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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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视听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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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英语专业 2018 级大二本科生

教学时长 共 16 周，每周 2学时

教材名称 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三版）

参赛单元
第 4 册 第 1单元 How we behave is who we are（*单本教材仅填写

单元信息）

二、团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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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学情分析

我校是一所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培养“动手能力强、综合素质好”

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坚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区域产业振兴。本课程的教学

对象为非英语专业 2018 级大二本科生，在入学时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在听、说等方面受

过初步的训练，能够听懂一般速度的英文并且进行简单的英文表达，对中西方文化有一

定了解。但是，对于语速稍快、信息量较丰富的听力内容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关于

细节的英文表达能力不足，对中西方文化理解的不够深入。

⑵ 课程人才培养定位

考虑到我校特色以及学生的英语水平特点，本课程“大学英语视听说”人才培养定

位为：让学生具有良好的英语听说能力，了解英语国家历史、经济、文化，有文化对比

意识，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合作精神，能够进行跨文化交际，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熟

练地使用英文；同时，对我国优秀文化有较为深刻的理解，能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

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才兼备，德字当先，能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贡献力

量。

⑶ 课程设计理念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 POA）（文秋芳，2015）同我校培

养应用型复合人才的战略契合，这一方法既重视产出过程，又重视产出结果，强调教学

活动要服务于有效学习。将产出导向法应用在视听说教学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并巩固学生

的外语听说能力。“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是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综合性

强，既包括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传授，听、说、辩等综合语言技能的培养，又注重

展现中西文化、语言习惯之间的差异。该课程以“输入-输出”理论为基础，将语言教学

和客观情景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在现实、生动的语言实际中掌握语言，以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输出能力、发展学生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为目的。提高学生对听力材料的分析、归

纳、推理和判断的能力，并且透过语言理解文化背景知识，扩大知识面，进而最终提高

语言综合能力。同时，将“立德树人”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课程之中，用慕课、微课、翻

转课堂等手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文秋

芳，2019）。

本课程的设计理念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引入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手段，师生共同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听、说、辩能

力，使学生掌握相关英文知识，引导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识和表达，做到学用一

体。同时注重课程中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把“立德树人”作为本课程的

根本任务，坚持“关键能力说”，做到“全过程育人”，使学生能够成为建设国家的有

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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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选取外研社出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

三版）》（智慧版）系列教材，教学总课时为 112 学时，共计 7学分。四个学期的学分

分配比例为 2—2—2—1。第一学期 32 学时，第二学期 32 学时，第三学期 32 学时，第

四学期 16 学时。通过四个学期的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

是听、说、辩能力切实得到提高。

总体目标：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规定，大学英语视听说的教学目标应是使

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特别是听、说、辩的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

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注重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树立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本

课程的总体目标共包括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两方面：

语言目标

⑴ 通过“视”、“听”、“说”三位一体的教学，提高学生在听、说、读、写、辩等方

面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辩的能力。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

讲座，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慢速英语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4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

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能够和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

的会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陈述基本事实、

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够就一般的话题展开辩论，掌

握辩论的语言特点和技巧。

⑵ 通过丰富的英语国家视听资料的学习，营造真实语境，提高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使学



生在习得语言的同时，增加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例如英语国家的地理风貌、历

史事件、政体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基本常识，扩大知识面。

⑶ 通过对中西方文化对比的教学，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通过实用性

与针对性强的 ESP课程教学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英语应

用能力。

育人目标

⑴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让学生充分地认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不断学习、探索提升语言、文化意识以及学习技能的策略与方法，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了解所学专业的发展动态，适应时

代发展要求，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⑵ 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实

现课程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实现“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润物无声的隐性育人功能。

在视听说课堂上选取与所学单元主题相契合的视听资料，结合视听说教材内容，通过教

师的讲解与启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有机融合到教学中。

⑶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更新教育理念，培养思政意识，在课堂

教学中，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始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批判性地继承中外优秀文化，

培养学生的“文化审美”，通过对比中西文化的异同，善于发掘中国文化的闪光点，使

学生拥有热爱祖国的家国情怀。

⑷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设置覆盖全单元的输出任务，学生需要在课前花足够

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完成单元“视听”的部分，摄取足够的输入材料，认真阅读教师

提供的补充材料，上网查阅完成输出任务的相关信息等，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同时，教师及时提供反馈和帮助，以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最佳效果。

⑸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教师通过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丰富课堂活动，加强语

言能力综合考核和评测，以有效促进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中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使学

生能够理性看待中西方文化差异，了解外国文化但并不对其盲目认同、学习外国文化但

并不简单地全盘接受。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时，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辨别是非，

不被西方媒体的片面之词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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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情分析：本课程是非英语专业 2018 级大二本科学生的第四学期大学英语课。大部分同

学已经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部分同学通过了六级考试。所以，这一学期的大学英

语视听说课程的重点是要培养学生实际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以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今后的自主学习做好铺垫并巩固“立德树人”的效

果。

主要内容：外研社《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三版）》（智慧版）第四册



周次 星期 学时 教学内容 思政教学元素

二、四 二 2+2
Unit 1 How we behave is who
we are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

六、八 二 2+2
Unit 2 Getting older, getting
wiser?

青年价值观；学会规划人生；如何实现

中国梦

十、十二 二 2+2
Unit 3 Discovering your niche
holiday

探讨中西方娱乐方式的异同以及娱乐

对生活和工作的意义

十四、十六 二 2+2
Unit 4 Solving problems &
seeking happiness 习总书记的奋斗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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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成绩评定方式。

⑴ 终结性评价以期末考试形式体现，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参照标准化命题方式。题型包

括英语测试的常用题型，如短对话、长对话、短文、复合式听写等。全部试题按顺序统

一编号。值得提及的是本课程的考试均为机考。

⑵ 在期末考试中，主、客观题所占比例参照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客观题所占比例为

80 %左右，主观题所占比例为 20％左右。其中极易题 5%；较易题 25%；中等题 35%；较

难题 30%；高难题 5%。

⑶ 形成性评价即平时成绩占 30% （其中出勤 5%；课堂表现 5%，采用教师评价和学生互

评等形式；U校园听力自主学习占 10%，口语成绩占 10%；）。

学生评价方式：教师评价；自评以及同学互评的方式。

教师评价方式：学生评价；同行评价以及学校督导评价。

该课程将课程思政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体系。评价部分包括：学生的自主学习，注重

思政与语言学习的自然融合，把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人文精神与考核挂钩，引

导学生实现学习观念与学习效率的双重转变，总体原则为三位一体课程思政实践模式：

网络+课堂+实践。

具体每课时时间分配
课堂授课 70%

实践部分（答疑、讨论、重点难点） 30%

网络与思政设计

线上课程视频学习 （课程思政相关视频）

线上课程谈论题设置（课程思政话题设置）

线上学生作品展示 （课程思政元素作品）



实践活动与思政设计

大学生英语视听说微视频大赛

大学生英语口语大赛

互联网+大学生英语创新活动

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大赛

四、单元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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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目标：

⑴ 掌握表达公共场合各种行为举止的词组和句型。

⑵ 听懂对公共场合各种行为举止的个人观点或态度的表达。

⑶ 学会运用 T型图记录听力篇章中事物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⑷ 掌握情景对话中如何处理尴尬局面的英语表达句型以及表达方式的注意事项。

⑸ 能独立完成长、短对话及篇章听力理解和复合式听写练习，提高听力综合能力。

育人目标：本单元通过对公共场合各种行为举止的观察、思考和

讨论，结合社会当下各国的正、反面真实案例，培养学生的思辨

能力，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客观地看待各种行为，加强个人自身修

养，深化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的认识，

展现中国大学生应有的风貌，争做一名心里有火，眼中有光的新

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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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主要内容及课时分配：

 Opening up （0.5学时）  Listening to the world （1.5学时）

 Speaking for communication（1.5学时）  Further practice in listening （0.5学时）

设计理念和思路：本单元教学以产出导向法 (POA)理论为指导，按照“驱动-促成-评价”

的过程，突出“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本单元以“行为举止为主线”，对其

相关的问题进行思考、讨论、再思考，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地道的

英语表达用语；同时，锻炼学生准确地用英语表达中国的“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指导自己的行为。

⑵ 教学组织流程：线上+线下

线上驱动：在线上提出本单元主题“行为举止”，要求学生分组准备相关表达内容，课



堂进行讨论，实现课前驱动学生学习。

线上教学+促成：

首先，在 Opening up部分，以小组为单位，给学生 3分钟进行讨论加发言。每位同学都

要在组内分享课前预习时找到的相关素材和发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做笔记，总结，

然后各组选代表，在全班简要地陈述各组的小结。最后，老师根据同学的陈述，结合课

前准备，挑选典型的行为举止案例，引导并促成学生进一步思考，讨论，充分利用有限

的课堂教学时间，不断强化课堂教学效率。

其次，在 listening to the world 部分，通过正常语速和减速播放视听材料，让学生回答问

题并思考、进行讨论，例如：

 When does he try to smile at people and thank them?
 How does he feel about bad social behavior?
 What kind of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gets on their nerves?
 What is a recent example of good or bad manners they experienced?
 Does people’s attitude toward behavior change as they get older?

在此过程中，学习本单元的听力技巧，即：用 T型图来记录听力内容的要点。加强学生

的学习技能，有效地捕捉并更好地理解视听材料中的细节。

再次，在 Speaking for communication部分，分组进行角色表演，在理解视频材料的问答

基础上，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他们自己对公共行为举止的想法，并做出总

结，扣主题 how we behave is who we are。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公民，应该如何规范个人

公共行为举止，如何用个人之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同时，运用本单元说话技巧，

更好地表达自己对行为举止这一话题的个人看法，并学会如何用英语的表达方式进行辩

论。

最后，挑选 Further practice in listening部分的一部分练习，结合本单元重点语言知识和

技能，带领学生课上做听力练习，学生发现问题，自我评价。

线下教学+促成：

课后让学生利用外研社 Unipus平台（U校园）进行听力自主学习，完成本单元的听力练

习；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老师定时组织答疑。另外，结合本单元的 behavior这一

主题，组织学生准备开展主题辩论，让学生课下发掘身边有关行为举止的实例，分别组

成正、反两方，搜集资料，借助网络资源 China Daily，BBC，中国日报双语新闻等，并

运用本单元所学的相关词语和句型组织辩词，准备下节课进行课堂辩论。



⑶ 本单元的语言和育人结合主要是体现在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的有机融合中。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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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采用多元化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主要包括学生反馈、教师本人反馈、授课效果

与自我反思及同行教师评价。

⑴ 学生反馈：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对于 How we behave is who we are这个话题表现出

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参与问答互动。学生在导入部分深入思考，积极参与讨论各种不

同的公共行为事例，尤其是针对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各种感人事例的讨论，小组活动

气氛活泼。学生课后表示本次课具有实用性和时效性，教师语言生动易理解，新的表达

句式实用易掌握。通过本单元学习能够学会用英语表达如何从自己做起，树立高尚的道

德情操；学会用英语讲述疫情中彰显出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人民至上。

⑵ 教师本人反馈：本次课程的教学评价为了能够检验出学生对于教学目标中语言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及思辨能力的达成程度。选取与单元主题相契合的视听资料，如通过中

国援外物资上的诗词翻译讲解与启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有机融合到本单元教

学中，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⑶ 授课效果与自我反思：

 课前驱动：课前通过任务布置，让学生充分了解自己对主题的认知，通

过查找相关资料进行自学，发现语言问题，及时解决，对于内容的思考，可

以让学生积极地在课上进行有效地讨论。

产出任务布置

自主预习

个人线下自主复习

小组辩论准备



 课中促成：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提问，选开放式问答及小组讨论、

辩论等多元化检测方式来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对高尚行为举止、抉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大国风范的英文表达的掌握程度。

 课后检测：通过视听多维方式收集学生学习水平信息，及时做出教学方

案调整，真正起到知识脚手架搭建者的作用，利用语言引导、非语言提示，

团队合作督促等方式能够客观公正地做出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课中

课前 课后

⑷ 同行教师评价：其他听课教师表示本次视听说课的教学内容详实，主题导入自然流畅，

教学过程逻辑性强，教师授课方式灵活多样，能够结合多媒体设备及智慧教室的特点采

用先进的教学方法，且能将语言的教学与文化的导入相结合。在本单元课堂的文化导入

时，注重创新性、针对性、启发性与趣味性，增强课堂内容的讲授含量，从而提高教学

效果、提升教学质量。尤其涉及到面对疫情，中西方国家不同文化及态度对比时，教师

更多的是传达给学生学会取长补短、汲取精华。学习他国文化、进行文化对比，是为了

更好的推进我国自身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引导学生更为积极、深入地了解我国本土文化

的精髓，并秉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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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的教学设计从“金课”教学的三点标准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来看，特点如

下：

1.从高阶性来看，本单元有机融合了本校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和个人素质的培养，设定

的教学目标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测性，并且在具体的教学中实施，明确指出如何提高

学生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以及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能力。

2.从创新性来看，本单元的教学内容，采用线上多种教学资源，获取最新时事信息，

驱动学生学习，从日常生活的点滴感受来启发学生思考。1）教学任务形式的创新：教

学任务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满足对单词、词组、表达方式的掌握与运用，而是增加

了小组线上、线下互动讨论，结合当前的疫情形势，以最新时事信息为载体，让学生

分享感受，驱动学生学习，启发学生思考。这种翻转课堂的方式促成学生对重要语言

现象做深层次的思考和分析，使学生成为课程内容参与者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2）互动形式的创新：师生互动和生生

互动相结合，采用有效提问、语言纠偏、观点引导、反馈激励等不同的方式去实现师

生互动。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培养学习能力为前提实现生生互动。在生生互动中，

教师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学生之间的交流，根据学生的交流内容，给予一定的提示

和纠正，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3）在培养跨文化能力的同时注重思辨能力

的培养。课前，布置与本单元有关的听说学习任务，让学生提前预习和补充相关的背

景知识，增加信息量。课上，以任务为驱动，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产出能力，尤其是

听和说的能力，能够具有良好的跨文化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通过

生生互评、教师点评、讨论、辩论等形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使学生能够在纷繁

复杂的世界中明辨是非，独立思考。课后，通过 QQ 群、U校园，超星学习通等网络 App

平台布置学生个人和小组任务，并通过这些平台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和思想动态，进

行有效反馈，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3.从挑战度来看，教学任务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可实施。例如布置的小组辩论展示任

务，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拓展，能够更好促进学生温故知新，教师应科学指导、辅助、

支持学生成果产出过程，并给予科学的评价；同时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通过小组合作

（Team的真正含义 T:together；E:everyone；A:achieves；M:more），发挥各自的优势，

协调配合，使用地道的英语表达尽量清楚、准确地表达个人和小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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