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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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 2

课程类别
*□大学英语基础课程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

□英语专业课程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 □翻译专业课程

教学对象 大学一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

教学时长 3 学时/周

教材名称 新视野大学英语

参赛单元 第_2_册 第_2_单元 （*单本教材仅填写单元信息）





三、课程设计方案

1、课程定位（基于院校特色与教学对象特点，介绍本课程的人才培养定位与设计理念）

1) 院校特色

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行业特色、区域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综合性大学。学校每年招收一本线学生 5000 名，但由于地处西部边疆省份，生源一

半左右来自云南本省，且高中多为理科学生。

2) 教学对象特点：

根据定量和定性数据分析(统计分析：入学考试、期末考试、四六级笔试和口试等标

准化考试和问卷调查；定性分析：期中教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等)发现，我校非英语专业

学生具有以下特点：

1学生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或专业信息需求较强。理工院校专业定位明确，学术学习目

标比较清晰，但由于部分学生基础薄弱，对专业用途英语的学习存在较大困难。同时，

特别是听说基础能力提升需求仍然较强。

2学生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国际视野意识不足。学校在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中，学生还

未充分意识到英语学习对自己专业、生活和深造等方面的国际视野促进作用：通过英语

获取信息迎接各个专业在全球化时代下的挑战和机遇。

3大学阶段学生的英语学习并未同“全人”教育的主体性建构和实践相联系。“全人”

教育应包括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但实际情况是：学生的英语学习过程受到语言商品

化思潮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语能力的商品属性被放大，语言学习围绕社会财富的生产、

交换、消费和分配展开；而以人为本，注重人的文化等综合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的“全

人”教育理念缺失。

3) 课程的人才培养定位与设计理念

1人才培养定位：大学英语对学生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养成及其两者的相互促进。科学

性体现在：提高学生学术英语知识，促进本硕一体化衔接；人文性体现在:提升学生国际化

视野，个性化发展，创新思维和文化自信等方面。

2设计理念：根据 Nation & Macalister (2010) 的语言课程设计模型和 Bloom (1956)

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在对学生的需求和教学环境(学生水平和动机、师资情况和教学设备及

资源)的分析基础上明确课程设计理念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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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目标（介绍课程时长及总体目标，目标应包括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

课程时长：

课堂学习时间：总计 48 学时。3 学时/周，总计 16 周。

课前和课后学习时间：总计 48 学时。

总体目标：

通过大学英语 2 的学习，提升学生的语言知识、培养英语的科普类学术语篇的阅读和

应用能力、具有中国人文关怀特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实现学生工具性、科学性和人文

性 “三位一体”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综合能力。

1 语言知识能力目标：

词汇：增加 800-1000 词,其中包括 Academic Wordlist (Coxhead 2000)中的 400 词

口语：简单描述具有人文性的话题，表达具有逻辑科学性，表现出充分的交流意愿，

意思表达清晰，基本能成功的进行改述，在简单句的基础上，会使用复杂结构，允许复

杂结构出现错误，发音表达过程中听者基本能理解。

听力：能听懂一般日常英语谈话和公告，能基本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语速中等的

英语广播和电视节目等，普通类学术讲座能掌握中心大意，相关要点和重要细节。

阅读：能阅读与所学专业相关的综述性文献，或与专业相关的说明书、操作手册等材料；

能基本读懂公开发表的应用报刊上一般性题材的文章。

写作：基本能完成现人文类话题中优势、对比、原因、影响和对策等结构类型及其写作

方法。

翻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实性指导类短文翻译，所学专业的科普性文章能理解正确， 译

文基本达意，语言表达清晰。

2 学术科技语篇能力：科普性学术报告的 IMRD 基本结构的学习，研究问题的陈述方

法及词汇语法特征，研究方法的类型和语言陈述特征，研究结果语言及语篇特征和研究

对现实生活的应用和启发性讨论。



3人文素养能力：致力于以英语语言为基础，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使学生具有

“全球视野、文化自信、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社会责任”的综合特质，适应未来社会

发展需求。

*全球视野：英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精选课文相关的最新外刊阅读和视频资料，

并根据理工科院校学生特点，选择的材料同现代科技发展紧密。（如第二单元：AR 技术

和世界各国遗产(Civilisation)实景结合的手机应用 APP）

*文化自信和实践能力：通过国际性的平台交流(微软开发的全英文视频互动平台：

Flipgrid)，学生通过班级内部讨论和国外学生讨论，传播中国文化和故事，增加中国声

音传播的渠道，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创新思维：学生通过科普性研究报告的阅读和科技性论文搜索平台的使用，增强科学思

维方式：通过阅读研究报告寻找解决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同时还可

以自我进一步应用研究方法进行真实实验、获取研究结果、应用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如第六单元：Door Closer 单元中实验的讨论引申出解决生活难题方案：科普性论文）

*社会责任：联系社会现实问题进入课堂，阅读国内外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和对比优

势和弊端，再通过生生互动，团队协作，师生互动等方式进行讨论，提升学生问题解决

能力、团队协作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如第七单元：女性的地位，激发学生对弱势群体的

关注和发声）

3、课程内容（介绍课程主要内容，特别说明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大学英语（2）主要通过对《新视野大学英语 2》课文文本的挖掘，精选相关外刊科普

内容的阅读，坚持大学英语工具性、人文性和科学性的“三位一体”，同时体系时代性和现

实性，对青年大学生发展阶段中遇到的多重困惑进行探讨，和策略地熏陶学生的“全球

视野、文化自信、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社会责任”的综合特质。

大学英语（2）单元主要内容

单元主题 语言重难点 育人融合的内容

UNIT 2：

College -

The ladder

to success

1.“趋势”的句型

2.“优点”的句型

3. 列举多重“优点”中的连

贯和主次问题

4..代词的指代问题

（补充材料：Science 期刊

科普报告）

创新思维：通过对“人文学科衰落

趋势”的探讨，引导理工科学生通

过对“理工男”现象讨论，抽身出

自我的话语装置，从“他者”的视

角进行思考，发展学生“向内”关

注同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最终形成

科技+人文的复合型身份认同。

UNIT 3： 1.对比结构的分析 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学生开展问



Discovery of

a new life

stage

2.学习和应用“变化”的句

型

卷调查：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中面

对的巨大挑战，挑选集中的问题进

行科学研究（个案研究法等），发

展学生关注身边人的社会责任感。

UNIT 4：

Dance with

love

1. 记叙文的情节发展

2. 描述个人情感和关系的句

型

全球视野：通过添加对国外交友

APP 的综述性报道，探讨网络时代

恋爱中科技元素的影响。

UNIT 5: The

money game

1. 现状分析、外部影响因素

分析的句型

2. 对个体影响分析的句型

3. 如何“应对影响”的句型

创新思维：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通过对影响消费观的外部因素进行

梳理和对比分析，明确我们自我主

体性(subjectivity)构建和发展的

外部实践过程,多维度思考问题，

抓住核心元素，形成自我的认知地

图。

UNIT 6: Less

is more

1. 学习描述实验过程的学术

语篇结构 (IMRD)

2.中国经典故事翻译

文化自信：通过课文和课外多个中

国经典故事的对比分析，梳理优秀

的传统文化，同时探究时代因素造

就的文化糟粕，并讨论现实中解决

方案。

UNIT 7:

Women:

Making a

difference

1. 原因句型

2. 代词的指代问题

社会责任：通过对男女平等问题的

延伸，探讨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关

注(比如：农村和少数民族同学)

4、课程评价（介绍课程评价方式，特别说明如何在评价中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我校大学英语课程综合评价体系包括：课程设计、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手段、教

学内容、评价与测试，教学管理和教师发展等方面。

1)学院、学校内部和校级间专家多轮修正之后确定的课程设计和教学目标（语言与育

人的融合），同时该课程结束后，设计和目标还将通过量化和质性分析进一步优化：

昆明理工大学“一流课程”培育项目中，特别加入思政育人评价指标。课程从顶层设

计阶段将“育人”目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之一。目标和设计的确定步骤：首先，通过学

生问卷调查、师生和教学条件环境因素分析和总体目标设定，形成初步的教学设计。其

次，课程设计完成之后，学校就邀请专家对育人元素的有机结合和可行性进行评估，并



提出改善意见。另外，学校内部根据校本情况，邀请其他课程优秀教学团队对大学英语

的育人元素、教授方式和学生接受度等方面进行评估。

2) 采用学生“档案袋”记录线上线下，课前中后和生生、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通

过外研社 U 校园和雨课堂实现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全程数据监控，记录学生的课前

预习、课堂互动和课后作业的完成率。同时，教师对学生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线下课

堂答疑和相关拓展。课堂以“产出导向法”为核心的教学活动，“产出”的项目除了考核

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升之外，人文素质内容占 40%的。育人方面的教学方法主要通过体现

学生自主学习完成质量和课堂投入度等指标。课程第一周、期中和结束之后，进行问卷

调查、焦点小组访谈和个案分析。

3) 育人元素全面融合教学内容：

育人元素通过课文主题、词汇语法学习和作业考察等方式融合。最终通过学生课堂参

与度，课后活动完成质量，教师团队上课反馈等方面量化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评价。

4) 育人元素专项测试：

在形成性考核中，专门设置项目考核育人元素发展的作文和活动项目，观察学生是否

能够从中国视角出发观察全球问题，提升文化自信心等。

5) 指标考核指导下的院系内外教师发展团队协作发展：

课程在原有基础上，对三组教师团队进行指标考核：1国际视野方面：筛选和优化最

新外刊阅读和音视频资料，拓展师生外语工具性向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延伸。2文化自信

团队：挑选和优化中国经典故事的英文原版故事阅读，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3创新思

维团队：具有社会学知识背景的教师团队挖掘课文内容中的社会元素，增加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同时三组教师不定期同其他学院优秀团队进行交流和调研。



四、单元设计方案

单元设计方案框架：

1、单元教学目标（说明参赛单元的具体教学目标，目标应包括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

教学目标:

学习本单元之后，学生将进一步提高对较复杂的“趋势”和“价值”类学术文章的文

本分析能力，为学生阅读学术类文章进一步打好语篇能力的基础，巩固已有词汇，新增

词汇量（听说读写全方位）增加约 200 词，“趋势”和“价值型”作文和口语产出性输出

流利和内容清晰。同时，学生交际沟通中的逻辑性，人文性和说服力进一步提升。

1). 语篇能力输入：1. 学习英语文本对潜藏问题重要性的阐述及语篇结构；2. 学习英

语文本对事物价值阐述的语篇结构及逻辑。（重点）

2). 语言知识能力输入：1. 通过对“out of date”和“promote the true value”词

组的同义词拓展，完成约 200 词的大学英语输入性词汇学习，为课后加强输出性口语和

写作打好坚实基础（重点）。

3). 写作和口语能力输出：通过课文相关词汇和句型的实验和应用，进行“选择及其价

值型”话题的写作和口语产出性导出（难点）。

4). 人文素养和科学性对比分析：通过课前准备、课堂讨论和活动展示，消解学生对人

文学科的偏见思想，通过课文延伸讨论明确人文科学起着对个人认知发展和美好生活的

营造不可或缺的作用。（育人目标/难点）

框架 理论指导 方案提纲 育人重点

单元教

学目标

布鲁姆教育目标

分类理论

1. 初级目标：语言和语篇能力输

入 2. 中级目标：人文科学

和自然科学特征和异同分析

理工科效用性和人

文科学道德和美学

意义具有同等价值

单元教

学过程

The TATE model

(文本-分析-活

动-探索模型)

1. 课前(线上视频和雨课堂测试)

2. 课堂（文本阅读-分析-活动和

人文精神探索）

3. 课后（语言点巩固和人文性活

动的课外拓展）

提升学生对人文科

学文本分析、提炼

和升华的质性分析

同理工科数据驱动

定量分析具有同等

科学性的认识

单元教

学评价

教师反思回环 1.课堂实录

2.优缺点反思

3.问题分析

4.对策
5.新一轮教学实践

增加对语言同育人

目标的结合度及学

生接受度的分析



2、单元教学过程 1>说明本单元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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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单元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

言与育人的有机融合）

基本信息：

教材：“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

班级信息：2019 级XX 专业

授课时间：2019-2020 年下学期第一周（第二学期）

授课地点：呈贡校区多媒体楼

班级人数：50 人

学生英语水平：大学英语四级（阅读能力较强，听说写能力较弱）

教学单元： Unit 2： The Humanities：Out of Date?

补充阅读材料：1.Science 期刊科普文章：Academia or industry：How I pivot between

them? 2. National Geographic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19 年第 4 期）

Walking Tokyo （第 38 页），走访古今东京，探访城市革新。3. 长篇阅

读教程 2：第二单元 Text 3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Be Kind than

Clever?和 第七单元 Text 1 Why English？（选择型文章）

教学理论： Signpost 阅读理论及基于“产出导向法”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雨课堂、Siri 和 Cortana 语音识别软件、自制微课和外研社 U 校园

平台

教学总体方案

教学

环节
教学步骤

科学和人文

融合方式

时间

分配

课前

预习

“雨课堂”预习任务:

1. 核心词汇微课讲解和课前测试

2. 昆工、清华和蓝翔技校对比引导对人文本质的思

考

“雨课堂”网

络互动：大学

和技校的差别

网络

互动

课堂

学习

课堂活动：

1. 通过 signpost 引导学生阅读课文找到“out of

date”趋势和人文性优势的相关句型，并绘制思维导

图

2. “雨课堂”投票分出“正反方”，正方阅读课文段

落（4-9 段），反方阅读课外支撑材料，双方就各持方

的好处优点进行口语陈述，班级投票选择最佳观点和

获胜方

分组辩论：

正反方对实用

性和人文性对

大学生就业的

帮助（从个人

特点出发分析

短期和长期作

用）

135

分钟

探究

式互

动学

习模

式



3. 教师运用语料库启发式的复杂语法点教学：语法

点“this”代词指称的阅读和还原（第 5 段）和

“than they did”替代现象的四六级真题拓展。

4. 学生类似话题进行课文句型仿写和翻译练习

5. 科普报告导读和结构分析

“雨课堂”复习清单和要点：

1. 单词复习：Siri 和 Cortana 等语音识别软件学生

自我语音纠正 科普报告阅读
2. 看图说话：“趋势”的图表口语描述并录音，教师

进行点评 产出性活动： 100

课后

作业

3. 写作活动：基于课外阅读和课文样板句进行关于
“网络课程的价值”的作文仿写，阅读材料包括长篇

阅读教程和 Science 期刊科普性文章。学生阅读从框

人文社团招新
视频录制和互

评(Flipgrid

分钟

线上

架和句型两点进行仿写 平台) 互动

4. 听抄练习：关于“趋势”和“价值”两类的句子

听写，听抄句子由任课教师从四六级真题中进行采集

5. 活动准备：网络直播主播推广人文社团招新 （难

点：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

课外
调查学校人文社团生存现状和原因分析 社会实践

60

拓展 分钟

考核指标

词汇量测试和课文类似话题作文仿写和口语产出。学生作文：外研社写作 AI 批改平台

+教师批阅计分都达到及格及以上，而及格以下，该单元得分不计形成性成绩或学生选择

重新完成。口语产出：语音经过软件和人工纠正后，基本达到交流水平，口语输出内容

和逻辑清晰。

教学实施详细步骤

1. 课前预习 （30 分钟）

1) 词汇微课串讲和测试：Quizlet 词汇软件：单词+配图

初步记忆单词

2) 通过高晓松和蓝翔技校校长的争论为导入，引导学生

对昆工、清华和蓝翔技校进行对比分析：清华：胸怀天下的

远大理想，蓝翔技校：不玩虚的，踏踏实实学本领，那昆工

学子的定位呢？等相关问题讨论引导学生对教育本质的思

考

2. 课堂 （135 分钟）



“out of date”的词云(word cloud) (30 分钟)

1) 教师以课文题目“out of date”中的“date”为起点引

导学生阅读课文（1-3 段）寻找与时间变化和趋势的词汇，注

意 prospect 和 trend 等词和句型，并就配图词汇和句子进行

图文匹配。

2) 通过 COCA 网络在线语料库进一步拓展 decline 和 increase 的同义词及其搭配。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

活动 2：文科还是理科正反方辩论和投票 (30 分钟)

1) 通过“雨课堂”投票功能，将学生就文科知识的当代价值进行分组；以 SQ3R 理论

为基础，引导学生产生自我感兴趣的话题并进行“jigsaw”分组阅读。

2) 支持“文科重要性”的同学阅读课本第 4-9 段.支持“实用专业”的同学阅读 “Why

learn Algebra?” (College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教程)。

3)“正反”双方同学分工对文章要点提炼和重要观点口语陈述。学生再次通过“雨课

堂”投票功能进行选择，看正反方票数的变化决定获胜方

2) 学生讨论课文的影响力：课文阐述了文科能提升读写能力，提高情感能力、社会认

知能力和思维拓展的观点。学生就以上观点的陈述准备课后作业“学习人文学科知识的

具体计划”。

活动 3：人文学科价值大讨论 (30 分钟)

1) 通过 signposts 信号词（the very, no matter, the most importantly, the

best 和the ideal 等），学生快速定位第 4-9 段的主题句及人文学科的各种价值。

2) 配对和排序活动：学生通过记忆关书完成信号词和价值的配对活动并排序，训练

通过单词词组完成完整句子的重述。同时，对文中提到的人文学科价值进行自我排序并

陈述理由。最后，对比课文的顺序并对比异同。

3) 对课文人文学科价值阐述的顺序进行内在逻辑讨论。揭示课文根据维果斯基认知

发展顺序，课文依次从“看见 capture”、“understand看懂”、“insight 洞察”和“scope

维度”的顺序进行人文学科的阐述。

活动 4：基于语料库的启发式讲解语法点：英语学术语篇代词和替代现象（45 分钟）

活动 1：

http://www.english-corpora.org/coca/


1) 教师以课文第五段“this fertile body of work from ancient times, … form

the basis of study of humanities”中的代词

“this”进行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找到 this 的

真实指称，并拓展这种现象在学术英语语篇中非

常常见。拓展练习：代词和英语中的替代现象在

复杂文本阅读中的造成的障碍。例句：”Most of

Africa is urbanizing at a lower level of

income than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did” （2017 年 12 月大学英语四级阅读真题），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式教学中对“did”

和“than … did”替代结构的不熟悉和阅读障碍进行问题解决

2) 语料库应用：COCA 语料库通过“List- ‘than * did’”指令，检索更多类似句

子，以增强学生的英语学术语篇中替代现象的解读能力。

3. 课后作业 (120 分钟)

1) 语音矫正：语音识别软件进行“趋势和价值”单词和句子。教师针

对学生集中的问题，下次课进行集中答疑和帮助。（15 分钟）

2) 口语模板输出：学生根据制定“趋势图”进行口语描述并录音，学

生必须要使用课文和教师提供的样板句，进一步加深“趋势”相关句型的熟悉；口语阐

述“古典文学价值”或课文话题并进行录音。（15 分钟）

3) 学术和外刊阅读：长篇阅读教程第 2 单元 Text 3 和第 7 单元 Text 1、Science 期

刊科普类文章（Academia or industry：How I pivot between them?）（15 分钟）

4) 听力抄写：自制“趋势”和“价值”的四六级真题句子听力，学生进一步掌握本单元

的核心词汇和相关拓展句型，完成 U 校园第 1 单元听力自主学习部分。（20 分钟）

5）作文：完成“网络课程 v.s 线下课程”的写作，学生必须在外研社 iwrite 网络平

台上完成，并根据系统提示修改语法错误之后，提交教师人工批阅，教师的批阅重点在

于逻辑性，人文性和说服力三方面。（30 分钟）

6）课堂活动准备：学生从“网络直播主播”或者“社团招新”两个话题进行选择和准

备，在课前通过直播课程进行小组间 PK，海报展示得票数最高的前三组可以进行课堂展

示并得到相应加分。（25 分钟）

3、单元教学评价（说明本单元的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特别说明如何在评价中实现语言

与育人的融合）

1) 教师反思型教学（反思回环）及行动研究



A.描述或回看课堂实况；B.描述教学感受；C.描述教学成功和失败的部分；D.成功和

失败部分对学生的影响分析；E.成功的部分如何复制，失败的部分有何改进的方法；F.

对新的教学方法进行实验；G.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

B.教师反思回环增加育人维度的反思

教师通过问卷、团队成员课堂观察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混合式研究方法，调查学生对课

前 lead-in 活动（大学和技校的不同定位讨论），课文分析、活动及例句（语料库筛选的

育人例句分析）和课后作业（学校人文社团的现状）的育人成分的接受度等进行课程满

意度调查（考察重点包括语言习得和人文精神素养的提高两方面）。

课堂实录

课堂对策预设
和实施

教学主观感受
记录

课堂总结
课堂成功和失
败因素分析

（Gibbs,G.2008.Learning by Doing: A guide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Oxford Polytechnic.）

2) 学生访谈

班级分组+小组访谈+“雨课堂”优秀和预警学生的访谈等方式进行教学过程信息沟通,

及时修改增删教学部分内容和替换不同教学方法。

每月一次通过“问卷星”等网络方式收集学生对教学目标、内容和手段等方面的匿名

意见反馈。



五、教学设计特色

（说明教学设计方案在体现语言与育人融合方面的创新特色）

本课程教学设计方案中语言和育人融合的创新从：1.全球视野，2.文化自信，3.实践

能力等三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特质，为应对社会快速发展打好语言和人文的基础。

1. 现代教育技术工具拓宽全球视野，做好科技和人文的结合

全英文版手机 APP 和 AR 虚拟增强技术等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机融合，增加学生英语知

识实践和应用。其中：

“Flipgrid”全英文手机客户端可以实现班级内部学生视频录制、分享、浏览和互

评，同时，该平台还可以让学生加入国外班级的话题讨论，增加学生全球视野和文化自信。

“Civilisation AR” 通过虚拟增强技术实现全球著名博物馆的馆藏臻品实景和虚

拟的结合。通过软件实现科技和人文的结合，还可以增加学生的美学欣赏。

2. 课文和精选的相关外刊导读增强学生的全球视野和文化自信

精选国外媒体关于中国最新发展的报道和评论，特别是经济和文化方面，引导学生拓

展课文观点之外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树立学生的中国立场、全球视野和文化自信。

3. 英文科普性研究报告的导读培养理工科学生英语实践能力

精选理工顶级核心期刊《Science》中科普性的简短研究报告作为应用英语增强实践

能力的突破点。通过对报告中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导读，在熟悉科技报告

中语言基本特点的同时，增加对专业最新发展趋势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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