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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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辨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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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专业大二学生

教学时长 4课时/周，共 16 周

教材名称 《现代大学英语(第四册)》

参赛单元 第_4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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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院校特色：

我校是一所工科院校，学科特色是信息技术相关专业。学校总体人才培养目标是更好地进行双一流建

设，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胜任力的新工科人才。

2）教学对象及其特点：

本门课程的教学对象是英语专业的大二学生。学生的具体特点如下：

 语言能力：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在大一学年的学习中已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大二学年有能力阅

读难度更高、话题更深刻的文章，并用英语来阐释自己的独立思考，分享自己的反思和洞察。

 思维发展：不同于刚参加完高考的大一学生，大二英专学生不仅关注英语语言本身的学习，更有意识

地通过学习英语来体察和对比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文学、思维方式和社会发展，并逐渐具备了批判性思

维和世界公民的身份意识。

 学习目标：大二英专学生开始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很多学生不是把英语当成未来从事的

事业本身，而是把英语当成实现未来职业发展的某种赋能工具和路径。因此学习目标正在由 learn
English itself（学习英语本身）转变到 learn through English (用英语学习）。

3）课程时长：

本门课程为英专学生第四学期的必修课。一周 4学时，为期 16周。参赛单元授课时长为 6课时。

4）课程总体目标：

本课程遵照教育部印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及《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依托于外研社精读教

材《现代大学英语(第四册)》， 以立德树人、全人教育理念为引领， 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

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高综合文化素养，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

的需要。 课程致力于全人教育，深入挖掘教材中的德育、美育元素， 在帮助学生高语言基础知识和基 本

技能的基础上， 高其人文素养，以实现英语教学“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融合。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现代大学英语(第四册)》覆盖了思想信念、社会问题、人性弱点、全球化趋势、

经济发展挑战等引人深思、启迪心智的文章。在培养学生学习语言本身的基础技能外，更要培养学生通过

语言加深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理解，培养更有利于学生全方面发展和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世界观。教

师结合每篇精读文章，从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层面上引导和启迪学生，不仅要打造过硬的专业能力，还要具

备批判性思维，积极的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对自我的剖析及对世界的理解，打造自己高

尚的职业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学生将来有可能从事涉外工作，更要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爱国主

义情怀，在国际上弘扬我国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本门课程通过加大语言训练，提高学生对语言运用和语言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阅读语言难度较高

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在前三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以适应高年级学



习的需要。

课程教学目标具体如下：

 课程目标 1：帮助学生掌握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英语语言知识；掌握英语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方法，了解英语学科的知识体系，掌握英语文学、翻译、语言学等学科知识及研究动态。具体而言，

要求学生通过阅读课本掌握词汇 6000-6500个，能够正确熟练地运用其中 3500-4000个词汇及其搭配。

掌握各种句式，以及篇章的衔接方式。了解各种英语文体的样式及相关的写作方法，包括散文、小说、

诗歌、戏剧。

 课程目标 2：帮助学生掌握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综合运

用能力。具体而言，要求学生能够以较快速度（每分钟 150-180字）阅读难度相当于《简爱》的文学

原著，能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抓住要点，并能正确、流利地评价其思想内容。 能够根据提供资料在

30分钟内写出长度在 220-250个单词的短文，内容切题，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法正确，语言通

顺得体。并能根据提示在 10分钟内写出长度为 60个单词左右的应用文。

 课程目标 3：帮助学生具有批判意识和反思能力，能够针对相关问题与现象开展审辩、反思与创新；

学生能够使用英汉两种语言撰写文稿、进行口头陈述，就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翻译、英语教学等

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传播相关专业知识；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跨文化沟通

技巧，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具体而言，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探究能力、批判

性思维和准确表达的能力，突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共同攻关的能力，能够利用各种网络平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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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习《现代大学英语(第四册)》第 8单元 Economic Growth Is a Path to Perdition, Not Prosperity，学生

能实现以下目标：

1）知识目标——学生将了解：

 和经济及生态相关的英语术语，如 (Per capita) GDP, UN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green
economics,bio-capacity,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sumerism等；

 描述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动词，如 slump, soar, stumble, crash, plummet, pile up, multiply等；

 作者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法，如类比、故事、从认知起点到认知终点、头韵(Alliteration)等。

 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消费主义对社会大众的影响。

2）能力目标——学生将做到：

 充分理解、精准翻译、详细阐释和经济及生态相关的英语术语；

 恰当使用描述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动词；

 学会使通过故事力进行说服、施加影响，能用对比的方式提炼出知识的价值；

 用整体性思维理解和阐释经济发展和社会、道德、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

 掌握文章大意和逻辑链接。

 针对文章中反映的不同问题总结和提出解决方案，用“问题—解决方案—优缺点—提升空间”的流程



导图进行梳理。

3）育人目标——学生将获得：

 沟通的方法：学生会理解故事和类比能产生情绪，让人自己悟出道理。巧妙的运用类比和故事，可以

帮助我们润物细无声的沟通和施加影响力；

 批判性思维：学生学习达尔文的品质和精神，学习他敢于突破的批判性思维。同时通过思考达尔文时

代人们和当代人们所处的“错觉假想”，学会辩证客观地思考各种社会现象，重新审视和打破那些看

似显然正确、无需质疑的信念，更公正地看待和理解世界；

 时政思考：学生会关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时政热点，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提升使命感和家国情

怀。

 大国担当：学生反思中国自古以来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当前习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及中国精准脱贫，减少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的做法，总结中国可以为全球经济与环境、社会

的关系贡献的智慧和解决方案，增强大国担当和使命感。

 自我觉察和反思：学生能觉察消费主义对自己行为和思想的影响，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对生活追求的

影响，更加理性地看待物质丰足和精神丰足的关系，能够区分哪些是自己的需求（needs）、哪些是

自己的欲望（greeds），拒绝被消费主义摆布和操控自己的人生;的
 全局观：学生会从全局视角看待问题。社会进步不是只靠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是包括方方面面，比如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贫富差距、道德追求等。切不可一味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牺牲环境资源和社

会的安宁幸福。学生会理解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学生能学会看

到全局而不是局部，并立足于长远的发展而做当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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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单元的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

 主要内容：

本单元主题是 Economic growth（经济发展）,共提供了两篇文章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两篇文章都是

通过辩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基于单元产出任务，本单元教学重点为第一篇

Economic Growth Is a Path to Perdition, Not Prosperity，第二篇文章作为学生的自学任务。第一篇文章是典

型的议论文体裁，作者首先通过巧妙的类比故事警示人们不要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并通过三个论点引发

读者对 GDP的重新思考：一味追求 GDP容易让人们陷入盲目的消费主义；只追求 GDP的增长是不可持

续的，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GDP并不和幸福指数成正比。文章逻辑严谨，结构完整，有大量值得学生

学习的说服性写作技巧，并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带来积极的影响和启迪。

 课时分配：

根据本专业教学大纲，本单元计划用 6课时完成，详细课时分配请参看下面“单元教学组织流程”中

的教学计划表。

 设计理念和思路：

本单元教学过程的设计理念依托文秋芳教授创立的产出导向教学法 (POA)，遵循“输出驱动



(Motivating)-输入促成(Enabling)-产出评价(Assessing)”的教学流程，以产出任务为先导，作为教学的起点

和教学终点，并通过输入学习促成学生掌握说服性写作技巧、掌握重点词汇搭配、功能表达、篇章组织等。

在此基础上，本单元的教学设计还在驱动(Motivating)和促成(Enabling)的基础上增加了 1 个环节：迁移

(Transferring)，引导学生即时复盘和学以致用，帮助完成产生任务。最终通过产出评价来促进自我反思和

提高。

在驱动Motivating 阶段，首先给出本单元的产出任务：说服性文章的仿写。再设计问题驱动和情境

驱动，让学生对如何巧妙地说服对方接受一个颠覆原有认知的方法产生兴趣，完成驱动。本单元具体产出

任务可以细分为 2个子任务：

仿照作者用类比故事的方式完成说服性写作的开头，影响读者接受一个颠覆原有认知的新观点；B. 仿
照文章标题的一句话方式提炼新观点的价值，把读者从认知起点带到认知终点。

在促成 Enabling 阶段，引导学生阅读课文，并在每个段落嵌入一个分析重点写作技巧、和学习词汇

搭配、语句篇章、修辞手法的小挑战，层层递进，为学生理解文章、掌握写作技巧和学以致用搭好脚手架，

逐步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

在迁移 Transferring 阶段, 教师引导学生及时反思回顾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反思能

力和元认知能力；并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把所学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应用在新场景中，让知识和技能真正“活

起来”，并为完成产出任务做准备。

在评价 Assessing 阶段，教师对学生在课前课中学习和产出任务练习的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给予

评价和反馈。首先师生共同学习评价标准，然后在线下课堂中共同对学生提交的产出成果进行评价，最后

布置学生依据评价标准在课下进行同伴互评和自我评价。

2）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和设计重点：

 第一部分 Part 1 （2课时，1课时为 45分钟）

教学环节

及时间分配

教学过程

步骤和活动

设计重点

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

课前：

预习准备

课前给学生发 KWL表，让学生通过预习填写前两

栏 K(已知)和W(想知)，并上传至云平台的讨论区。

激发好奇和期待

使用 KWL 表可以评估学生对背

景知识了解多少，让学生带着问题

积极地阅读和思考，阅读完了再回

顾自己的收获。

学生通过填写【K 已知】和【W
想知】，会倒逼着自己对课文主题



学生和老师就 KWL表中的问题互动交流，并分享

相关资料。

提示学生把第 3 单元 Groundless Beliefs 文章和这

篇文章对比阅读，找到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无根据信

念，并在学习社群讨论和互相激发。

产生好奇。当学生感觉自己的知识

出现缺口时，会有一种被剥夺的感

觉。这时他们迫切地期待获取所缺

失的知识，从而减少或消除被剥夺

的感觉。自然对学习多了期待感，

并能自动管理注意力。

课中：

驱 动 环 节

（10min）

兴趣激发：请学生看 1张 2022世界 GDP排名前十

的国家名单，和 1张 2022世界 HDI排名前十的国

家名单，问问他们为什么 GDP排名前十的国家却

在人类发展指数上却没有排在前十名？这个对比

给学生有什么启发？对 GDP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

系有哪些新洞察？

场景驱动：假设毕业后的你要回家乡当村官，村里

普遍认为只要一味把经济各项指标拉上来，就能实

现进步。作为村官的你，会用什么方式说服村民相

信经济指标不是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并让他们心

服口服呢？我们看看作者有什么妙招。

问题驱动：请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花了 3整段谈及

看似和经济发展没有关系的达尔文事迹故事。这种

讲故事的方法在施加影响力和说服力方面有什么

特点和效果？

产出任务：如果你要针对当代人们的某个错误观点

写一篇说服性文章或做一个说服性演讲，请仿照作

者的说服方式，用一个故事用类比切入。

引发思考和探究

应用探究式教学法，通过激发兴

趣，问题驱动和场景驱动，设置较

为真实的挑战，驱动学生去积极思

考和探索解决方案，学以致用。

紧扣时事、思政融合

紧扣当下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选择

回馈家乡，当村官振兴乡村经济、

脱贫攻坚的时政热点，唤起学生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并思考如何更有

智慧地施加影响力。

课中：

促进环节

（30 min）

闯关式寻宝阅读

学生一边阅读一边完成挑战。

请学生快速阅读文章 1-3段，隔空向作者学习他的

说服技巧。二人一组，请学生 A 总结作者使用的

方法，B倾听并回应；请学生 B分享这种说服方式

带给他的感受，A倾听并回应。

请学生通过阅读 1-3段找到：

1. 作者说服性写作的技巧

2. 故事实施影响力的方式和效果

融入游戏化教学思维，激发兴趣和

成就感

合作共学：让学生学会在倾听和反

馈中互相学习。

任务导向型的闯关设置：在每一段

落里埋下一个挑战，让学生每学完

一段落，就能完成一个相应的挑

战。带着“寻宝任务”来阅读，让

学生能一直保持积极主动的思考，

并即时获得成就感。

通过任务导入、问题引领、知识探



3. 介绍一位著名人物的模型

4. 对比的使用场景和写作效果

5. 对比在文章标题中的使用和意义

6. 达尔文身上的品质和精神，达尔文是 Unit 1
Thinking As a Hobby当中的第几级思考者？

究、应用内化以及有效产出的几步

骤，有节奏的层层深入教学。

融入育人目标

引导学生发掘达尔文身上的品质，

并向达尔文学习他勇于突破的批

判性精神。

课中：

迁 移 环 节

（5min）

即时复盘：引导学生回顾刚刚学到了哪些知识技

能，快速复盘，培养学生及时反思和元认知能力。

迁移应用：回到开头的场景驱动，如果仿照类似的

方式说服村民的话，你会选用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下

的哪些故事来做类比呢？

培养活学活用的迁移能力

通过即时复盘、迁移应用和产出任

务，培养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总结梳

理能力、迁移到新场景的能力和用

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

成为驾驭学习的主人。

课中：

评 价 环 节

（45min）

完成产出任务：如果你要针对当代人们的某个错误

观点写一篇说服性文章或做一个说服性演讲，请仿

照作者的说服方式，用一个故事用类比切入。

同时请你仿照文章标题中的对比技巧，用包含认知

起点和认知终点的“不是......而是”(Not/But) 模型

提炼出你的文章或演讲稿带给读者的认知增量和

价值。

评价产出任务：组织学生进行自评互评， 并进行

教师评价。

完成表现型任务

融入 PBL项目式学习中的表现型

任务(Performance task)，这样的产

出任务具有与真实世界相联系的

情境、给学生机会有效全部知识和

技能来完成有创造性、挑战性和有

难度的挑战。学生完成任务时能获

得更真实的意义感。通过学生的完

成情况，老师也能进行形成性评

估，评估学生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学

习目标，是否需要调整教学或深度

讲解某些方面的知识。

培养元认知能力

使用混合式的评价模式，促使 学

生进行同伴互学和自我反思，让学

生对学习的过程进行反思和审视，

培养元认知。

 第二部分 Part 2 （2课时，1课时为 45分钟）

教学环节

及时间分配

教学过程

步骤和活动

设计重点

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



课前：

预习准备

自主预习：

盲盒抽选专业术语和人物的调研查证任务，并把查

证结果提炼成 Aha时刻文字分享，上传至云平台讨

论区。术语包括:

UN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Green Economics;
Herman Daly; Keynesian economics; Fiscal stimulus;
UN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Faustian Bargain

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盲盒抽选认领课前查证任务，

学生逐步掌握自主学习和调研的

能力，并学会通过不同线上线下资

源搜索资料、解决问题，提高搜商。

课中：

驱动环节 （5
min）

场景驱动：即兴 PPT。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图表和图片，来自于你稍后应邀

登台演讲的 PPT。你的演讲主题是“中国的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你会怎么用英语怎么讲好中国近

年来经济发展的变化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呢？中

国可以贡献出怎么样的智慧和方案，来解决全球问

题？

产出任务：请学生从文章 4-21 段来学习相应的英

语表达。之后请同学登台做一场即兴 PPT的活动，

学生轮流上台，PPT 播放到哪页，就要根据这页

PPT上的图片和关键词即兴做一段演讲。

调动学习热情

应用探究式教学法，场景驱动缺

东，设置较为真实的挑战，驱动学

生带着问题和目标阅读，积极思考

和探索解决方案，并学以致用。

思政融合 大国担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出天人合一，现

在习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中国古

已有之，现在更是得到了很好的贯

彻实施。同时，中国一直精准脱贫，

减少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引

导学生思考中国可以为全球经济

与环境、社会的关系贡献哪些智慧

和解决方案。

课中：

促进环节

（35min）

闯关式寻宝阅读：

请学生分成 4人小组，每人认领 1-2个寻宝阅读任

务。通过阅读 4-21段找到：

1. 和第 3 单元中 Groundless Beliefs 的近义词组

(false illusions& myth)
2. 从第 3 单元 Groundless Beliefs 中找到至少 3 个
例子来诠释第 4段中的 false illusion
3. 表达经济发展形式的具体动词

4. 描述社会就业形势的具体表达

5. 根据对第 10段“资本主义的核心”(the core of
capitalism)的思考，平行思考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

是什么。

激发合作和成就感

合作共学：让学生形成团队协作学

习能力，提高学习效率，通过不同

视角来思考和丰富学习成果。

任务导向型的闯关设置：在每一段

落里埋下一个挑战，让学生每学完

一段落，就能完成一个相应的挑

战。带着“寻宝任务”来阅读，让

学生能一直保持积极主动的思考，

并即时获得成就感。

通过任务导入、问题引领、知识探

究、应用内化以及有效产出的几步



6. 描述占比和倍数的不同方法

7. 诠释生态足迹模式的解释方式

8. 解释生态透支的英语表达

9. 表达石油重要性的 2个类比

10. 一个用来讽刺以牺牲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做法

的比喻

找到后组内分享收获。

教练辅助：老师承担教练的角色，引导学生通过上

面的寻宝发现掌握词语表达的用法、深入解读文章

主题，挖掘文章内涵。

骤，有节奏的层层深入教学。

课中：

迁移环节 （5
min）

即时复盘：学生用 5分钟时间通过同伴分享或弹幕

发送关键词的方式即时复盘刚才最大的收获，并尝

试换新的场景使用刚才所学的表达。

培养活学活用的迁移能力

通过即时复盘、思考迁移场景，培

养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总结梳理能

力、迁移到新场景的能力和用知识

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成为

驾驭学习的主人。

课中：

评 价 环 节

（45min）

完成产出任务：请学生根据从文章 7-21段学习到

的相应英语表达，轮流登台完成一场即兴 PPT 活

动。学生轮流上台，PPT播放到哪页，就要根据这

页 PPT上的图片和关键词即兴做一段演讲。

评价产出任务：组织学生进行自评互评， 并进行

教师评价。

融入游戏元素

即兴 PPT融入了游戏元素中的随

机性，能让学生获得预期以外的惊

喜感。这种意想不到的随机性会激

发学生的积极情绪、促进多巴胺的

分泌，让学生享受游戏般的课程体

验。

培养元认知能力

使用混合式的评价模式，促使 学

生进行同伴互学和自我反思，让学

生对学习的过程进行反思和审视，

培养元认知。

 第三部分 Part 3 （2课时，1课时为 45分钟）

教学环节及时

间分配

教学过程

步骤和活动

设计重点

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

课前：

预习准备

调研访谈：

邀请学生和其家人做一个幸福指数的心理测试，

并采访家里长辈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社会经济

建立关联度

通过让学生做心理测试和采访家

人，让他们感觉到所学主题和自身

是息息相关的。当学生和知识关联



的发展对他们内心的幸福感有没有影响？

把影响自己和家人幸福指数的因素以及经济增长

和内心幸福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总结或 aha 时刻分

享，发送至云平台的讨论区，大家一起互相启发

和点亮。

请学生完成 Unit 8课后 P203-209的课后练习，把

翻译练习的文档上传到云平台，并在群里接龙提

出课后练习中的困惑，学生可以互相认领彼此的

疑惑并解答，老师根据学生共性的疑惑在课上给

予回答并给学生提供解决类似问题的路径。

度越高的时候，就会感觉“与我有

关”，越是“与我有关”，越是“我

很喜欢”，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和兴趣，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专

注度和投入度。

课中：

驱动环节

（10min）

视频驱动：

给学生展示主题为“Less Stuff, more Happiness”
的 TED演讲，看完后请学生 2人一组轮流分享收

获。A分享，B倾听并回应；B分享，A倾听并回

应。分享时可参照以下模型：

What impressed me is that ...(fact)

I felt ...when ... (feeling)

I'm curious about ... ( thinking)

If I were you, I would ... ( suggestion)

产出任务：请学生 4 人一组围绕 Consumerism 消

费主义，仿照该 TED演讲写一份 3分钟的演讲稿，

并上台演讲。

引发思考和探究

通过视频导入和设置真实的演讲

挑战，驱动学生积极思考和探索解

决方案，学以致用。

搭脚手架

很多学生在分享时由于没有模型

的支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不知

道该分享哪方面的收获。因此在组

织学生讨论分享时，提供一个反馈

模型是很必要的。这相当于为他们

搭建了一个脚手架，帮助他们更深

入地思考和更有逻辑更丰富地表

达。

课中：

促进环节

（30min）

闯关式寻宝阅读：

学生通过阅读 22-29段找到：

1. 物质消费与内心幸福满足之间的联系

2. 消费主义对社会大众的种种弊端

3. 消费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弊端

4. 作者结尾呼应开头的写作方式

5. 作者引人深思结尾的写作技巧和模型

教练辅助：老师承担教练的角色，引导学生通过

上面的寻宝积累关于消费主义相关的例子的表

达、深入解读文章主题，挖掘文章内涵。

练习答疑：老师针对学生课前的翻译题完成情况

融入游戏化教学思维，激发兴趣和

成就感

任务导向型的闯关设置：在每一段

落里埋下一个挑战，让学生每学完

一段落，就能完成一个相应的挑

战。带着“寻宝任务”来阅读，让

学生能一直保持积极主动的思考，

并即时获得成就感。

通过任务导入、问题引领、知识探

究、应用内化以及有效产出的几步

骤，有节奏的层层深入教学。



和课后题的提问情况，在课上着重回答和引导，

并给学生提供解决某类问题困惑的资源和路径。

课中：

迁移环节

（5 min）

即时复盘：学生用 5分钟时间通过同伴分享或弹

幕发送关键词的方式即时复盘刚才所学之中最想

马上迁移应用的一个，比如如何写结尾等。

培养活学活用的迁移能力

通过即时复盘、思考迁移场景，培

养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总结梳理能

力、迁移到新场景的能力和用知识

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成为

驾驭学习的主人。

课中：

评 价 环 节

（45min）

完成产出任务：请学生 4人一组围绕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仿照该 TED演讲写一份 3分钟的演讲

稿，并上台演讲。

请学生从 ABCD中盲选相应的角色：

A为总导演

（负责统筹时间，确定演讲大纲框架，组织小组

头脑风暴，协调小组配合）

B为记录员

（负责记录头脑风暴时每个成员的金点子，并根

据大家的贡献打出逐字稿）

C为打磨官

（负责带领读稿并打磨细节上的瑕疵，逻辑衔接

等问题）

D为演讲者

（负责代表小组上台演讲打磨好的稿子）

评价产出任务：组织学生进行自评互评， 并进行

教师评价。学生完成 KWL表的 L新知这栏，并提

交至云平台。

学生在学习群提交电子版 321出门卡。321出门卡

模板如下：

3 things you learned in this unit

2 things you will apply

角色参与感

通过让学生盲选角色，每个人都有

具体分工，个人责任感和互相依赖

感增加，学生才会真正协作共学。

同时让学生随机盲选角色，可以避

免学生主动选角色只挑舒适圈内

的角色、得不到锻炼的弊端，还可

以最大化地确保公平、并给学生多

一丝未知、期待和惊喜。

培养元认知能力

使用混合式的评价模式，促使 学

生进行同伴互学和自我反思，让学

生对学习的过程进行反思和审视，

培养元认知。

即时高效收集反馈

321 出门卡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对

所学进行反思，还可以即时收集受

众个性化的真实反馈，评估教学效

果，为下次课的优化迭代提供依据

和方向。

整合思维

学生通过用流程导图的形式做总

结和复盘，既体现工科院校英专学

生的特色，又能锻炼整合思维能

力，学以致用，从整体视角思考解

决方案。



I question or feedback to my teacher

老师逐一阅读和回复学生的出门卡，评估学生的

理解程度和掌握水平，并根据教学反馈实时调整

教学。

复盘任务：针对文章中反映的不同问题总结和提

出解决方案，用“问题—解决方案—优缺点—提

升空间”的流程导图进行梳理。

4、单元教学评价（说明本单元的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本单元的评价设计理念依托文秋芳教授在“师生合作评价”：“产出导向法”创设的新评价形式：TSCA
的目的就是通过后期的评价来优化学习效果，提高学习效率。根据 TSCA 的课前准备、课内实施和课后

活动这三个阶段，本单元相应的评价方式有：

 课前准备阶段

学生填写 KWL表：请学生填写【K已知】和【W想知】部分，评估学生对本单元主题的预先了解程

度和预习的深度。

 课内实施阶段

表现型任务：这样的产出任务具有与真实世界相联系的情境、给学生机会有效全部知识和技能来完成

有创造性、挑战性和有难度的挑战。学生完成任务时能获得更真实的意义感。通过学生的完成情况，老师

也能进行形成性评估，评估学生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学习目标，是否需要调整教学或深度讲解某些方面的知

识。

本单元的表现型产出任务主要有两种，一是写作产出任务，二是演讲产出任务。老师设计两个评估细

则表(rubrics)。在课内实施阶段，老师首先向学生讲解评估的标准、要求和步骤，然后精心选择评价的重

点和难点做到评价内容清晰突显，提高时间利用率，然后通过交流讨论师生共同就评估细则表提出修改方

案。

学生自评和互评。通过评估标准的制定，引导学生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并有效引导学

生注重教学过程的全面深入参与，更加注重提升学习质量，保证学习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公正客观性。

在学生自评和互评中，除了考核知识之外，还考核学生的思辨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人文素养、跨学

科思考的能力，评估学生在完成课程任务时体现的态度、小组协作精神、家国意识、创新精神、思辨能力

等综合方面。

 课后活动阶段

学生填写 KWL表：请学生填写【L新知】部分，评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理解深度。



学生填写 321出门卡：321出门卡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对所学进行反思，还可以即时收集受众个性化的

真实反馈，评估教学效果，为下次课的优化迭代提供依据和方向。在课程群提交电子版出门卡或用问卷星

回答问题，使线上线下的混合评价相结合。

小测：通过词形转换、介副词填空、短语翻译、句子翻译考察学生对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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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的教材使用方案如下：

教学环节 教材使用 教材使用理念

1.驱动环节 根据教材本单元文章关于 GDP增长和经济发展与

人们幸福指数关联等核心思想，让学生观看和GDP
相关的视频、各国 GDP排名图片、采访长辈的幸

福感变化，让单元主题和学生的生活产生关联。

通过引用教材 P201上 Speaking版块中的问题，驱

动学生思考。

通过激发兴趣，问题驱动和场景驱

动，设置较为真实的挑战，驱动学

生发现教材和自己生活的关联，与

教材强调课前预习、自主解决难

点、培养批判性思维的理念想吻

合。

同时把教材注重培养学生学以致

用的应用能力贯穿始终，通过引导

学生更加积极思考和探索解决方

案，，注重英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从 learn English itself （学习英语

本身）转向 learn through English
（用英语学习）。

2.促成环节 设置任务导向型的闯关挑战，从每一段落中找到一

个挑战，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来解锁挑战。比如：

请学生通过阅读 1-3段找到：

1. 作者说服性写作的技巧

2. 故事实施影响力的方式和效果

3. 介绍一位著名人物的模型

4. 对比的使用场景和写作效果

5. 对比在文章标题中的使用和意义

6. 达尔文身上的品质和精神，达尔文是 Unit 1
Thinking As a Hobby当中的第几级思考者？

学生通过阅读 4-21段依次找到：

1. 和第 3 单元中 Groundless Beliefs 的近义词组

通过任务导入、问题引领、知识探

究、应用内化以及有效产出的几个

步骤，有节奏地层层深入教学，把

教材课文内容和闯关任务紧密相

连，环环相扣，帮助学生深度思考

和内化文章中的语言知识和写作

技巧。

同时，通过闯关任务引导学生复盘

本教材之前单元所学的知识，融会

贯通，加深理解。类似的任务如下：

“请在本文第 4 段中找到和第 3
单元中 Groundless Beliefs 近义的

词组。”

“请从从第 3 单元 Groundless



(false illusions& myth)
2. 从第 3单元 Groundless Beliefs 中找到至少 3 个
例子来诠释第 4段中的 false illusion
3. 表达经济发展形式的具体动词

4. 描述社会就业形势的具体表达

5. 根据对第 10段“资本主义的核心”(the core of
capitalism)的思考，平行思考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

是什么。.
6. 描述占比和倍数的不同方法

7. 诠释生态足迹模式的解释方式

8. 解释生态透支的英语表达

9. 表达石油重要性的 2个类比

10. 一个用来讽刺以牺牲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做法

的比喻

学生通过阅读 22-29段依次找到：

1. 物质消费与内心幸福满足之间的联系

2. 消费主义对社会大众的种种弊端

3. 消费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弊端

4. 作者结尾呼应开头的写作方式

5. 作者引人深思结尾的写作技巧和模型

学生带着“寻宝任务”来阅读，就能一直保持积极

主动的思考，并即时获得成就感。

Beliefs 中找到至少 3 个例子来诠

释本文第 4段中的 false illusion”

“你觉得达尔文是第 1 单元

Thinking as a Hobby”中提到的第

几级思考者？为什么？

3.迁移环节 引导学生对文章标题、写作技巧、类比方法等学习

并反思其对读者的影响，并参照作者的写作方法进

行仿写。

引导学生即时复盘学习文章过程中的最大收获，并

尝试换新的场景使用刚才所学的表达。

通过即时复盘、思考迁移场景，培

养学生对教材上语言和知识技能

的总结梳理能力、迁移到新场景的

能力和用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能

力。让学生充分利用教材来 learn
through English （用英语学习）。

4.产出环节 通过设置以下表现型任务：

根据文章做仿写

从文章中学习英语表达做即兴 PPT，讲好中国发展

的故事

从文章中找到素材和论据来做关于消费主义的演

讲

让产出任务和教材的学习产入紧密结合，让学生意

识到立足教材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要本着学以致用

的态度来看待教材。

产出环节帮助学生把在教材上学

到的语言和技能学活用活，同时培

养学生充分调用教材上的资源来

丰富自己的书写和口头输出，有意

识学好英语表达来讲好中国的故

事和中国的发展。

5.评价环节 学生自评， 互评， 教师评价均检测学生是否在使 以教材内容为媒介，帮助学生进行



用教材的时候实现了语言、技能、育人目标，检测

学生是否正确把握和深度理解了教材的内涵。

小测的题型(词形转换、介副词填空、短语翻译、

句子翻译)也都来自教材原文和课后题，帮助学生

及时复盘教材文章的语言点。

反思性学习，提升元认知能力，对

学习进行思考。同时促进学生的共

学协作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6.作业环节 学生完成 Unit 8课后 P203-209的课后练习，把翻

译练习的文档上传到云平台，并在群里接龙提出课

后练习中的困惑，学生可以互相认领彼此的疑惑并

解答，老师根据学生共性的疑惑在课上给予回答并

给学生提供解决类似问题的路径。

学生通过完成课后练习、P204-205
上的翻译练习，P207的语法点，

更能检测和调动本单元语言知识

点的综合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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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知识目标

1.1 了解和运用文中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法，如故事、对比、头韵(Alliteration)等。

1.2 了解故事在说服性写作中的效果，并学会应用故事的方式进行有效沟通。

（单元教学的知识目标是：学生掌握和经济及生态相关的英语术语；描述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动词；

作者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法；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消费主义对社会大众的影响。)

2）能力目标

2.1 学会使通过故事力进行说服、施加影响，能用对比的方式提炼出知识的价值；

2.2 掌握文章大意和逻辑链接。

（单元教学的能力目标是：学生充分理解、精准翻译、详细阐释和经济及生态相关的英语术语；恰当

使用描述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动词；学会使通过故事力进行说服、施加影响，能用对比的方式提炼出

知识的价值；用整体性思维理解和阐释经济发展和社会、道德、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掌握文章大



意和逻辑链接；针对文章中反映的不同问题总结和提出解决方案，用“问题—解决方案—优缺点—提

升空间”的流程导图进行梳理。）

3）育人目标

3.1 理解故事类比法能产生情绪，让人自己悟出道理。巧妙地运用故事类比法，可以帮助我们润物细

无声的沟通和施加影响力；

3.2 学习达尔文敢于突破的批判性思维；辩证客观地思考各种社会现象，重新审视和打破那些看似显

然正确、无需质疑的信念，更公正地看待和理解世界。

（单元教学的育人目标是：学生获得沟通的方法；批判性思维；时政思考；大国担当；自我觉察和反思

能力；全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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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为《现代大学英语(第四册)》的第 8单元，教学分为 6 个学时，每 2个课时为一个版块（Part）
版块，每个版块均按照完整的“驱动—促成—迁移—评价”思路进行设计。本课时是第一版块

（Part 1）中的第 1 个学时，共 45 分钟，教学内容涉及 P190-P191 上的 1-3 段。本环节以思辨

性阅读为教学重点。

本课时的具体设计内容和设计重点请见下图：

Part 1：第 1 课时（45 分钟）

教学环节

及时间分配

教学过程

步骤和活动

设计重点

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

驱 动 环 节

（10min）
兴趣激发：请学生看 1 张 2022世界 GDP 排名前

十的国家名单，和 1张 2022世界 HDI排名前十的

国家名单，问问他们为什么 GDP排名前十的国家

却在人类发展指数上却没有排在前十名？这个对

比给学生有什么启发？对 GDP和人类发展之间的

关系有哪些新洞察？

引发思考和探究

应用探究式教学法，通过激发兴

趣，问题驱动和场景驱动，设置

较为真实的挑战，驱动学生去积

极思考和探索解决方案，学以致

用。

紧扣时事、思政融合

紧扣当下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选择

回馈家乡，当村官振兴乡村经济、

脱贫攻坚的时政热点，唤起学生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并思考如何更有

智慧地施加影响力。



场景驱动：假设毕业后的你要回家乡当村官，村

里普遍认为只要一味把经济各项指标拉上来，就

能实现进步。作为村官的你，会用什么方式说服

村民相信经济指标不是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并

让他们心服口服呢？我们看看作者有什么妙招。

问题驱动：请学生思考为什么作者用了前面 3段
介绍看似和经济发展无关的达尔文故事？这种说

服性写作技巧是什么？再继续引导学生思考故事

为什么会说服人？



促进环节

（30 min）

闯关式寻宝阅读：

第 1段寻宝挑战：

 请学生按要求找到作者形容达尔文的关键

词，比如 2个用来形容严谨谨慎、细致入

微科学家精神的形容词；2 个描述达尔文

花大量精力投入研究写作的动词

融入游戏化教学思维，激发兴趣

和成就感

任务导向型的闯关设置：在每一

段落里埋下一个挑战，让学生每

学完一段落，就能完成一个相应

的挑战。带着“寻宝任务”来阅

读，让学生能一直保持积极主动

的思考，并即时获得成就感。

通过任务导入、问题引领、知

识探究、应用内化以及有效产

出的几步骤，有节奏的层层深

入教学。



 请学生从第一段作者对达尔文的介绍中提

炼出介绍一位著名人物的模型，并用这个

模型来介绍一位其著作被达尔文称之为

“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的中国著名历史

人物。这本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本草纲

目》。作者是谁呢？就是李时珍。请学生

仿照提炼出的人物介绍模型把李时珍的中

文介绍汉译英进行迁移练习。

用英语讲好中国人物，讲好中国故

事

通过请学生从第一段作者对达尔

文的介绍中提炼出介绍一位著名

人物的模型，并用这个模型来介绍

一位其著作被达尔文称之为“中国

古代的百科全书”的中国著名历史

人物，提升学生对中国的文化自豪

感，并学会切实用英语讲好中国人

物，讲好中国故事。



第 2段寻宝挑战：

 请学生从第 2段找到和第 1段的过渡衔接

表达

 请学生从第 1和第 2段找到形容具有变革

性意义的不同表达

分析作者逻辑

通过让学生找到段与段中间的过

渡衔接表达，培养学生对作者逻辑

连贯性的分析能力，学习过渡衔接

的写作技巧。

建立知识网络

通过让学生即时反思之前所学的内

容，建立不知识之间的链接和网络，

养成积累英语表达近义词库的习

惯。



 请学生找到什么是现代进化生物学的基

础，并解释什么是自然选择。

 请学生找到对比（contrast）在第 2段中的

使用，并反思这种描述方式给读者带来的

感受和效果。

反思写作技巧

通过请学生找到对比（contrast）

的使用场景，让学生学会反思和

洞察不同写作技巧给读者带来

的不同感受和效果。



第 3段寻宝挑战：

 请学生找到对比（contrast）在第 3段中的

使用，并反思这种描述方式给读者带来的

感受和效果。

 请学生思考达尔文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学

习的地方？结合第 1 单元 Thinking As a

Hobby文章，思考达尔文属于第几级思考

者？为什么？

 请学生讨论和分享对比（contrast）这个写

作技巧的效果和意义，并迁移思考其他使

用对比的场景（比如摄像、艺术、电影等）。

反思写作技巧

通过请学生找到对比（contrast）

的使用场景，让学生学会反思和

洞察不同写作技巧给读者带来

的不同感受和效果。

激活已学知识

通 过 让 学生 结 合 第 1 单 元

Thinking As a Hobby文章，思考

达尔文属于第几级思考者，激活

学生对之前单元的学习记忆和

理解成果，融会贯通，建立更完

整的认知系统。

反思写作技巧

通过请学生找到对比（contrast）

的使用场景，让学生学会反思和

洞察不同写作技巧给读者带来

的不同感受和效果。



 请学生观察文章标题并找出标题中使用的

对比技巧，并思考对比的意义，提炼标题

中“不是而是”(Not/but)的对比法，并总

结它的价值意义。

 请学生用“不是而是”的对比法翻译《左

传》中的这句话“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

提炼模型价值

通过请提炼标题中“不是而是”

(Not/but)的对比法，并总结它的

价值意义，培养学生对模型的敏

感度，并学会使用“不是而是”

的对比法，把读者从认知起点带

到认知终点，让读者获得认知增

量。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通过请学生用“不是而是”的对



莫大焉”，提炼中国文化智慧的精华。 比法翻译《左传》中的这句话“人

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培养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文化、

中国智慧，传播中国文化和其影

响力。

迁 移 环 节

（5min）
即时复盘：引导学生回顾刚刚学到了哪些知识技

能。

迁移应用：回到开头的场景驱动，如果仿照类

似的方式说服村民的话，你会选用适合中国文

化背景下的哪些故事来做类比呢？

快速复盘，培养学生及时反思和元

认知能力。培养学生活学活用的迁

移能力

通过即时复盘、迁移应用和产出任

务，培养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总结梳

理能力、迁移到新场景的能力和用

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

成为驾驭学习的主人。



3、教学评价（说明本课时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本课时的评价设计理念依托文秋芳教授在“师生合作评价”：“产出导向法”创设的新评价形式：TSCA
的目的就是通过后期的评价来优化学习效果，提高学习效率。根据 TSCA 的课前准备、课内实施和课后

活动这三个阶段，本课时相应的评价方式有：

1）课前准备阶段

学生填写 KWL表：请学生填写【K已知】和【W想知】部分，评估学生对本单元主题的预先了解程

度和预习的深度。

2）课内实施阶段

采用多元的评价方式，在驱动环节的口语互动中进行教师口头评价；在促成环节的学生读交

流活动中，进行同学之间的反馈互评，通过学生完成每关挑战的情况，教师进行形成性评估。

本单元授课时，采用了如下具体的评价标准：

A. Persuasive Writing Rubrics 写作产出任务评估细则



B. Teacher’s Evaluation Sheet 口头产出任务课堂展示教师评估细则



C.Self-evaluation Sheet for Group Presentation



D. Group-evaluation Sheet for Group Presentation 小组 :



3）课后活动阶段

学生填写 KWL表：请学生填写【L新知】部分，评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理解深度。



学生填写 321出门卡：321出门卡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对所学进行反思，还可以即时收集受众个性化的

真实反馈，评估教学效果，为下次课的优化迭代提供依据和方向。在课程群提交电子版出门卡或用问卷星

回答问题，使线上线下的混合评价相结合。

注：本表请保存为 PDF 格式，以“大学英语组/英语类专业组+学校名称+团队负责人姓名”

的形式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