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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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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情分析 

 

（简要介绍院校特色与教学对象特点） 

1、院校特色 

我校是一所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并重、工程技术与作战指挥融合的教学研究型军队综合

性大学。学校以培养初级指挥军官为宗旨，以“立德树人、为战育人”为根本任务，主要承

担通信兵、工程兵、无人机、武器装备保障（步兵、炮兵、防空兵等领域）和部分新兴专业

初级指挥军官培养，以及陆航飞行员、航空机务生长军官本科基础教育等任务。 

大学英语课程是我校本科学员必修的一门科学文化基础课程，具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军

事性多重属性，对于启迪学员智慧，培养跨文化交流、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其

个性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教学对象特点 

我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依据“分级教学”原则，按照新生入学摸底考试成绩和所属专业

培养方案要求，将学员分为尖子班、普通班和基础班进行分级教学。尖子班学员将成为我校

对外军事交流活动的主力军，在国际学员周、中外院校长论坛、军事教育国际论坛等外事活

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向世界展示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毕业后，他们将成为我军非战争军事

行动等外事交流的中坚力量，参与联合军演、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 

本课程的教学对象是大学一年级尖子班学员，他们具有如下特点： 

语言知识基础 

1） 已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具备较强的阅读和听力能力； 



2） 能够表达基本观点，但论证能力较弱； 

3） 用英语交流的意愿强烈，但英语叙事能力有待提高。 

语言交际能力 

1） 能就一般话题进行交流，但就具体话题进行逻辑表达和缜密推理的能力不强； 

2） 人际交流活动中受众意识较弱； 

3） 跨文化交际能力亟待加强。 

学习习惯和思维 

1） 英语学习兴趣浓厚，合作学习能力较强，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2） 好奇心强，具有探索精神，但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待加强； 

3） 对外军事交流意愿强烈，但在军事语境下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意识有待提升。 

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英语教学中，尖子班和普通班使用的英语教材均为《新未来大

学英语综合教程 2》和《新未来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2》，但是针对尖子班的教学设计更侧重

演讲、辩论、写作等高阶英语产出能力和军事场景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 

 

 

 

 

 

 

 

  



四、 教学设计方案 

1、单元教学目标（说明参赛单元的教学目标，包括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 

1.1 单元产出任务 

单元产出任务 单元产出子任务 教学内容 

参加第十届

国际学员周的 

青年军官论坛，

宣传中国军队良

好形象，并就军

队的职能是“对

抗或/和合作”这

一主题发表演

讲。 

制作短视频，宣传近30年

以来中国军队为世界和平做

出的贡献。短视频将在第十届

国际学员周开幕式上播放。 

Section 1 

Episode 1 

Episode 2 

参加第十届国际学员周

演讲活动，就“现代军队的职

能是什么---战争机器还是和

平守护者？”这一话题进行论

述。 

Section 2 

Text A Stereotyping: Fight the urge 

(展示环节选自本课文) 

Text B My culture shock 

1.2 单元教学目标 

语言知识目标 

➢ 恰当运用本单元主题词汇，选择运用相关词汇、短语和名言讲述中

国军队故事 

➢ 使用“现象-原因-问题-对策”结构分析课文结构，复述课文内容 

➢ 识别课文中的模糊语 

➢ 识别课文中的过渡句 

➢ 对比中国和英美典型文化差异，掌握相关谚语的表达 

语言能力目标 

➢ 在对话中积极表达赞美与欣赏 

➢ 运用“PEEL模型”进行段落写作 

➢ 运用“3C策略（Concrete-Coherent -Considerate Strategy）”例证中

国军队和平之师的形象 

➢ 恰当表达建议，提高观点接受度 

➢ 恰当使用过渡句使论证连贯通顺 

育人目标 

➢ 识别语言表达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元素，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

突 

➢ 树立跨文化交际中的受众意识，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 描述中国军队和平之师的形象，传递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理念，培

养维护中国军队和平之师形象的责任意识 

➢ 描述中外军队合作交流的意义，提高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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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环节选取内容 

本次展示课选取Section 2 Text A Stereotyping: Fight the urge的第1至第5自然段，结合文中词



句和论据分析作者如何巧妙例证刻板印象的危害，思考如何从受众角度遣词运句，说明例证的

“3C策略（Concrete-Coherent-Considerate Strategy）”。 

2.2 课堂展示环节选取依据 

1）瞄准任职需求。作为未来承担我军对外军事交流活动的主力军，英语尖子班学员需具备良好

的英语表达能力，强烈的对象国文化意识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本次课聚焦受众意识，

引导学员基于课文总结出例证的“3C策略”，并运用该策略例证说明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

平做出的贡献。教学活动融合语言训练、思维训练和文化意识提升，以满足学员未来承担对

外军事交流任务的岗位需求。 

2）聚焦交际目标。中国军队多年来通过维和、人道主义救援、护航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为世界和

平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何描述中国军队和平之师形象，向世界讲述中国军队为世界和

平所做的贡献，传递中国人“以和为贵”的交际原则？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次课借助“3C策

略”的解析和练习，引导学员树立受众意识，在交际中尊重对方文化和语言习惯，培养在对

外交往中从受众角度出发讲述中国军队故事的习惯，逐渐成长为能够在对外军事交流中有效

传递中华民族和平理念的文化大使。 

3）支撑产出目标。本单元的产出目标是就“对抗还是合作”这一主题在第十届国际学员周青年

军官论坛发表演讲。为完成该产出任务，学员需要考虑目标对象，选取合适题材，使用恰当

语言进行有效例证。本次课通过解析课文的例证策略，强调受众意识的重要性，结合促成和

评价活动，帮助学员掌握进行有效例证的技巧，为其完成单元产出目标做准备。 

4）对标产出难点。在写作、演讲、辩论等高阶产出活动中，学员无法通过具体而生动的例子有

效支撑观点，进行逻辑自证。在产出活动中，他们往往只关注观点的表达，却忽略措辞不当

引起的受众负面情绪，造成沟通不畅。本次课针对以上产出难点设计教学活动，引导学员感

受不同表述方式造成的心理差异，探索例证的有效策略，提升写作能力。 

2.3 课堂展示环节教学目标 

语言知识目标 

➢ 识别作者用于例证的“3C策略” 

➢ 识别课文中的过渡句（bridging sentences） 

➢ 识别课文中的模糊词语(hedging words) 

语言能力目标 

➢ 运用“3C策略”进行句子改写，使例证表达具体生动、表达连贯、贴近受众心理 

育人目标 

➢ 树立受众意识，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 有效例证中国军队和平之师的形象，提升讲好中国军队故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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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设计理念与思路 

3.1.1 主要内容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主要教学内容为“如何运用3C策略例证观点”。针对学员课前写作任

务中的不足──举例抽象、表述不连贯、措词绝对──带领学员精读课文第1至5自然段，分析

文中逐步论证“刻板印象无益”这一观点的例证方法，结合3C策略讲解如何遣词用句实现描述

生动、表达连贯、语言贴近受众心理，加强论证效果。最后，运用该策略修改学员作文样本，

检验学习效果。 

方式 内容 选取依据 

选 

第112页 

第1段 

基于该段对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形象描述，引出例证的第一个

策略──“具体（Concrete）”。（促成环节） 

第112-113页 

第1-5段 

基于该部分串接文章段落、使得论证逻辑清晰的bridging 

sentence，引出例证的第二个策略──“连贯（Coherent）”。

（促成环节） 

第114页 

Reading skill知识点 该知识点为bridging sentence提供理论依据。（促成环节） 

第112-113页 

第1-5段 

基于该部分所使用的模糊词（hedging words）在避免表述绝对、

承认不同观点方面的作用，引出例证的第三个策略──“贴近

受众心理（Considerate）”。（促成环节） 

改 

第115页 

Intercultural writing

任务 

基于该任务要求改编写作练习，使其更贴近学员的军人身份。

（产出环节） 

增 

输出驱动任务 

该任务结合军校特色和尖子班学员未来可能承担的对外交流

任务，设计输出场景，布置写作任务：写一篇不少于150字的

短文，证明中国军队是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和平之师，将

作文提交至iWrite。（驱动环节） 

微课“模糊语

（Hedging）” 

学员课前在Unipus观看模糊语的类别和用法的微课，为课堂理

解例证的第三个策略──“贴近受众心理（Considerate）”做

好知识准备。（驱动环节） 

《美国大学英语写

作》（第九版）第

224页例证原则第2条 

该教材为第一个例证策略──“具体（Concrete）”及其相关

表述要求提供权威依据。（促成环节） 

写作任务评价量表 
该量表列出例证“3C策略”的评价标准，为评价产出任务提供

依据。（评价环节） 

3.1.2 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环节依据“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按照“驱动-促成-评价”三

环节设计教学活动。 

输出驱动。课前，学员在iWrite平台上完成写作任务，写一篇不少于150字的短文，说明中

国军队是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和平之师，并根据iWrite的反馈评价修改作文。教员从iWrite

作业中选取典型样本进行批改，总结典型问题。 

输入促成。课中，针对学员在完成驱动任务时举例抽象、表述不连贯、措词绝对等三大问

题展开教学活动。先指出问题，进而引导学员分析作者的例证技巧，总结“3C策略”。然后尝

试使用该策略改写课前作文，解决写作中的表述问题，提高例证有效性。课堂教学融合语言和

内容促成，在分析课文语言和写作方法过程中使学员意识到措辞对受众心理的影响。带领学员



探索提高语言表达接受度的技巧，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结合现场互动和线上互动，提高学员

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度。结合教员评价、生生互评等即时评价方式，对学员的学习和产出提供

正面反馈，达到以评促学的目的。 

产出评价。课后，学员完成写作任务，例证新时期中国军队的主要职能。该写作任务要求

学员思考军队的职能──是“战争机器”还是“和平守护者”？在使用“3C策略”进行例证、

应用写作技巧巩固课堂所学的同时，辩证思考军队的职能和军人的职责，提升身份认同感和荣

誉感。同时，该写作任务通过争辩性话题激发学员进一步思考，为下次课“如何说服别人避免

‘刻板印象’”做准备。课后产出活动中，学员结合“3C策略”完成写作作业，根据iWrite提

供的修改建议和评价量表进行小组互评，总结问题。教员在此基础上逐一批改，给出修改建议，

了解共性问题，选择样例推优示范。 

3.2 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组织流程 

教学环节 教学步骤 

课前（驱动） 

驱动场景：第十届国际学员周组委会征文，题目为“中国军队：世界和平

的重要守护者”，入选征文将发表在《第十届国际学员周青年之声》手册。

该手册将作为礼物分发给与会各国代表。 

（复习性及迁移性）产出任务：例证中国军队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不

少于150字。 

课中 

（促成+评价） 

iPrepare：讲评学员课前iWrite平台写作任务，用数据直观展示作文中的优

点和共性问题，即举例抽象、表述不连贯、措词绝对。 

iExplore：“3C策略”之一：分析课文第1段，引导学员找出描述对法国人

和美国人刻板印象时所用到有关人、物和动作的具体词语，引出例证的第

一个策略──“具体（Concrete）”。使用该策略描述军人典型形象，加

深对该例证策略的感悟。 

“3C策略”之二：结合文章结构引导学员找出文中过渡句（bridging 

sentences），并以第2、第3段第一句为例，分析过渡句的特征，即通过使

用连词和语义过渡串联上下文例证的逻辑关系，进而总结出例证的第二个

策略──“连贯（Coherent）”。 

“3C策略”之三：分析课文第3段，提出问题：“人们对于德国人的刻板

印象一定会造成严重后果吗？”引出缓和语气、包容分歧的hedging words 

(模糊语)。引导学员查读文中的模糊语，并发送弹幕，以词云展示查找结

果，达到体察作者行文中读者意识的目的。提醒学员避免使用过于绝对的

词语，从而引出第例证的第三个策略──“贴近受众心理（Considerate）”。 

iAssess：引导学员结合评价量表对课前写作进行自评。 

iProduce：展示课前写作任务中的典型样本，对照评价量表指出问题，进

行修改，以巩固对“3C策略”的理解和运用。 

课后 

（评价+驱动） 

驱动场景：参加第十届国际学员周演讲活动，就“现代军队的职能是什么



──战争机器还是和平守护者？”这一话题进行论述。 

(复习性及迁移性)产出任务：请写一篇不少于200字的短文，结合有效例

证阐述观点。优秀习作者将作为代表在论坛上发言。 

3.3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中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1）基于学情特点，聚焦产出目标，深挖教材内涵。根据学员的军人身份和未来任职需求，以

第十届国际学员周为场景设计各项产出任务，以真实交际需求引导学员感受提升跨文化交

际能力、向国际社会传递和平意愿的需求。以产出目标为牵引设计教学活动，结合语言和

内容促成搭建脚手架，引导学员逐步发掘文中的例证策略，并应用于产出任务。本次课后，

学员能有效例证中国军队为世界和平做出的巨大贡献，感受到讲好中国军队故事的成就感。 

2）立足语言教学，培养受众意识，提升交际效能。课堂展示环节结合精读活动发掘课文的例

证策略，解析如何描述细节、增强表达连贯性和提升例证接受度的方法，结合实例让学员

感受受众意识对交际效果的影响。教学环节设计多样活动，搭建脚手架引导学员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使之在提升英语表达能力的同时感受交际策略的重要性，提升跨文化交际意识，

实现了育人目标和语言目标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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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评价方式 

课前 
学员上传作文到iWrite平台后，根据iWrite的提示修改作文。 

教员阅读作文，从中选出典型样例以供课堂改写。 

课中 
师生即时评价学员的课堂产出。 

结合评价量表师生合作评价课前写作任务。 

课后 

学员在iWrite提交作文，结合评价量表和iWrite修改建议，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互评，共同修改典型问题。 

教员逐一批改作文，提出修改意见和反馈信息，精选优秀作文进行推优示范，

并选取典型样例作为下堂课教学内容。 

4.1 评价理念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遵循产出导向法理念，采取师生合作评价。主要体现在： 

教员主导。教员作为设计者和促进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推动评价活动的开展。课前，

教员分析iWrite平台写作产出，发现学员的产出难点并筛选典型样例，确定本次课教学的重

难点。课中，教员组织教学活动，引导学员读懂文章内涵，理解作者写作思路，发现其中

蕴含的例证策略，针对每个策略设计练习并对练习完成情况进行即时评价。同时，教员设

计评价量表（见下表）引导学员评价和改写作文，巩固学习效果。课后，教员引导学员基

于评价量表对迁移性产出任务进行小组互评，对修改后的作文进行逐一评价，提出修改建

议，并整理典型样例用于选择性学习。 



 

评教结合。在教学过程中，教员采取多种方式持续评价学员的产出活动，逐步解决学

员的产出问题，实现教与评有机结合。课前，针对学员的写作进行选择性聚焦评价。精选

典型样例，针对写作的三个共性问题设计课堂教学活动。课中，教员针对学员的产出进行

即时评价，将评价有机融入课堂的各个环节，促进学员对新学内容的理解和应用。课后，

教员针对学员写作、互评进行逐一评价，结合反馈监督修改过程，通过评价激励学员应用

课堂所学，并尝试进行迁移性产出。 

评学融合。采取不同的评价手段和方式为学员提供反馈，引导其完成产出活动，逐步

实现产出目标。课前，学员从iWrite实时获得写作中的语言问题反馈，并结合详细点评逐一

修改，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课中，学员从教员评价和同伴评价中获得即时反馈，结合评价

量表自评课前写作任务，加深对“3C策略”的理解。课后，学员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写作互

评，总结小组成员的共性问题和修改建议。之后，学员学习教员推送的示范作文及教员评

语，进一步修改作文。在此过程中，学员先发现问题，再通过语言练习逐步改善问题，最

后完成产出任务，不断从渐进性评价活动中获得反馈、享受目标达成的获得感。 

4.2 评价方式 

教学过程中，教员遵循典型性、可教性、渐进性、系统性原则设计评价方式，组织不

同的评价活动，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本此课评价活动注重多维度融合，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教员评价和互评自评相结合。教学过程中，学员不但得到教员的反馈指导，还通过小

组讨论、大班讨论、小组互评等形式获得同伴评价，并结合评价量表进行自评和反思。不

同来源的评价给予学员全方位的反馈信息，引导其逐步完善产出任务。 

样例评价与逐一评价相结合。教员课前从写作任务中筛选样本用于课堂改写活动，课

后从产出任务中精选范例进行推优示范。通过选择性评价聚焦关键问题，解决产出难点。

同样，针对课后产出任务，教员还在小组互评的基础上逐一批改，给予正面反馈和修改建

议，通过针对性点评提升学员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线上评价和线下评价相结合。教学过程中，利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教员和

学员的实时沟通。课前和课后，教员依托U校园的不同模块对学员的讨论、提问、写作、互



评任务进行反馈和评价。课上，教员和学员共同参与课堂活动，通过面对面交流实现教员

评价和同伴评价。 

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相结合。课中，师生在教学活动中进行即时评价，完成语言练习。

课前和课后，iWrite平台为学员的写作任务提供即时反馈，引导其修改作文。教员在线给予

延时评价，指导学员修改作文，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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