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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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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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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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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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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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组所在学校是国家“211 工程”、“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教育部与省人民政府共建“双

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历史悠久，从创立之初对师范教育的文脉坚守，到新世

纪综合性大学的战略转型与回归，始终坚守学术至上、学以致用，倡导自由开放、包容并蓄、追求卓

越，坚持博学笃行、止于至善，致力于培育兼具“自由之精神、卓越之能力、独立之人格、社会之责

任”的模范公民。外国语学院作为学校文科强院，办学历史可追溯到建校之初，现已发展成一所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传承与创新相得益彰、人才辈出的综合性大学二级学院。学院全面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坚持推进“铸魂逐梦”工程，建构“三全育人”理念下的具有坚定信念（commitment）、

卓越能力（competence）、创新精神（creativity）、融通视野（communication）的 4C 育人体系。学院学

科实力雄厚，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于 1984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4 年起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

2003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9 年被批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英语专业在 2006 年被评为省级特色

专业，2012 年被命名为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2020 年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英语专业二年级本科生，经过一学年的系统学习，学生英语能力已有显著提

升，英语学习动机进一步提高。根据课前问卷调研结果，学生对英语演讲兴趣较高，但普遍缺乏经验

和系统训练。问卷反馈中提及的困难主要集中在流利度、词汇量、舞台呈现、演讲稿写作和语音语调。

语言水平方面，学生具有较好英语语言水平（接受性词汇量约 7000 词），但对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英

文表达较为陌生，面向公众演讲的口语产出能力较为薄弱。思维能力方面，学生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

能够提取、分析、总结信息，但仍缺乏演讲任务语言产出过程中所需的分析和批评等思维品质。心理

特点方面，大部分学生在口头表达方面缺乏自信，面对较为陌生的公众演讲任务，普遍存在紧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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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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目标： 

§ 通过举例分析，讨论反思，帮助学生了解掌握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表达方式； 

§ 通过演讲技能技巧的讲解和训练，提高学生公众演讲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能够面向具体受众

（如在华留学生）有针对性地撰写演讲稿，使用标准、得体的英语进行演讲。 

    知识目标： 

§ 通过演讲主题的集思广益和文献阅读，帮助学生积累中国文化知识，了解发展进程中的新动向； 

§ 通过演讲稿的撰写和反思，引导学生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增加跨文化交流中的基

本知识储备。 

    育人目标： 

§ 通过演讲的主题选择、材料收集、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阐释等活动，加深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理

解和自信力； 

§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培养兼具本土意识和国际视野，能够传播好

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时代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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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授课单元《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第三单元增强文化自信（Unit 3 Boosting Cultural 

Confidence）设计共 3课时，课堂教学展示环节选取前 2 学时部分。该部分集中体现本单元的内容核心

和授课重点，即通过观众分析，把握公众演讲中受众的特点和偏好，在演讲稿撰写和演讲呈现过程中

与观众形成联系，展开互动，实现积极的演讲效果。与此同时，引导学生就本单元文化自信主题进行

资料收集和演讲稿写作，尝试用英语书写本土文化特色，在过程中讨论并反思文化特色词语和概念的

国际传播，掌握基本的表达方式和技巧，以加深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力。展示环节的教学目标将单元目标在教学场景中具体细化为： 

语言目标：掌握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基本表达方式和技巧，能够用英语清楚解释本土概念和思想； 

    知识目标：积累本土文化知识，把握本土文化新动向，能够为在华的外国友人介绍中国文化； 

    育人目标：在介绍本土文化过程中保持正确的立场和姿态，不盲从或依赖西方话语，能够有意识

地用本土话语推介中国特色文化，保持文化自信，胸有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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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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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课前环节，布置学生采访两名在校就读的国际学生，初步了解校内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知晓情况和

感兴趣的话题。基于采访结果，撰写一篇时长为 3 分钟的演讲稿，主题为“你想了解哪些当代中国

文化”（what you may want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根据写好的演讲稿，由学

生个人尝试脱稿演讲并全程录像，将录制好的视频上传课堂在线平台。 

 

课中环节，首先，基于课前任务的结果呈现和分析，引导学生认识到公众演讲中目标观众的重要性

和掌握观众特点的方法（p.48），学习与观众之间建立和保持联系互动的策略。其次，结合课本材料

和演讲主题的深入讨论，探索增强文化自信力的路径（pp.42-47）。最后，针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实

例（pp.49-53）中本土文化特色词汇表达方法展开小组讨论，汇报交流讨论结果。 

 

课后环节，布置学生结合课堂所学内容基于自己初步尝试的 3 分钟演讲作品撰写反思笔记；然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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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补充完善，将演讲扩充到 5 分钟，自行练习，为课堂呈现做好准备。 

 

    在教材内容的使用上，有针对性地选用材料并补充相关材料，最大程度上促进学生语言的提

高、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发展。考虑到授课对象就读的大学每年接待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约 1,500 

名海外学生，我们将演讲任务的主题做了场景化处理，以确保任务的真实性。与此同时，我们重新

组织了教科书中安排的活动，为学生提供调查听众特征的实践经验和初步尝试演讲的机会，为后续

探索性学习和自我诊断提供了基础。 

    数字技术使用方面，借助音视频等多元数字材料可视化公众演讲过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演讲

现场的氛围，从而加深学生对演讲过程中观众意识的体悟。借助词云等数字化工具，实现讨论和任

务结果的集中呈现，鼓励学生集思广益，在互学互鉴中提高自身的分析性和批判性思维。数字平台

极大地促进了课堂内外教学和学习活动的开展，在生生协作、师生互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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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依照师生合作评价理念，主要采用形成性评价形式。学生在完成产出活动的初步

尝试后，教师选择代表性同学的演讲录像，引导学生进行评价，评价的焦点为单元授课重点观众意

识。该评价旨在通过师生合作评价选定样本，指导学生把相关评价要点运用在自己产出的评价中，

进行适时地反思和自评，帮助全体学生认识到初次尝试中存在的不足，引出单元学习任务和活动，

提高学生内驱力，以评促学。课后任务要求学生在初次尝试基础上进行反思，扩充完善已完成的演

讲作品。学生通过数字平台交流反思笔记，互相学习借鉴。评价过程中借助智能化教学平台的使用

（如 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即时、有效地保存学生的演讲产出并存档，通过技术赋能，为教师

和学生提供演讲视频样本，为评价创造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