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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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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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 

教学时长 45 分钟 

教材名称 现代大学英语（第二版） 

参赛单元 第 2册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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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高校为省级应用型民办高校，现被列为所在省人才培养改革示范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和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单位。学校设有本科专业 44个、专科专业 8个，在校生 1.2万余人。

学校坚持充分发挥育人功能“强能力、重素质”，着力培养“胸中有志、心中有情、眼中有活、身上

有劲儿、腹中有才、伸手能做、张嘴能说，特长鲜明”的“全面发展型”应用人才。英语专业成立于

2000年，2018年被评定为十三五特色高水平专业 A 类，2019 年被评为省一流专业。英语专业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具备扎实的英语专业知识和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

具备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较高的人文素养、一定的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意

识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英语人才。 

教学对象：《基础英语》课程是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学对象为英语专业一、二年级本科生。具体

学情如下：（1）语言基础：学生的英文字、词、句语言知识掌握尚可，缺乏篇章整体分析能力，思辨

能力不足，跨文化交际意识不强。（2）信息基础：学生具备一定的网络运用意识、信息处理能力、网

络学习能力，但多媒体辅助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选择、学习策略的运用需要教师具体引导。（3）动力

基础：学生以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证及就业需求为主要外在学习驱动力，内在学习驱动力需进一步

挖掘和激活。 

课程时长：本课程获批省级课程思政建设项目（2021 年），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20年）,省级“金

课”（2019年）。本门课程总学时为 432学时，教学分 4个学期进行。《基础英语》2是英语专业一年

级学生第二学期的必修课。教学周为 16周，每周 8课学时，共计 128学时。参赛所选单元教学时长

为 10学时（5次课）。 

课程总体目标：依据教学大纲，本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思辨能力等

专业核心能力为立足点，通过英语综合知识的学习和能力训练，使学生熟练掌握英语专业基础语言和

文化知识、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应用

型人才。课程总体目标归纳为：第一、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素养。第二、培养学生较强的专业素质。

第三、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第四、培养运用语言知识的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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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单元为现代大学英语第二册（第二版）第四单元。教学中通过任务式、探究式、讨论式等多

种教学方式与手段，将语言知识、技能培养与育人目标进行有机融合,单元目标对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 21 世纪核心素养，全方位打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育人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以下三个目标： 

（1）语言目标： 

➢ “望”：总体把握文体，了解“硬新闻”和“软新闻”在时效性、体裁及写作特色上的区别。 

➢ “闻”：精细品味用词，掌握所学重点词汇和句型描述空难事件、讲述英雄故事。 

➢ “问”：反思追问细节，梳理文本中空难新闻的六要素 Who, What, When, Where, Why，How。 

➢ “切”：多样活动实践，尝试英文新闻报道，人物访谈，提升语言产出和运用的高阶能力。 

（2）能力目标：  

➢ 运用对比的研究方法，从东西方文化角度出发，分析中美英雄主义的异同。 



➢ 自主搜集英文实事素材，独立完成包含新闻写作各要素在内的软新闻习作。 

➢ 通过个人展示，小组合作，生生互评的方式，讲好中国英雄故事，弘扬中国文化。 

（3）育人目标：  

➢ 理解本单元新闻事件中几位英雄主人公所体现的“博爱、互助、奉献”的敬业精神、所体现的

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培养学生仁爱品德。（道德观） 

➢ 提升思辨能力，通过思考、对比、归纳英雄所具有的品格特征，深刻感悟困难造就英雄，英雄

源于平凡，英雄可望可及，思考英雄主义与利己主义对社会的不同影响。（价值观） 

➢ 树立积极的世界观，消除刻板印象，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在人与自然的较量中，笃信人性善

良的伟大力量。（世界观） 

➢ 提升跨文化交际意识，通过对比中美英雄主义的差异，理解不同传统、文化等因素造就了思维

模式的差异，树立包容互鉴的文明观。（跨文化思维和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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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主要内容及课时分配：本学期授课时数为 128 学时，本单元教学时长为 10学时（5次课）。 

次数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次课 2学时 ➢ 学生演讲，引入主题（一位同学介绍 1982年美国空难事件，第二

位同学介绍 2022年中国东航空难事件。） 

➢ 预习验收（学生课前登陆线上教学平台观看空难报道视频，阅读

新闻报道素材，归纳空难新闻中的高频词汇，师生进行问答互动。） 

➢ 课文背景信息介绍（作者信息，文体分析，软新闻和硬新闻对比） 

 

第二次课 2学时 ➢ 文章主题与结构概述（点明文章主旨，梳理文章框架结构） 

➢ 分析课文第一部分 1-4 自然段（空难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 回答本章节的相关问题（结合教材 P97-98） 

➢ 讲解课文重点词汇、句型和语法（结合教材 P106-109 ） 

➢ 英文释义难句讲解与训练 

第三次课 2学时 ➢ 分析课文第二部分 5-9 自然段（空难事件的细节描写与分析以及

主题升华） 

➢ 回答本部分相关问题（结合教材 P97-98） 

➢ 讲解课文重点词汇、句型和语法（结合教材 P106-109） 

➢ 英文释义难句讲解与训练 

第四次课 2学时 ➢ 本单元重点词汇、短语、句型和语法总结 

➢ 写作技巧解析：人物内心细节刻画 

➢ 主题深化：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 

➢ 语言实践：课堂讨论、小组活动 

第五次课 2学时 ➢ 课后习题：词汇、短语、句型和语法（课后习题 P106-109） 

➢ 演讲表演：英雄赞歌（讲述你心中的英雄故事）。 

➢ 访谈节目：模拟主持人对英雄家属的采访，师生、同伴互评。 

➢ 仿写训练：主题类软新闻报道。 



 

 

单元教学设计理念及思路：单元教学需紧密结合教材，深入挖掘教材内涵，贴合学生学情，保证学生

适应性；单元教学需明确教学目标，理清英文要素，并进行阅读和写作的结合、课内和课外的结合、

知识和能力的结合、道德与素养的结合等综合性学习和训练，以保证全面育人目的。本单元教学设计

融合了 IPE、CBI 和 OBE 理念，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展线上混合模式教学，教学活动与单元目

标适配，利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检验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思辨能力。 

➢ 课程思政：IPE（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高教（2020）3 号，教师结合本单元教材的主题，从提升道德修养、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家国

情怀的三个大方向挖掘思政元素，设计相应的教学任务。 

➢ 内容型教学法：CBI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该理论认为当把语言学习与各种有意义的内容

结合起来时，语言的学习不会被孤立，第二语言的学习会更有效。学者 Krashen 认为在 CBI 环境

下，学生们的语言技能够在各种活动及任务中同时得到提高。本单元设计将 CBI 中的主题模式

（Theme-Base Instruction）贯穿于课堂各环节，围绕单元主题“英雄”开展的教学活动，目的是让

学习者在高动机的环境下，通过活动、解决问题等方式进行主题学习，结合语言和内容，体现出

语言学习的情景化。 

➢ 成果导向法：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课程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

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基于此，教学设计中包含 Pre-outcome 和 Post-outcome 两环节，

Pre-outcome（课前自主学习产出）课前学生阅读查阅资料撰写英文段落介绍一位英雄事迹，Post-

outcome（课内知识内化后产出）本环节要求将本课掌握的词汇，句型，篇章结构的语言知识应

用于作文的修改，最后对比课前和课后两篇习作，显性展现个体学习成果。 

➢ 混合式教学模式：课程选取线上配音、写作和教学平台，延伸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并实现智

能考评。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完成教材中本单元文章的听音跟读和配音练习；写作训练与习作修

改；单元主题的分组讨论、作品展示与考评等，辅助课堂开展交互式活动，实现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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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教学采用线上线下混合设

计，课前课后统筹安排。教学流程设计和教学资源的建设上，充分体现信息化时代智能化教学特点

“纸”+“数”新形态。

 

本单元教学任务链为：“输入+输出+整合+应用+展示+评价+反思”；教材中本单元的思政元素

为：“责任感+文化差异的理解+时代担当+博爱互助+仁爱奉献”；单元教学模式为“线上+线下”、

“课内+课外”；教学原则为“夯实基础+提高能力+全面育人”。 



具体教学步骤如下： 

课前：“自主预习 + 任务准备 + 前产出自测 + 学情备案” 

➢ 自主学习：教师在线上教学平台提供资源支持，上传教材配套音频链接，慕课链接，背景知识文

字及视频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语言和内容的输入。 

➢ 任务准备：前产出为教师布置的命题作文“我心中的英雄”。学生自主查阅资料，梳理思路，动

手撰写，形成一篇完整作文，描述英雄事迹、英雄形象以及英雄品质。 

➢ 前产出自测：教师策略引导，指导学生使用在线评测软件。学生完成课文跟读语音前测（在线听

说平台），命题作文评分（在线写作平台），单词拼写监测（在线教学平台）。 

➢ 学情备案：教师在评测软件终端，根据评分情况，思考教学内容的调整，思政引导方向，设计有

针对性的教学方案。 

课中：“教材精讲 + 价值引领 + 话题讨论 + 多样练习” 

➢ 教材精讲：课前预习验收；视频导入，引出主题；课文背景信息，文章框架，重点字词句，写

作手法解析。 

➢ 价值引领：本单元的思政元素挖掘“英雄主义、人道主义、互助奉献精神”，回望古今，纵观

东西，运用对比的方法，通过补充材料拓宽文化认知。 

➢ 话题讨论：你对英雄的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英雄的定义有什么异同？谁可被称为英雄？ 

➢ 多样练习：归纳字词句语法知识点引领学生完成对应的课后习题，针对课文内容进行师生问

答，主题演讲，模拟节目采访，作品展示，现场投票。师生互评，生生互评，小组互评。 

课后：“自主学习 + 在线测试 + 反思提升” 

➢ 自主学习：读——以声为本，借助英语在线听说平台完成跟读训练和配音练习，提升语音面貌；

完成扩展阅读并做好读书笔记，拓展知识广度。思——借助脑图工具，结合本单元教材内容，梳

理语言知识点，文化知识点，并上传在线教学平台。写——完成主题写作的后测，对比前产出与

后产出两篇习作，通过在线写作平台的文本分析提示，总结在用词，句式，结构方面是否有效运

用了本单元所学知识。 

➢ 在线测试：借助在线平台完成语音评测，写作评测，单词拼写评测以及单元阶段评测。 

➢ 反思提升：验收环节为教师点评，生生互评，学生总结学习过程中的收获以及不足，及时改进

学习策略。 

3>说明本单元教学过程如何体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 科学性与思想性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性是思想性的基础，把正确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用科学

的教学原则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思想性是科学性的灵魂，结合知识教学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

和正确的人生观、科学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在教学中做到“教书育人，思政教育入耳入心”。 

➢ 两者的统一基于大学生心智发展，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建立励学、树人、求真、至善的人才

培养闭环；两者的统一还体现在英语教学理论与应用型大学英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凭

借科学的教学内在逻辑、系统的能力培养体系以及具体的思政教育路径实现全方位育人。 



实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具体措施 

措施一：教师要保证教学科学性 

➢ 理念科学：以语言为基础，以理实为路径，

以育人为目标，教学目标可测可及。 

➢ 标准科学：紧密贴合“新课标”和“新大

纲”及“新评价体系”，保证教学活动有据

可依。 

➢ 载体科学：丰富立体的教学资源，全面多

样的教学支持，任务嵌入载体之中，体现

任务渐进性及多样性。 

措施二：发掘教材的思想性 

➢ 分析“水中人”展现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

精神。列举“小人物，普通人”的英雄事迹，

发散思维，探讨英雄本质。 

➢ 从文化差异角度，引导学赏析中美英雄类

影片的主题，对比中美对英雄的定义，探讨

中西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 

➢ 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

同时以开阔心胸探索多元文化，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 

4、单元教学评价（说明本单元的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 评价理念：基于 OBE 理念，最终学习成果是 OBE 的终点也是起点，本单元采用“回溯式”的教

学设计，从知识、能力和育人三个维度设定具体的教学目标、预设学习成果。教学评价环节是

评估学习成果的环节，集“知识目标”、“能力目标”、“育人目标”为一体的“三位一体评价目

标”，这正是一种以产出成果导向为依据的评价模式。教学的评价采取以学生为中心，兼顾线

上线下学生学习成果的实现，评价过程贯穿于本单元学习的始终。  

➢ 评价方式：（1）多空间评价方式：“线上成果评价+线下成果评价”。（2）多层次评价主体；“在

线平台智能评价+学生自评+教师评价+生生互评”。（3）多方位评价手段：“过程性评价+终结性

评价”。（4）多角度评价目标：“知识掌握+能力提升+育人效果”。上述评价方式为立体化记录

学生的学习行为提供支持，为分析学生学习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为多样教学活动创造了条

件，最终实现多种评价联动模式。 

基于以上评价方式，教师将评价与教学过程有机融合，边教边评，以评促教，以评促效；教师

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评定结果给与诊断式分析和个性化指导。 

时间 评价内容 评价模式 

课前 课文跟读配音 线上成果评价------智能评分+学生自评（反思弱项） 

写作输出练习 线上成果评价------智能评分+教师评价（反馈问题） 

课中 课文精讲、课堂活动

（师生问答，小组讨

论，个人演讲，小组

表演，作业展播） 

线下成果展示------教师评价（以评促教） 

线上成果展示------生生互评（以评促学） 

 

过程性评价（知

识维度+能力维

度+育人维度） 课后 写作输出练习 课前课后写作产出比对------智能评分比

对+学生自评反思+教师评价指导 

单元知识点测试卷 线上测试------智能评分 单元终结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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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取、整合、运用了哪些教材内容? 

 

 

  

课前 

词汇预习：结合本单元教材 P92-94

单词表内容。 

课文预习：结合本单元 P94 Preview

部分练习题，听课文录音完成短文填

空练习题。 

线上测试：结合本单元知识点设计线

上测试。 

➢ 打造“纸”“数”一体的新型态内容，根据

活动需要，整体规划线上学习和线下学

习。 

➢ 数字验收：线上教学平台设置单词检测

任务，学生根据英文释义和首字母，拼

写单词，系统自动批改评分。 

➢ 纸质验收：检查学生对课文的预习，教

师提问核对书后答案，了解学生是否通

过预习已了解了文章的基本脉络。 

 

 

课中 

课中词汇、语法和句型等重难点讲解

结合本单元教材 P88-92 的课文内

容。 

课文语篇分析部结合本单元教材 

P97 问答题和思考题。 

➢ 教学过程结合信息化手段，线上教学平

台为载体，进行课堂活动设计。结合平

台投票、讨论、抢答、选人，分组等功

能将教学进行任务拆解。 

➢ 根据任务完成的需要，提供充分的语

言、内容、策略、资源、工具等支撑。 

 

 

 

课后 

基础知识操练：P106-109 词根词缀

练习，短语翻译练习，同位语从句和

不定代词语法练习，句子翻译练习。 

口语语言表达：P97-98 口语问答课

文内容，情景剧活动模拟现场采访，

话题讨论。 

英语写作练习：P107 命题作文

“What makes people heroes?” 

➢ 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语言应用的机会，鼓

励学生作为主体全面参与语言操练，注

重班级同学的交互性与参与性。 

➢ 展示、评价、反思，形成完整的任务

链，促进学习有效发生。 

➢ 支撑真实的语用场景，练习以促学为导

向，实现学生“有话想说”，“有话能

说”，“有话能写”。 

 



⚫ 如何遵循、挖掘、改编教材从而达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遵循原则 

（科学性） 

对照大纲要求，由浅入

深，由表及里，举一反三；

基于语篇、深入语篇、超

越语篇。 

➢ 字面理解：单词、短语、句型。 

➢ 文字背后：别意、真意、深意。 

➢ 篇章鉴赏：题材、结构、思想。 

➢ 实践应用：听、说、读、写、译等任务训练。 

                 

 

挖掘方向 

（思想性） 

背景知识（地理、文

化、社会） 

➢ “空难”地点美国首都相关内容介绍：位置，波

多马克河，华盛顿广场介绍。 

➢ 英雄所承载的品质，人们对英雄的敬仰 

今昔对比（过去联系现

在） 

➢ 82 年空难的英雄-----当代的英雄 

文化差异 （跨文化知

识） 

➢ 美国的英雄-----中国的英雄 

➢ 英雄主义---利己主义 

                            

 

 

改编教材 

（科学性与思

想性的统一） 

 

满足学生需求，建立和学

生生活的关联，激发学生

认知和情感的投入，提供

可克服的挑战，提供更多

接触语言使用的机会。 

➢ 增：增添中西文化的“英雄主义”的差异比较；

增添空难事件的媒体报道，引导学生关注中西方

媒体新闻报道的不同视角。增添身边的好人好事

信息，让学生关联本土环境，发现身边英雄，激

发其共鸣。 

➢ 改：本单元教材采访活动练习是对空难亲历者的

采访，改编时，教师设定为对英雄家属的采访，

使学生多角度看待英雄对他人、对社会、对家庭

的影响，启发学生思考。 

➢ 调：调整顺序。依据学生水平、结合实际教学需

求，调整思考题，问答题，语言训练习题的顺

序。边学边练，边教边问。将写作任务部分调整

至两次，以便对照课前课后写作输出质量的变

化，对学生学习效果形成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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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选课时教学目标与本单元教学目标间的关系如下： 

➢ 参赛课时教学目标是单元教学目标的细化，与单元教学目标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参赛所选课时
的教学目标在本单元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 本课时教学目标是在完成第一次课“了解课文内容的背景，掌握了软新闻和硬新闻的文体特征”
的教学目标后对课文主题的深度“挖掘”；对教材内容中新闻要素的进一步“剖析”；对文中主要
人物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的深入“讨论”，同时为后续课时的语言“实践环节”以及“思政育人”
目标的进一步实现提供准备。 

⚫ 所选课时的具体教学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 

➢ 通过教材篇章的学习，归纳并掌握一系列描述“空难”过程的英文词汇及表达方式。 

➢ 熟悉新闻类篇章的结构安排、写作特点、新闻要素阐述方式，为本单元后续的口语习作和写作
任务奠定理论基础。 

（2）能力目标： 

➢ 掌握文中对人物描写的技巧、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能够复述故事情节并总结主题思想。 

➢ 归纳和分析文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并结合自己对身边英雄人物的观察，阐述自己对“英雄主义”
的思考。 

➢ 结合课文的语言知识点的学习，完成教材中对应的词汇运用练习及短语的英汉互译练习。 

（3）育人目标： 

➢ 引导学生分析各类“英雄”共有的可贵品质，培育具有“责任感、奉献精神”的上进青年。  

➢ 启发学生铸造“英雄梦”，将教材中“美国英雄”与身边的“中国英雄”相对比，教育学生英
雄不分国界，“仁爱的品德和不畏困难的精神”可造就每一位平凡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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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教学展示融合了 OBE 和 CBI 理论以及混合式教学模式，以教学目标为指导，通过精准的学

情分析，确定该课时的教学目标和一系列教学活动，教学环节设计中注重“教、学、评一体化”。 

➢ 本章节教学以“知识点讲解精准”、“教学活动难度渐进”、“语言运用任务多样”，“思政育人润物无

声”四个维度，来实现教材使用的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 

➢ 本课时教学设计按照“金课”标准，引导学生分析并评论“空难事件”，培养学生语言综合能力与辩

证思维能力与相融合的“高阶性”；引导学生探究时代英雄，以古喻今、中西对比，体现教学的“创

新性”；口语与写作输出任务需个人能力与团队协作相结合，具有挑战性的语言任务与同伴互评

体现了课程的“挑战度”。 



⚫ 选取内容及依据： 

➢ 本参赛课时选取了《现代大学英语精读 2》Unit 2 The Man in the Water 中的第二次课中一部分教

学内容进行展示。本课时依托教材内容（教材 P88-P90）及课后题（教材 P99-P100）进行设计。

以 OBE、CBI 和 IPE 理论为指导，注重语言实践能力、思辨能力的培养和道德品质的提升。 

➢ 教学活动依据本课时的具体教学目标，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教学效果以期达到知识、能力和育人目标的融合；评价过程贯穿教学全过程，检验学

生语言知识的运用能力，思辨能力以及跨文化意识的提升情况。 

 

阶段 教材页码 选取教材内容 内容类型 选取依据 

 

课前 

 

补充 

教学 

素材 

PART I 

Warming-up 

 

中国英雄 

图片+故事 

导入话题 

1.金课“两性一度”之创新性：话题

内容与时代接轨。 

2.育人目标：善于发现身边的英雄。 

 

 

 

 

 

课中 

 

 

P88-P90 

PART II 

Setting 

Characters 

Theme 

新闻背景 

新闻人物 

新闻主题 

新闻要素 

教学目标的融合统一 

1.语言教学目标：重点词、句的掌

握，重点句型的掌握。 

2.能力目标：运用已掌握的软新闻文

体特征的理论来分析篇章要素。 

3.育人目标：分析篇章的主题，提升

对“英雄主义”的深刻认识。 

 

P88-P90 

PART III 

Text Analysis 

Para one 

文章结构 

重要词汇 

长句难句 

 

 

P99-P100 

 

PART IV 

Exercises 

 

课后习题 

口语练习 

1. 金课“两性一度”之“高阶性”，

流畅地表达观点，内容有逻辑，思路

清晰，立场明确。 

2.过程性评价：检验基础知识的内化

和掌握情况。 

 

 

课后 

 

 

P98 

 

 

 

PART V 

Assignment 

 

教材内容延伸  

新闻复述 

不同视角     

论述观点 

1. 金课“两性一度”之挑战度：口语

输出要求发音标准，用词准确，语

法正确，结构清晰，主题鲜明。 

2. 成果导向，检验学习成果。 

3. 思政育人，多视角讲述英雄故事。 



2>说明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 

*课前（线上）：“自测+评价+备案”：围绕教材内容展开预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 课前布置配音作业: “Thank you, world!” ，学生完成配音后将视频上传至线上教学平台，采用同

伴互评的方式选出最佳作品。（课前产出） 

➢ 利用线上英语听说平台的跟读功能，完成篇章的听音、跟读练习。（课前预习)  

 

 

 

*课中（线下）：“验收+讨论+活动”：拓展教学内容，开展小学活动，提升学生参与度。 

 

* 课后（线上）：“强化+互评+反思”：强化对教材主题理解，语言知识运用、进行评价与反思。 

➢ 结合教材 P80-90 的教学内容以及 P98 页的练习内容，学生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完成课后测试，以

巩固教材中学习到的基础知识；结合空难的情节小组为单位进行编导并模拟演出“电台采访”环

节，并将表演视频上传线上教学平台。 

➢ 课后扩展活动有利于巩固课内知识、延伸课外学习深度，深化对教材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

跨文化思辨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通过互评环节，学生可以总结不足，取长补短，在互评中提

升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内在学习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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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学内容有纲可寻（教学内容设计对应教学大纲） 

教学内容依据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基础英语》课程教学大纲，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

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教师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中的知识点、能力

点和育人内涵，分析教材中各种题型的训练目标，将课文讲授与习题中的知识点与实际操练有机结

合，边学边练，边练边评，夯实语言基础，提升语言实践能力。 

➢ 教学活动有法可依（教学活动依托多种教学方法） 

参赛课时依据内容教学法（CBI）中的主题模式（Theme-Base Instruction），围绕单元主题“英雄”

开展教学活动，学习者通过参与活动、解决问题等方式进行课内学习。此外，依据成果导向法（OBE），

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语言操练时，结合多种评价方式，检验知识内化后的产出成果：是否能够内化文

中的语言点和重点句型；是否能逻辑清晰地表达观点。 

➢ 思政引领有的放矢（深挖主题彰显立德树人理念） 

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理念，深入挖掘教材篇章的主题内涵，联系中外、古今

的历史和时事，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一定的思辨能力的高素质英语人

才。参赛课时讲述了美国、中国的英雄，也回顾了历史发展长河中世界人民对英雄的定义。同时也探

讨了英雄所具备的品质，使学生明白，英雄既伟大又平凡，英雄可望可及，人人可成为英雄。 

3、教学评价（说明本课时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 评价理念：1.教学的评价采取以学生为中心，兼顾线上线下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过程贯穿于

本单元学习的始终。2.评价对照“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育人目标”的标准。 

➢ 评价方式：1.立体评价方式：“线上成果评价+线下成果评价”。2.多方位评价主体：“在线平台

智能评价+学生自评+教师评价+同伴互评”。3.多层次评价手段：“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4.多角度评价目标：“知识掌握+能力提升+育人效果”。 

➢ 评价内容：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