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未来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2》Unit 4 Impressions matter 
 

《新未来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2》Unit 6 Embrace the unknown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 综合教程2》Unit 5 The power of words 
 

《理解当代中国 英语演讲教程》Unit 6 Live green, Live better 

（简要介绍院校特色与教学对象特点） 

1. 院校特色 

XX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在百年历史发展

中，奠定了“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秉承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注重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着力培养“以德为先”的一流本科人才和国际化人

才。同时，学校大力支持教学改革和创新，提升教学质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行小班授课，

每班原则上不超过30人。 

2. 教学对象特点 

2.1 知识和技能特点： 输入技能强，产出技能弱；自律性强，但风格差异大。 

授课学生为2021级非英语专业大二学生，经过一年《大学综合英语》或《通用学术英语》的

学习，根据专业特色，为部分学生开设《英语演讲与辩论》，每周2课时。其英语水平相当于中

国英语能力等级6和7级，或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CEFR)的B2-C1。 

通过对其英语入学分级考试、高考英语成绩的分析以及小组访谈，本团队发现学生阅读等输入技

能较强，但是口语等产出技能较弱，主要表现在缺乏有效的衔接和论证方法。 

 

 

附件一 
 

2022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 

教学设计方案 

 

 

 
 

 
 

 

二、参赛材料 

 

三、学情分析 

 



2.2 思维特点：思维活跃，但需价值引领 

学生思想活跃，可通过探究式任务培养思辨、合作精神；自律性强，可通过师生合作评价，实现

知识的二次内化。 

但其尚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科学观的形成期，尤其缺乏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科

技、文化等方面的了解，难以解决“卡嗓子”的问题（吴岩，2022）。因为在当前时代，外语教育

不仅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也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的

新使命”。“当前更为迫切的是，要讲好当代中国故事” （孙有中，202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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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目标：使用相关词汇谈论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 

  技能目标：运用思维导图等图表语言表述相关话题并进行展示汇报； 

            使用开篇及结尾技巧提升演讲能力； 

  育人目标：深化对中国环境保护措施及成就的了解； 

            讲好中国的环保故事。 

 

2、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目标（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选取依据及教学目标，该环节教学目标应

包括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并与单元目标一脉相承） 

 

2.1 本环节选取依据 

本环节为如何使用2步开篇法吸引观众，讲述中国的环保故事。  

本单元的总产出任务为学生受邀参加国际青年大会，做关于中国绿色发展的发言。子产出任

务1为列举当前全球面临的环保问题（P98 activity 1），子产出任务2为以思维导图形式形象

展现中国的绿色发展举措并进行展示汇报（P99-104 activity 2）。在演讲中需使用适当的开

篇和结尾技巧提升演讲质量（P105-108 activity 3+4）。

 

本展示环节为第二次课的第一小节，在此之前，学生已完成子产出任务1和2，并通过后者这

一思维导图的展示汇报，教师发现学生对课文中所提及的绿色发展理念了解较充分，已完成主

要观点的促成，但在汇报展示过程中，教师发现，尽管学生已在混合教学模式下的U校园中完成

微课“7 presentation skills and tips to leave an impression”的学习，但学生在实际应

用中，仍欠缺对演讲开篇吸引观众技巧的熟练应用。 

综上，经诊断性测评，我们选取此展示环节，即2步开篇法讲述中国的环保故事。 

 

四、教学设计方案 



 

2.2 本环节教学目标 

语言目标：以具体事例描述中国在绿色发展模式中所付出的努力； 

  技能目标：使用开篇技巧提升演讲能力； 

  育人目标：讲述中国的环保故事。 

 

3、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过程（1>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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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课

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组织流程，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3>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过程如何

体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3.1 本环节主要内容、设计理念与思路 

3.1.1 本环节主要内容 

本环节为如何使用2步开篇法吸引观众，讲述中国的环保故事。选自课本P105-107页

（activity3）开篇吸引观众的5种技巧，教师重点讲授2种演讲开篇技巧：提问问题中的设问

（hypophora）和讲述故事，并与三代塞罕坝植树人这一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故事相结合，由讲述

他人故事（塞罕坝）到讲述个人故事，最终讲述当代中国故事。在讲述“三层”故事的过程

中，通过教师的启发式讲授（exploratory talk）和案例教学也涉及到课文中提及的其他3种开

篇技巧：refer to an event，statistics 和quotation。 

 在课堂活动中，也将课文P97页（warming-up）活动以课堂问卷的形式融入。另外，在启发式

讲授和案例教学中，也选用了课文P111页Language Bank中出现的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

物与我为一”，作为翻译和中西文明互鉴的素材。 

 

3.1.2 本环节设计理念与思路 

基于需求分析， 团队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和POA教学理念。具体如下： 

课前 

（促成+评价） 

课中 

（驱动+评价+促成） 

课后 

（评价） 

线上平台 

完成子任务2思维导

图的线上师生合作互

评。 

完成演讲开篇技巧微

课和塞罕坝植树人思政

视频的输入促成。 

线下课堂 

驱动任务具体可测 

促成活动多元且具渐进性 

包括问卷、弹幕、词云、启发式讲授、案例讲授

等多元促成活动，详见教学组织流程。 

评价方式多元 

  思维导图展示汇报，实现诊断性测评。 

针对“选词讲故事”这一游戏，采用师生合作

互评。 

课前课后问卷，实现思政测评。 

线上平台 

学生线上提交作

业并依据评价标

准完成师生合作

互评。 

 

 

 

 



3.2 本环节教学组织流程 

 

教学步骤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步骤1  

导入：问

卷 

教师发送“你的家乡在环保方面是否有进展”的问卷（P97）。 

学生完成问卷。 

教师引入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 

 
 

引入话题，问卷

可提升参与度。

与后测思政问卷

一起助教师了解

学情。 

步骤2 

前测/诊

断性前测 

教师回顾线上学生关于中国绿色发展的思维导图，及依据评价标准

进行互评和自评的情况；并总结学生思维导图展示汇报所存在的主

要问题。 

基于以上诊断性前测，本课将以2步开篇法讲述中国的环保故事。 

 

 
 

线上线下诊断性

前试，数据驱

动，助教师发现

问题，及时调整

教学，是后续教

学及“精准扶

智”的基础。 

步骤3 

教学目标 

教师告知学生教学目标 

 

了解教学目标，

可助学生进行自

评和互评。 

步骤4 

弹幕和词

云 

教师开启弹幕，学生发送关于开篇演讲技巧（hook）使用倾向的弹

幕。教师收集数据形成词云，了解学情。  

 

 
 

 

 

弹幕和词云帮助

教师了解学生在

开篇演讲中的选

择倾向，并实现

结构促成。 

 



 

教学步骤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步骤5 

微课回顾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线上微课谈及的5种开篇演讲技巧。 

并根据诊断性前测及学生的弹幕词云情况重点讲授2种：提

问问题中的设问和讲述故事。 

 

 
 

混合式教学，提升面

授课堂效率。 

微课回顾，可检查并

巩固线上所学。实现

线上促成。 

步骤6 

开篇步骤1：

hook中的设问

和讲故事 

教师通过塞罕坝功勋树的例子讲授2步开篇法的第一步。重

点讲授第一步种的2种开篇技巧：（hook）：提问问题之设

问，和讲述故事。 

 
 

 

实现语言和结构促

成。 

步骤7 

开篇步骤2：

关联主题句 

教师通过塞罕坝的例子，讲授2步开篇法的第二步，即如何

实现从Hook到thesis的过渡 

 

实现语言和结构促

成。 

步骤8 

小组活动：选

词讲故事游戏 

教师给学生8个单词，学生选取其中一个，讲述自己的环保

故事。 

教师给与详细评价标准，学生的故事讲授中需要遵循教师所

讲授的2步开篇法：hook和trasition。  

学生依此标准，进行自评，并在小组内讲述故事及互评。然

后依据评价标准，小组内选择一个最吸引人的故事对全班讲

授。 

教师通过抽奖大转盘，选取小组分享个人的环保故事。并给

与针对性评价。 

由讲述“他人故事”

（塞罕坝）到讲述

“个人故事”，环环

相扣。 

在之前教师讲授的基

础上，这一活动综合

考察了学生在内容、

语言和结构方面的促

成效果。 

且依据详细的评价标

准，保证师生合作互

评的顺利展开，以评



 
 

促学，实现知识的二

次内化。 

步骤9 

启发式讲授和

案例教学，并

号召行动 

教师通过启发式提问和案例来讲授演讲开篇技巧refer to 

an event，statistics 和quotation。 

并引导学生思考在讲述个人故事之外，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提升国际传播力。 

 
 

由讲述“个人故事”

到 讲 述 “ 中 国 故

事”。  

术道合一，实现思政

促成。 

步骤10 

后测问卷 

教师发送是否对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有信心的问卷。 

 
 

后测，验证课程思政

成效。 

步骤 11 

总结及作业 

教师总结，回顾本课所学，并引导学生依据评价标准，对单

元项目进行互评自评。 

 
 

形成闭环。促成单元

总产出任务。 

 



 

3.3 本环节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3.3.1 本环节选取内容基于教材，又跳出教材 

Tomlinson 认为，教师应基于教材，同时又应基于学情对教材进行创造性使用（2015）。 

本环节教学内容基于教材（P105-107）,又根据学情和校情进行了选调改增。 

选 调 改 增 

5 种 开

篇技巧

（ P105

-107） 

将课文P97 warming-up活动以课堂

问 卷 形 式 融 入 。 课 文 P111 

Language Bank中出现庄子的“天

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作为演讲开篇的quotation素材，

与二十大报告中“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 ” 及 古 希 腊 神 话 “ Mother 

Nature”一起，文明互鉴，讲述中

国 故 事 。

 

将开篇技巧分

为2步：hook和

trasition to 

thesis ， 环 环

相扣，层层递

进。展示环节

由三个故事有

机融合：讲述

他人故事（塞

罕坝植树人）

到讲述个人故

事，最终讲述

中国故事。 

混合模式下，在线上增加

塞罕坝三代植树人这一具

有 感 召 力 的 思 政 故 事

（ 5min）；并将  P105-

107内容以微课形式上传

平台（5min），提升面授

课堂效率。并为学生压制

英文字幕，符合在线课程

设计标准，不会加重学习

负担。同时也与教材编写

理念契合，即承担新时期

外语教育的新使命，“讲

述当代中国故事” （孙

有中，2022），传播中国

声音。 

 

3.3.2 本环节教学设计融道于术，层层递进 

   由讲述“他人故事”到 “个人故事”，最终讲述“中国故事”。以塞罕坝三代植树人的例子，以

小见大，融道于术。 

教学设计层层递进，实现促成活动的渐进性（progressiveness），为中国发声。助力学生了解当

代中国，构建立体、真实的国家形象，讲述当代中国故事。解决新文科建设中“卡嗓子”的问题（吴

岩，2022）。 

 



 

 

 

 

3.3.3 本环节以技术赋能，形成教学闭环 

    充分结合线上线下学习优点，打造多样化教学活动。在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普遍压缩的情况下，

线上学习可提升面授课堂效率，使课堂更多聚焦于培养批判思维和国际视野等高阶思维活动。多样

化教学活动可适应不同学生需求。且线上学有痕迹，助教师进行线上诊断性测评，及时调整教学。

实现“精准扶智”（教育部，2021）。 

 

4、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评价（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4.1 前测和后测问卷形成闭环，验证课程思政成效。 

 

前测和后测思政问卷 

 
 

4.2 数据驱动，线上线下数据使评价更客观 

    

线上思维导图数据和线下弹幕数据 

 

 

 



 

注：本表请以“学校名称+团队负责人姓名+教学展示教师姓名”命名，保存为PDF格式，与参赛

PPT同于11月24日24:00前发至zhangyuanxin@fltrp.com。 

 

 

4.3 线上线下诊断性测试，实现“精准扶智” 

   通过对线上学习数据及线下学生思维导图展示汇报的诊断性测试，我们发现学生汇报展示中缺

乏适当的演讲开篇技巧，以此决定本课讲授重点，实现“精准扶智”。 

   

4.4 线上线下师生合作互评，实现以评促学和知识的二次内化 

   依据详细评价标准，充分结合线上线下学习优点，实现线上线下师生合作互评，如线上思维导

图互评和自评。以及本课次“tell your stories”环节，小组内讲述故事并依据标准进行互评，

然后挑选一个最吸引人的故事和全班分享。 使主观评价更客观。 

 

线上思维导图互评和自评，及“tell your stories”环节小组互评和自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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