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一： 

2023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 

教学设计方案 

（注：本表中请勿出现学校及教师个人信息） 

一、参赛材料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三版）综合教程 2》Unit 3 Sports for all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 2》Unit 1 Mind the gap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Unit 3 Boos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理解当代中国：汉英翻译教程》第四单元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二、学情分析 

（简要介绍院校人才培养特色与教学对象特点） 

院校特色： 

历史悠久：我校建于 1925年，是一所拥有近百年历史沉淀与底蕴的省属本科高校。97 载风雨兼程, 扶助农

工不倦，学校依托农、工学科为优势，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多学科协同发展。 

 

注重实践：校训“注重实践，扶助农工”充分体现了我校师生务实笃行，实践先行。我校致力于推广现代农

业技术，重点研究解决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通过科技小院等创新形式，高效培养知农、爱农、兴农

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国际合作：我校是“中国-拉丁美洲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国际联盟” 

的成员，与世界各国二十多所高校建立了友好互访、人才培养及学术合作关系。我校现为国家农业农村部“首

批农业涉外培训合作交流点”，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雅思（IELTS）考点。 

 

外语专业：外国语学院成立于 2002年，依托乡村振兴，服务三农的校本特色，我院在学科建设和发展

过程中致力以做好区域农业发展和外宣的语言服务工作为抓手，持续推进农业英语、岭南农耕文化等教

材和课程建设。我院贯彻“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理念，师生分别在教学比赛和学生竞赛中屡获佳绩。

比赛团队成员皆为商务英语系教师。商务英语系以跨境电商为特色，探索融合数字人文创新发展之路。 

 

教学对象特点： 

学生：商务英语系二年级；开设课程：英语口语（演讲与辩论）（大二下学期） 

多数学生能在该学期通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能力水平相当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 5-6级，具备

良好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参照商英《国标》商务英语能力要求的能力维度，结合本次比赛的教材理念和

数字赋能主题，学生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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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演讲能力： 

✓ 能进行专业等级考试常见议论文体的写作，有论点和论据，有衔接，语义连贯 

× 撰写演讲稿常出现重抽象空泛，轻事实细节等问题。语言不够生动，不擅长使用修辞手法 

× 对演讲有兴趣，已具备讲好中国故事意识，但缺乏演讲实际应用场景意识、受众意识等演讲技巧 

 

跨文化思辨能力： 

✓ 具备思辨意识和创新意识，能发散思维与思考，有一定的批判精神 

× 缺乏系统缜密的逻辑或辩证能力，信息零碎 

× 缺乏历史视角、全球视角下的对比意识与能力：认知能力不足，思辨角度较单一  

 

自主与合作学习能力： 

✓ 在外驱力下能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比如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能为了考试与就业等需要而学习 

✓ 已习惯、喜欢小组合作学习模式 

× 缺乏内驱力下的自主深度学习的兴趣和问题导向的思考与探索 

 

信息素养能力： 

✓ 能够迅速适应多媒体、多模态、线上教学平台等辅助教学的模式 

✓ 能检索和使用、应用信息素材，能玩转 AI 辅助工具，数字媒体，数字工具等 

× 缺乏信息素材来源可靠性和客观性的判断 

 

三、 教学设计方案 

1、 单元教学目标（说明参赛单元的教学目标，包括语言目标、知识目标与育人目标） 

语言与思辨目标： 

1. 能讲述一个具体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的故事 

1）能选题，会构思 

➢ 考虑演讲目的、受众群体，结合区域、校本特色、自身兴趣或经历等聚焦一个具体文化 

➢ 全面深入检索、梳理、了解、理解该文化的素材，会辨别信息来源可靠性与客观性 

➢ 选取合适视角和维度，考虑立意高度和深度，包括观点和例子，构建演讲语篇的主线 

2）能讲述，重效果 

➢ 讲述有细节：见人见事，个人叙事，小处着眼，以情动人 

➢ 讲述有依据：有客观事实，有思辨，有评价，以理服人 

➢ 讲述有关联：考虑受众，激发受众兴趣，帮助受众理解，建立共情纽带 

➢ 讲述有融通：从辩证发展角度看待文化精神内核的根源与发展，从跨文化视角对比文化融合发展 

➢ 讲述有创新：角度新，视角新，形式新，例子新 

➢ 讲述有情感：语速与语气的锤炼 

2．掌握相关中华文化与文化自信核心概念、关键语句、重要表述，尤其是单元 Language Bank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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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能力目标： 

1. 理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与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措施  

1）阐释提升文化软实力核心内涵，能用思维导图呈现，也能撰写完整的 summary。 

2）了解中国文化双创发展的实践故事，通过鲜活例子来理解认同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的理念 

3）评价中国文化发展的措施和例子，提出自己的创新想法 

 

2. 掌握如何分析受众的演讲技巧 

1）考虑受众的基本特征：比如年龄，性别，国籍，种族，受教育程度等 

2）考虑受众的价值观，对演讲主题的了解熟悉程度和已有态度等 

3）考虑演讲现场环境和影响因素等 

4）撰写演讲稿时充分考虑与受众之间的异同点，使用例子、视角辅助等激发受众的兴趣，让受众受益 

 

3. 数字赋能下的学习能力 

1）问题导向下有内驱力的自主深度学习能力 

2）实践导向下有外驱力的团队协作学习能力 

3）信息素养综合能力：信息来源与可靠性，工具使用 

 

育人目标： 

1. 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有责任担当 

1）了解与理解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树立家国情怀，参与文化发展建设与文化国际传播 

2） 立足国际视野，在跨文化视角下对世界各国文化持开放包容、美美与共、文明互鉴的态度 

3）学会用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待文化持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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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环节教学目标应与

单元目标一脉相承） 

展示环节选取依据： 

1. 彰显时代使命，有效使用教材：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是我们外语人

的时代使命。《理解当代中国》教材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融入外语课程的有效途径，

是课程思政、价值塑造的不二之选。我们选读了本单元主体文章是习主席关于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演讲，为我们实践文化双创发展的提供了方向和指引，所以我们演讲题目的思路可以从这篇文章

得到启发。 

 

2. 对应国标和 POA教学法： 

外语类国标强调要坚持多元发展，充分发掘学校教育教学优势资源，特色发展，错位竞争，服务国家

外语人才多元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多元需求，服务学生个性化发展多元需求（孙有中），所以

我们在演讲例子的选择上选择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项目-开平碉楼文化，在其

例子内容上结合了校本特色融合了乡村振兴理念。考虑到学生个体演讲的不自信等特点，POA教学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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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用学生完成的优秀作品作为学习话语的输入材料（文秋芳），所以采用的例子是学生的优秀作品，

而非教材或媒体上名人的演讲，希望帮助学生构建学习共同体，让同伴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3. 聚焦学情重难点，服务单元产出： 

本单元教材的产出演讲任务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解释其文化魅力。演讲技

巧为受众分析、使用合适的例子、使用视角辅助等。本设计是基于 POA 产出导向法而设计的。所以展

示课前已经让学生基于课前学习之后自行选择一个具体的文化，完成了第一稿的演讲稿产出。经诊断

评价，发现学生内容主线不清晰，内容维度选取不具代表性，也没有受众意识，内容缺乏感染力，部

分学生的稿子像是百度百科的单纯信息介绍。 

 

展示环节教学目标： 

1. 语言与知识目标： 

1）掌握可以从 4个维度来构思单元演讲主题 “文化双创发展” 的内容 （what dimensions） 

➢ 阅读习主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演讲稿子，理解提升文化软实力理念的核心内容 

➢ 提炼出文化发展主题演讲可以关注的维度-“ROAD” 

2）掌握如何考虑教材受众分析的 4个问题, 让以上维度的内容选取和语言表达达到更好的演讲呈现效

果 (how to present according to audience analysis)  

➢ 赏析学生关于碉楼文化的演讲例子片段，会分析哪些内容和语言表达考虑了受众的什么因素，呈

现了什么效果 

3）借鉴以上内容维度和内容呈现方式，修改自己的产出，做到主线清晰，呈现符合受众需求 

 

2. 育人目标： 

1）通过习主席的演讲内容和学生演讲例子感受文化发展，形成文化自信 

2）通过习主席的演讲内容-文化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学会用历史视角看待文化持续发展 

3）通过学生演讲例子内容-碉楼文化的中西文化融合发展，学会用包容开放、文明互鉴的态度对待文

化交流与发展 

 

展示环节教学目标与单元目标的关系： 

展示环节的语言与知识目标对应的是 1）单元目标的语言与思辨目标的第一点：如何构思，如何呈现 

效果；2）单元目标的知识与能力目标的第一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的部分维度；3）单元目标 

的知识与能力目标的第二点：受众分析演讲技巧的第 4点。 

 

展示环节的育人目标对应的是：如何通过课文的演讲例子和学生产出的例子的内容学习来达到单元育 

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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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使用教材实现教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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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主要内容： 

1. 阅读教材主文章-习主席关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演讲文稿 

提炼出其中的四个维度，即 ROAD：Root -Objectives - Aesthetics – Development (文化之源，文化之至，

文化之美，文化之兴)。给与学生启发，演讲思路可以借鉴这四个维度去思考如何讲述某个具体文化的

故事 

 

2. 赏析学生关于碉楼文化的演讲例子片段，分析学生例子是如何具体去讲述和呈现这四个维度的，哪 

些内容和语言考虑了受众（也就是教材上面的四个受众分析问题是如何应用的），达到更好的演讲效果。 

 

设计理念与思路： 

设计理念围绕 POA教学法展开。 

1. 驱动环节（motivating）：产出任务设计 

 

本单元教材总产出任务： 

Task for the unit  (P.39 和 P.54） 

You are to give a 5-minute speech at the international pubic speaking competition. The theme of the contest is 

“what’s new about your culture?” you need to give a spee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xplain its charm. 

 

调整产出任务：综合分析学情（应用型高校，学生综合能力），教材的产出任务场景是参加国际公开演

讲比赛, 对于我们的学生真实实践的可能性较低，考虑交际场景真实性，也凸显产出任务的实践意义，

结合区域特色，所以把展示课的产出任务做了调整：调整演讲场景，缩小中华文化的范围。 

 

交际真实性： 

1）话题-产出的内容是什么-任选一个具体的家乡的中华传统文化，演讲其文化的双创发展。 

2）目的-为什么产出-青年文化交流 

3）身份-谁产出，产出给谁-普通大学生产出，产出受众为海外青年侨胞 

4）场合-在何处产出-海外青年侨胞中华文化之旅暨寻根之旅的青年文化交流会 

 

认知挑战性： 

学生需要充分了解家乡的一个中华传统文化，这个过程是新知识获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辨别

信息的可信度，全面性，选取代表性素材用于演讲构思，有思辨的过程。 

 

目标恰当性： 

产出目标恰当性：把中华文化的范围缩小为一个家乡的传统文化，减少学生选题的难度，增加学生堆

话题的熟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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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成环节(Enabling)：教学展示 

 

精准性：一是对应预先设立的产出目标，二是对准学生产出中的困难 

1）对标学生产出困难：文稿的篇章结构没有清晰的维度和框架，比较松散的框架。 

促成子任务设计 1： 阅读习主席关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演讲文稿，找出可以在哪些维度提升文化软实

力，并以此作为演讲构思的内容维度参考 

2）对标学生产出困难：没有受众意识，多数形成宽泛信息性介绍。 

促成子任务设计 2： 赏析学生关于传统文化-碉楼文化的演讲片段，该例子是否呈现了以上维度的内

容？基于受众，该例子的内容是如何呈现的 

 

渐进性：从词到句，到文章，逐层推进，从接受性技能听读到产出性技能说，写，译等。 

促成子任务设计如何体现：从读入手，寻找内容维度，以此作为框架指引，继续赏析学生同伴的例子。

从内容到内容呈现效果，是一个渐进的学习过程。 

 

多样性：包括信息传递渠道，交际类型和活动组织形式等。 

促成子任务设计如何体现： 有读，有听，有看等不同输入的形式，有不同的练习输出形式，比如选择

题，填空，词云，投票等 

 

（其他细节请详见下方教学步骤） 

 

3.评价环节(Assessing )：课堂即时评价-同伴互评，课后延时评价-自评与教师评价 

（其他细节请详见下方教学评价） 

 

有效使用教材： 

POA教材使用理念：Select， Reorder， Revising, Supplementing 选，调，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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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教学步骤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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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 

创新线上教与学的过程： 

1．构建课前服务于产出任务的线上学习资源与任务清单设置： 

➢ 阅读教材主文章习主席关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演讲稿 

➢ 阅读 20大报告（2022年）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部分的中英文对照版，画思维导图和写 summary， 

➢ 学生产出的例子上传网盘，供学生随时下载赏析，资源共享 

2.构建学生学习电子档案袋：线上学习产出、学习效果可视化和追踪化 

3.学生所有的写作产出都上传到 Iwrite 平台，学生所有的成果和评价都被记录。 

4.线上平台智能诊断和学情分析报告自动生成，智能评阅和人工智能生成检测等可以解决基本的语言

问题和学术道德问题。 

创新线下教与学的过程： 

增加互动形式和互动内容：比如使用 UNIPUS多种功能，增加多模态演讲素材例子，比如音频，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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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如何运用数字化测评

手段或工具，提高评价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评价理念：POA师生合作评价 

教师评价：课前与课后环节:在人工智能评测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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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请保存为 PDF格式，以“学校名称+团队负责人”的形式命名） 

 

使用 Iwrite 平台自动批改学生的演讲文稿和诊断报告，在 Iwrite 自动评级分档的基础上，选取优、

良、中、差各类型的初稿进行复评，给与个人修改建议，并选择样本用于课堂分析。 

 

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教师制定简单量表供学生课堂对同伴的演讲进行即时评价，课后用同个量表对

照自己的修改演讲稿进行自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