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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学院

位于：郑州·巩义

办学定位：建设“省内一流、国内知名、商

科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

培养目标：具有扎实商科专业背景、现代
职业应用能力、国际化视野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人才培养特色：商科、应用型、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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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来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

自2021年9月使用

专业：跨境电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投资学、国际商务、汉语言文学等

使用学生：5226人

课程组：10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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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来》：课程思政与跨文化思辨育人

•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
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 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课程可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和阐释能力，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

• 外语课程所包含的大量有关对象国文化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信息输人，为跨文化比较
与反思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当外语教学从跨文化视角展开，外语学习便成为培养学生
人文素养、价值取向、国际视野、文化自信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课程思政过程。
（孙有中，2021）

                                                                                    5

1



 新未来：跨文化思辨育人的外语教学新理念

1）通过跨文化语言交际活动、思辨语言交际活动、以及跨文化与思辨融合

的语言交际活动，有效提高学生语言能力，融合培养以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

力为核心的多元能力，促进立德树人。

2）通过跨文化思辨活动，增强人文素养，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和文化观，拓展国际视野，厚植中国情怀，提高道德推理能力和批判性

文化意识，实现培根铸魂，立德树人。

3）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思辨能力为跨文化能力增

加深度，跨文化能力为思辨能力发展增加广度。语言能力因同时具有跨文化

能力和思辨能力而如虎添翼；立德树人寓于其中。

基于《新未来大学英语》教材编写提出了跨文化思辨育人的外语教学
新理念的三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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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来》教材内容特色

选材多元，落实立德树人任务

• 选材凸显语篇多元化和时代性特点，覆盖当

下真实情境中的各类应用性文体及多模态素

材。内容扎根中国，彰显正能量，有机融入

思政关键话题，夯实学生理想信念。

中外融通，架设文化沟通桥梁

• 将中华优秀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有机融入选

材和活动设计，提升文化意识，坚定文化自

信，培养中国情怀、国际视野。

“理解中国，沟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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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实践，课程思政有自身的结构特征和进程特点。既然是“课程”思政，课

程思政应当具有课程的基本要素：

        一个时段的发展目标（而非仅仅一节课的目标）、

        一个完整的内容架构（而非某些零碎、随意的内容拼接在一起）、

        一个合理的活动体系（而非某些新型活动插播到已有活动序列里）、

        一个促学的评价方案（而非为验证、展示学习效果采集一些成果样例）。

缺乏这些基本要素的设计，课程思政就成了在课上做些思政的事儿，而非通过课程来达成思政目标。

（徐浩，2021）

                                                         

             徐浩，专栏引言：课程思政的教育实践属性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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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未来》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外语学习和教学是一个动态复杂系统，具有整体

性、动态性、非线性、有机关联性等特征。

      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目标、内容、组织流程和评
价反馈全过程，突出系统性设计，确保思政教学目标
的达成，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教学设计的四项原则，即教学目标的精准性、内
容组织的体系性、流程设计的渐进性和评价反馈的整
合性。（胡杰辉，2021）

                               

孙有中：跨文化思辨育人，

（外研社2021暑期骨干教师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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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未来》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胡杰辉. 外语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教学设计研究[J]. 中国外语, 2021, 18(3): 53-59.



《新未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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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主题探索
（育人价值）

内容组织与编排
2 Episodes 
2 Texts
1 Wisdom of China

活动设计及流程
跨文化语言交际活动
思辨语言交际活动
跨文化交际与思辨融合的
语言交际活动

多元学习目标
价值引领——语言能力——

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

多元评价
形式：师生、生生、自我评价

评价内容：对应教学目标，
突出思政育人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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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B1U3为例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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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2



  Warming up（2 Chinese proverbs of 4 quotes）

Section 1
    E1  Plotline summary Input Skills Over to you
  Tom invites Yi Fei to a potluck party. Yi 

Fei reads a recipe for Kung Pao Chicken 
to prepare for the party

Video: Character 
conversation 
Text:  Online recip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Making 
an evaluation by setting criteria 

Writ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cipe for a dish 
from your hometown 

  E2  Alice makes a vlog demonstrating to 
her  friends how to make a dish for the 
potluck party. The other three 
characters research and decide to 
write descriptions of local dishes

Text: Cooking vlog
Audio:  Online 
material 

Communication skill: Giving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Intercultural skill: introducing 
cultural items 

Writing a description of 
a dish from your 
hometown

P Making a presentation about a dish from your hometown

Section 2

   Text summary Skills
 TA An articl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eating together as a family 

or with friends 
Reading skill: Summarizing the main idea of a paragraph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Making text-to-self connections 
Intercultural skill: Evaluating mealtime culture in China 

TB An article about why the author gives up eating meat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Identifying pros and cons of being a 
vegetarian 

Self-reflection & Wisdom of China （China’s Eight Famous Cuisines)

Unit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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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objectives

• 总体产出任务

用英语向外国朋友介绍
一道中国菜的制作及其
传递的文化意义，即用
英语讲好一道中国菜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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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政育人目标

深刻理解中华饮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外
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
做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主题探索1

探究饮食习惯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饮食文化与积极情
感关系的建立等。引导学生透过社会现象，感知不同国
家饮食文化的差异与共性，以及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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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objectives

   思政育人目标

借助思辨活动Think-Pair-Share和跨文化写作任务，
建立自身经历与文本主题的关联，引发对主题的深度
思考，从对中华家庭饮食文化与家庭关系的理解中升
华“家国”观。

  主题探索2

 对单元主题的思辩，饮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Teaching Design

OTY 1
Write and explain the recipe 

for a dish from their 
hometown

OTY 2
Write a description of a dish 

from their hometown

Intercultural Writing
Write an essay explaining 
mealtime culture in China

Project
Make a presentation about a 

dish from their hometown

Warming up
Episode 1 

Listening & Text

Episode 2
Viewing & Text

Episode 1
Episode 2

Supplementary

Text A
Tex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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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s

Language skill
a. Grasping some cooking 

words or expressions

b. Getting familiar with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of giving 

cooking directions

Communicative skill
Giving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Making an evaluation by 
setting criteria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1 Grammatical knowledge (syntax, 

phonology)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3 Valuing one’s own cultural identity 

17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S-14 Clarifying and analyzing the 

meanings of words or phr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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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Scaff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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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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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ff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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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skill
Generating the paragraphs 

of introducing the 

person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ir own 

dishes

Intercultural skill

Introducing cultural items

Communicative skill

Giving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2 Textual knowledge (cohesion, 

rhetorical or convers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3 Value one’s own cultural identity.

B-2 Understand own cultural tradition.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S-4 Exploring thoughts underlying 
feelings and feelings underlying
thoughts



Task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 B-2 Sociolinguistic knowledge (genres, 
  natural, cultural references and figures of  
speech)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 C-6 Be able to evaluate critically and on 

the basis of explicit criteria perspectives, 
practices and products in one’s own and 
other cultures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 S-11Comparing analogous situations: 

transferring insights to new context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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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s

Poject 综合产出任务课堂展示评价表

   

维度

 

小组

Language
(25 points)

Content
(20 points)

Organization
(15 points)

Communicative 
Skill

(20 points)

PPT 
Design

(15 points)

Creativity
(5 points)

正确使用烹饪
相关的英文表
达，包括基本
的动词、名词
以及描述菜品
制作过程的句
式；建立跨文
化情感关联的
类比表达

内容涵盖多维信息
且具吸引力，包含
对菜品的文化背景
意义及个人经历、
感受或记忆的描述
等

能够给出逐步
的烹饪说明；
结构清晰且具
逻辑性；做到
连贯衔接自然

恰当使用肢体语
言（眼神、手势、
表情等）；有受
众意识，能引发
听众兴趣，展示
具有感染力；
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发言

图文并茂；
观者友好
（重点突出
显示、字体
大小合适、
动画效果服
务展示）

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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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s

Peer review & Self-reflection

    评价主体多元化也是思政育人的重要体现方式。因为一个学生能否正确评价自己、评

价同伴，不仅是语言水平问题，而且能够体现学生是否具有自我反思能力、合作学习能力

和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文秋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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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有难度、有挑战，但感兴趣”

Ø 提升思辨意识与反思能力

Ø 提升跨文化理解与表达能力

学生：走上“思辨之路”



Ø 提高了跨文化思辨育人理念的认
识和教学能力

Ø 缝合了（1）理论和实践的“两
张皮”（2）思政教学“贴膏药”
的现象

Ø 增强了团队教学组织力和教师的
能动性

教师：爬上“开悟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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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与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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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议把教师培养成行动研究者，让他们记录下学生在执
行课堂任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从
而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如何运用和开发教材任务才能最大程度
地促进学生的外语学习。

                                                ——徐锦芬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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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教研资源：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special2021110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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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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