布置产出子任务，学生上交平台，根

据教师给定的评价表进行同伴互评。教师快速浏览学生作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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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内实施阶段，学生根据教师设定的

评价目标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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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修改稿提交线上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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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本单元评价还将即时评价与延时评价结合，达到以评为学，评学融合的目的。“以评促学”

是POA 的新增假设，主张在教师专业引领下，学生边评边学、边学边评，打破“学”与“评”的界

限。所以本单元的每个Session 开头都以评价开始，达到以评为学、评为学用，学评一体。具体来

讲，即时评价指的是“促成”两个环节中的“检查”部分，即在学生进行选择性学习和产出任务练

习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给予的评价。这种即时评价能够帮助教师适时调整教学节奏，

掌控教学进度。延时评价指的是学生根据教师的要求，经过课外练习后，再将练习的成果提交给教

师评价（文秋芳 2015）。在学生互评和自评的过程中，学生的语言水平得到提升，并且提高了客观

评价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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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教学中根据教学需要

遵循、挖掘、改编教材，从而达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教材设计理念】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共四册。

该教材精准对标《国标》和《指南》对核心课程以及综合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编写，遵循以下设计理

念：（1）改变以传统语言技能为驱动的理念，强调技能与专业知识的融合；（2）体现以能力为导向

的教学要求，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3）注重课程育人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4）坚

持创新发展，探索混合式教学模式。 

【本单元教材使用方案】 



本单元为《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1》第8单元：In a Festival Mood, 教材的使用遵循

POA教材使用材料的理论框架，统筹全局、学用一体。  

本单元教学围绕教材编写理念，同时遵循POA倡导的学用一体说，以教材相关内容为手段（包含

语言、内容、结构）来完成产出目标，实现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的融合（文秋芳 2020）。教材选取

整合扎根文本，层层推进，以教师为主导、选取材料均要服务于产出目标，具体操作策略为选、调、

改、增。 

策略 内容 原因 目的 

选 

语言知识： 

修辞手法 

1.词汇、语法难度符合学生自学能力； 

2.TextA 排比、对仗、暗喻修辞手法较多 

解决产出目标（视频脚本）

的语言问题 

主题思想： 

文化共性 

1.TextA和TextB主旨相同：节日虽是家人

团聚的日子，但也充斥着个人与家庭、自

由与羁绊、小家与大家之间的矛盾 

解决产出目标任务（讲述中

国故事）中如何使目标听众

听懂、理解并接受中国故事

的问题 

综合能力： 

写作 

1.写作是教材练习的一项内容； 

2.写作是词汇、语法、修辞和主题意义相

统一的输出形式 

解决产出目标任务（视频脚

本）写作 

调 

调整文本顺序 TextA和TextB主题意义相同，有可比性 挖掘主题意义和思政元素 

探寻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 

调整练习顺序 将教学后的写作任务调整为教学前的情

景创设更符合POA教学理念 

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创设情

境 

改 

改变写作内容和

体裁 

1.原写作练习为介绍中国节日，要求过泛

且不能体现单元主题意义 

2.改为具体的节日-端午节，将单一的写

作练习改为视频脚本写作 

服务于学生参赛需求 

服务于讲好中国故事 

服务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 

增 

屈原精神精髓及

与马丁 路德金

精神对比 

视频配音语音、

语调、语速知识 

1.结合产出目标任务将文本主题具体化 

2.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讲好中国故事方式 

3.培养学生多媒体使用能力 

丰富视频内容 

优化视频拍摄 

讲好中国故事 

 



四、参赛课时教学设计方案（本部分请勿出现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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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单元为《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 1》第 8单元，主题为“In a Festival Mood”。 根

据教材编写要求及我校综合英语课程课时安排，本单元教学共分为 8 课时，其中 2 课时为线上自主

学习，6课时为课堂师生合作学习。参赛课时为课堂师生合作学习的第 3课时。 

根据“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和“关健能力”要求以及对教学对象的需求分析，本单元从语言知

识、语用能力、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和思政育人等方面设定教学目标。 

【本课时具体教学目标】 

1)语言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时学习，学生能够掌握排比和对仗的修辞手法；美国人对个人和家庭关系的理解；端

午节的重要文化内涵及屈原精神的精髓。 

2）语用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时学习，学生能够深度解读“Thanksgiving Day”和“Spring Festival and Mother”

两篇文章，挖掘其主题思想及人文价值；学生能够实现知识迁移，将对文本语言、主题思想和结构

的分析用于解决现实需求，即提高视频脚本撰写中语言的准确性、内容的丰富性和结构的逻辑性。 

3）思维品质目标： 

通过本课时的学习，学生能够总结归纳课文语篇主题思想和人文价值；批判对待各种事物和观

点，尊重文化差异并认识到文化共性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将文本主题归纳总结能力迁移至中学

英语教学实践。 

4） 学习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时的学习，学生能够提高利用网络搜集、梳理、分类和归纳信息能力，视频拍摄能力

和团队沟通与合作能力。 



5）思政育人目标 

通过本课时学习，学生能够深刻理解个人和家庭、小家与大家之间既撕裂又无牵连的关系，理

解家庭对个人的重要性，国家对个人的重要性，从而加深学生的家国情怀。同时，通过中美两国个

人与家庭关系的比较，强化学生的思辨意识和在跨文化交际中求同存异的意识。 

【课时教学目标与单元教学目标的关系】 

本课时为单元学习的重点课时，旨在学生对 TextA 和 TextB 进行自主学习词汇语法和浅层理解

大意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深度解读文本内涵，总结文本主题意义，批判思考

个人与家庭之间等关系以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本课时教学目标既是单元教学目标的子目标，又与

单元目标形成层层推进、相互关联的关系。通过这些层层推进、相互关联的子目标的达成，最终实

现单元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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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效使用教材体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设计理念与思路】 

1）设计理念： 

本课时的设计以产出导向法（POA）（文秋芳2015；2020）为理论基础，以 “学用一体化”课

堂为依托，实现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综合培养，达到学科育人目的。 

2）总体思路： 

    驱动（评价子任务1） 促成（语言、内容、结构） 产出与评价（即时+延时）   

1. 生生评价视频脚本 1.语言：排比、对仗讲与练 1. 产出1：课中修正脚本

语言 

  

2. 教师评价视频脚本 2.内容：分析文本主旨；比较TextA和TextB

的共性；引入视频主题-端午节的文化价值

和马丁路德金日的文化价值，以文化共性为

媒介，讲好中国故事 

2. 产出2：课后修正脚本

内容和结构  

  

3.总结视频脚本中的不 3.结构：比较的两种方法和常用表述方法 3.评价：课中即时评价与   



足（语言、内容和结构）     课后延时评价（生生互评

修改后的脚本）   

【教材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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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内容选取及选取依据】 

本课时选取《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1》第8单元TextA（P162-164）进行语言（排比和

对仗修辞手法）讲解和主题意义挖掘，选取TextB(P174-177)与TextA进行主题意义比较，总结

Festival Mood的含义及个人与家庭关系、文化共性等思考。在Section1部分，学生已通过课题活动

对TextA和TextB的重点词汇、句子进行了重点学习，并总结了文本的浅层意义，因此，本课时以讲

解排比和修辞为目标，重点讲解含有排比和对仗修辞的段落（Text A Para 2.3.4.5.7.8）。在对比

分析单元主题意义时，重点讲解与主题意义密切关联的段落（TextA Para. 1.3.4.5.6.7.8；Text B 

Para.1.2.4.5.6.23.29）。练习选取了writing部分并进行了体裁修改，作为整个单元的驱动情境。 

【教学组织流程】 

Session 2-1（1课时：45分钟）： 

课前 

教师：评价学生在线平台上提交的子任务 1（视频脚本），分别选出两份中、高水平的样本。 

学生：在线上学习平台上对同伴作业即子任务 1（视频脚本）从语言、内容和结构三方面进行互

评。 

课中 

    1）驱动（师生合作评价子任务 1，找出语言、内容和结构差距，引出本课时讲与练重点内容） 

教师呈现两份子任务 1 样本，检查学生评价结果；在学生评价的基础上，教师对两份子任务 1

样本进行评价，找出样本语言、内容和结构上与优秀脚本的差距，从而引出本课时重点讲与练的内

容。 

 



 

 

 

 

2）促成（语言促成、内容促成、结构促成） 

语言促成： 

① 教师对子任务中样本评价发现，样本语言由于没有使用适宜的修辞手法，导致语言表达问

题，因此，教师引导学生发现 TextA Para. 1.3.4.5.6.7.8 中出现的典型修辞手法：排比和对仗。 

② 教师通过讲解和练习，让学生了解、理解、识别什么是排比和对仗，为什么在文本中使用

排比和对仗。 

③ 教师再次呈现子任务样本中有语言问题的句子，让学生使用排比或对仗对句子进行修改，

既是对所讲知识的实际运用，也是实现一个子产出。 

 

 

 

子任务样本 2 份 

学生互评 

教师评价 

文本语言特点分析 修辞手法：排比和对仗 

教师讲解排比和对仗 学生识别排比和对仗 



 

内容促成： 

① 教师对子任务中样本评价发现，样本内容包括端午节的起源、习俗等，这是一种常规的介

绍中国节日的做法。但是由驱动情境得知，学生在对外教讲述中国节日的时候，外教不明白她所讲

的节日起源和习俗，所以表现出不感兴趣，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② 教师引导学生对同样以节日为主题的 Text A Thanksgiving Day和 Text B Spring Festival 

and Mother 进行主题意义分析，教师引导学生深度挖掘本单元“In a Festival Mood”的主题意义

以及中美两国在个人和家庭关系方面的文化共性，引导学生理解：介绍中国节日，不仅要讲节日的

起源和风俗，还要讲节日的文化内涵；讲述中国故事，不仅要尊重文化差异，更要找到文化的共性，

引起读者或者听者的共情，以便于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③ 教师引导学生挖掘端午节主要的文化内涵：从《离骚》的诗句中总结屈原精神（爱国、坚

定信仰、勇于斗争），继而引出和屈原有着相似之处的马丁路德金以及他的爱国、坚定信仰和勇敢斗

争的精神是如何在“ I have a dream”中体现的。抛砖引玉，让学生思考其他中美国家之间的文化共

性，用于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Text A 主题意义分析 Text B 主义意义分析 

节日情结：在个人与家庭、团

聚与分离的纠结中为爱而聚 



 

 

 

结构促成： 

① 对子任务中样本评价发现，样本句子与句子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手段，结合内容驱动中讲

到的文化共性，引出结构促成内容：比较的两种方式。 

② 教师讲解比较的两种方法，提供常用语言表达，演示如何将内容驱动中提供的元素进行两

种方式的比较。 

 

 

 

中美两国文化中共有的价值 

尊重文化差异，珍惜文化共性，讲好中国故事 

比较的两种方法 

Subject by subject Point by points 



课后 

产出（课后根据本课时所讲内容第二次修改脚本：子任务 2） 

① 布置学生根据本课时所讲授内容，从语言、内容和结构对子任务 1 进行修改，提交至在线

平台。 

② 提供评价量表，要求学生对同伴修改过的视频脚本进行评价。 

 

3、教学评价（说明本课时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1）评价主体多元化。摆脱单一教师评价标准，以同伴互评为起点，师生合作评价为根本，从而

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良性循环。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教学评价主要依据“师生合作评价

（TSCA）”理念，教师给学生提供评价标准，选择评价焦点和典型样本。课上学生在教师引领下，

对典型样本进行合作式评价，从而优化学习效果，提高学习效率。 

2）评价方式多样化。 

① 课堂提问。涉及教师对学生对排比和对仗的理解、课文文本信息获取与理解，重点在于考察

学生概念理解是否正确、信息提取是否准确，思维的价值导向是否正确； 

② 即使评价和延时评价相结合。同时，通过即时评价学生，实施补救性教学，同时便于教师实

时调整授课方式； 

③ 小组讨论与合作任务。讨论活动实际上融入了学生自评与互评的评价环节，促进学生自我反

思以及合作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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