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单元： Unit 1 Mind the gap

授课对象： 非英语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

选用教材：《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2》

 数字赋能，创新育人

 理解中国，沟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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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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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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多科性省属骨干大学。学校以区域性、应用型、国

际化为重要办学特色定位，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以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

进步。学校一直秉承立德树人、传播中国文化的办学宗旨，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广博的人

文科学知识、熟练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较强的跨文化交际和思辨能力、深厚的文

化素养与家国情怀、宽广的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使其能够更好的在未来

胜任和完成本专业相关工作。

基于此，结合国家需求、我校办学特色和学生特点，我校外国语学院以《大学

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为指导，按照我校“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要求

，制定大学英语校本大纲，大学英语教学试行数字赋能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教书与育人贯穿教学全过程：课程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与线上自主学习

结合；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跨文化交际

能力为主要目标；以“项目-任务驱动学习产出”为教学方法，最终为培养具有人

文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及国际视野的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

学情分析

院校人才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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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分析

教学对象特点

本课程将以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二）》课程为依托，授课对象是非英语

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教学时间为大一第二学期。参照《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2018版)，绝大多数学生的综合英语语言能力属于3-4级。在本课程教学开展

之前，课程主讲教师对教学对象进行的课前学情调查和分析结果如下：

我校生源以本省为主，兼有大约1/5其他省份学生。省内学生入学录取

平均分高于省一本线，英语综合基础普遍较好，但仍存在区域差异；其他

省份学生英语综合基础虽然相对较弱，但英语学习动力强、认真勤奋。

生源结构

图1. 教学对象学情调查

学生英语基础一般，经过前一个学期的训练，学生的英语水平得到了

稳步提升。平均词汇量为2500-3000，具备较好的语篇理解能力（阅读理解

测评均分77/100)。相比之下，听力理解能力和语言输出能力相对不足（听

力测评均分58/100，口语测评均分67/100），语法知识匮乏（语法测评均

分54/100)。英语写作表达能力稍弱， 需要在专项指导与实践中提升。

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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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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态度认真，团队协作能力强，有参与课堂活动的热情，有很强的

自主学习意识和学习动机，但多数学生性格较为腼腆。需在英语教学中引导

学生加强反思和自我评价。

学习动机

作为“信息原住民”，学生们数字素养较高，具备一定的信息检索和学

习能力，善于挖掘网络资源辅助英语学习，但思辨能力欠缺。学生具备良好

的政治认同感和家国情怀，但普遍人文知识和素养不足。学生正处于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正确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培育。

孙有中教授（2022）指出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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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讲好当代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中国高

等外语教育的新使命。

思维特点

单元教学目标

参赛教学单元为《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2》Unit 1 Mind the gap，根据

教学单元内容和学生需求，本单元教学目标设定如下：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能够：

(1) 围绕单元主题分析文本，解析篇章结构，解读作者写作意图；

(2) 理解本单元主题思想和英语说明文的文体特征；

(3) 掌握语篇中作者讨论中国发展趋势、千禧一代的特点及对祖国的感情的话

题词汇；

(4) 掌握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的多样化表达及其功

能，提升表达严谨性以增强学术语言素养。

语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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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能够：

(1)通过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

家国情怀，感悟中国青年一代的责任和担当；

(2)懂得中西方包容、理解消除隔阂的意义，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提高跨文化

意识，知晓成为世界公民应有的品质；

(3)正确评析关于中国和中国的年轻一代的观点，树立文化自信,了解青年作为传承

者及传递者肩负的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感。

(4)用英语讲好中国智能制造故事，介绍中国智能制造产品，总结中国智造成就背

后的原因，传播中国高质量创新发展理念。

育人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能够：

(1) 学会在写作中引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

(2) 运用本单元所学的词汇和写作技巧，较为准确流畅地表达个人见解并描述中国

社会变化及其趋势；

(3) 运用批判性思维探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收集可靠论据做出客观理性的判断，

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避免谬论；

(4) 利用评价表对说明文写作进行自评和互评，提升批判思维能力。

知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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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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目标

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发展级教学目标的书面表达能力

要求英语学习者“能恰当地用复杂句式和多样化的衔接手段，阐释清晰，论证

有力”。根据《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2018版），书面论述能力四级中要

求英语学习者“能就熟悉的话题表达观点，应使用一定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书面表达五级中要求英语学习者“能就感兴趣的话题写短文，有论点和论

据，衔接手段多样，语意连贯”。鉴于学生目前的英语水平在三到四级之间，

我们在教学展示环节主要通过分析如何使用数据描述趋势作为论据，从而支撑

自己的观点，进而有意识地应用到自己的产出任务中，澄清外界对中国的刻板

印象。可以在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同时，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

综合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这完全符合《指南》中发展级教学目标和《量表》

对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相应要求。

符合指南和量表要求

根据课前对学生的学情调查和分析，学生们英语写作论证手段不够丰富，

说服力不足。本单元两篇文章话题视角不同，但是都运用了数据描述趋势作为

论据来支持论点的写作手法，通过采用多种方法来解释和说明，从而使文章更

有说服力。本单元Session 1的教学重点是使用数据和统计信息描述中国社会变

化及其趋势，其中的难点是在引用数据和统计信息时，如何做到用词严谨，表

达准确，增强语言的可信度，同时在数据较多时，进行总结和归纳，做到不冗

余。因此，课堂展示环节选取运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的讲解符合教学规律和学情，能更好地体现对重难点的突破。

根据学情突破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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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的产出任务为依托专业知识，学生们为2023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云

上博览馆”专栏提供创意智能制造产品英文版说明（300 字），就“人工智能

”及“智能制造”产品进行交流，传播中国声音。通过学生课前的尝试产出可

以发现学生在说明观点时缺乏有效可信的证据，结合学生的产出不足，课堂展

示环节重点聚焦如何通过使用数据描写趋势和变化作为论据来支撑论点这一语

言策略，从而帮助学生有效地完成单元总产出任务。

对接产出任务和产出困难

根据本校以理工科为主的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国际化

人才。因此，有必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学术英语知识，通过在教学中分

析在引用学术研究时使用数据描写趋势和变化的定义、原因、分类和写作方

法，能帮助学生初步意识到使用数据描写趋势和变化作为学术英语写作中一

种非常重要的语言策略，在提升表达严谨性和增强语言的可信度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为学生在英语学术论文写作中更加清晰准确地报告实验或调查结果

打下基础，增强学生学术语言素养，通过教学内容整合，在培养语言能力的

同时体现跨学科的特色，推动新文科与新工科的交融。

服务人才培养目标，体现“跨学科、融学术”的特色

展示环节的子产出任务是形成Essay plan writing（一稿），加深对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巨大变化的理解，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因此，在这一

环节，我们响应中宣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校园、进教材、

进课堂的号召，通过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为学生展示习主席演讲中所体现的

“高质量发展”理念，学习新时代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高文化自信和

文明互鉴意识，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在课上和课后一共融入了2篇习

主席的演讲，分别是：

(1)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Create an Asi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Through Mutual

Learning. (from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I )

(2) Always Put the People First.(from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I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之进课堂

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372/202201/11565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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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环节教学目标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目标

学习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的定义、功

能、分类和用法，提升表达可信度，增强学术语言素养。

语言目标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教学目标选取并整合了单元教学目标中的一部分，主要

源于上述单元教学目标中的语言目标（4），知识目标（1）（4）和育人目标（1

）（3）（4），具体如下：

通过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培养家国情怀，感悟中国青年一代的责任和担当；正确评析

关于中国和中国的年轻一代的观点，树立文化自信，了解青年作为传

承者及传递者肩负的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感；用英语讲好中国智能制

造故事，介绍中国智能制造产品，总结中国智造成就背后的原因，传

播中国高质量创新发展理念。

育人目标

能够在写作中恰当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并利用评价表对Essay plan writing进行自评和互评，提升批判思

维能力。

知识目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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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教学目标，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展示环节主要内容、设计理念与思路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过程

教学展示环节的主要教学内容为“如何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针对学生的产出困难，以促成内容为主线，结合课文，教师

通过一系列活动引导学生从词汇、句法、段落结构方面逐层递进，理解用数

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的定义、功能、分类和使用方法

，帮助学生完成总产出任务中的子任务1，即为2023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云上

博览馆”专栏提供创意智能制造产品英文版说明Essay plan。同时，教师将引

导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度分析和探究，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运

用批判性思维探究为助力创新发展，青年作为传承者及传递者肩负的责任，

增强社会责任感。

主要内容

依循“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本教学展示课时整

体教学设计运用“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以下简称

POA），以学术语言目标为教学组织主线，将育人目标自然有机地融入“驱

动-促成-评价”循环链，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Blended

Teaching ，以下简称为 BT）。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为教学

主题，围绕为2023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云上博览馆”专栏写一篇创意智能制造

产品英文版说明的文章这一总产出任务，设计并实施“驱动—促成—评价”

的教学流程。总产出目标被切分为两个产出子目标，教学展示环节设计就是

围绕产出子目标1设计的内部小循环，并精心设计了几个促成活动帮助学生完

成总产出任务中的主体部分写作，即通过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教师进行评价。

设计理念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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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设计思路如下：课前，教师在线上发布总体驱动任务：包括课文预习

、微课学习、练写、讨论和测试等，使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明确产出任务，发

现语言不足，产生学习欲望；课中，教师在线下和线上开展多元且渐进的促成

活动：包括对学生线上学习予以针对性反馈，组织学生进行选择性学习，描述

产出任务，指导学生练习产出并予以评价，使学生将课前和课中所学知识和技

能进行迁移应用；课后，学生在线上提交产出成果，师生共同学习评价标准，

师生合作评价产出成果。

遵循团队提出的本单元“MAGIC Model”教学模型，本课时的具体设计思路

如下：

Accurate Needs Analysis - 课前，教师在U校园发布Learning Companion

预习作业，根据学生课前预习自评结果，发现学生语言不足，明确产出子目标

；

Consistent Teaching Objectives - 单元教学目标与课程目标一致统一，

巩固掌握Reading 1的核心词汇和搭配，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聚

焦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的写作方式，运用批判性思

维探究为助力创新发展，青年作为传承者及传递者肩负的责任，增强社会责任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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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Teaching Methods - 多元整合的教学方法，线上线下教学有

机融合，将教材使用和数字化资源与平台应用相结合；

Goal-oriented Teaching Procedures - 教学过程紧密围绕教学目标，为

学生完成单元产出目标提供渐进支架，语言与育人融合贯穿教学全程。课中，

教师在课堂开展渐进的驱动—促成—评价的课堂活动；

Multi-Assessment - 教学评价方式多元，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

结合，有效运用数字化测评手段及工具。师生评价学生口语转述文本，对比分

析文本与课文，明确文本语言不足；教师对典型样本进行点评后，学生进行小

组讨论，依据互评表对其他小组的写作产出进行评价；课后，学生完成对这一

课时的自评表格，引导学生评价自己本节课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以及是否加

深了对课堂讨论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教材是课程的重要载体，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者语言输入的

重要来源和传播知识及观念的重要渠道。教师需要有效使用教学材料达成教学目

标，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包括选择（selecting）、修改（revising）和增加（s

upplementing）。本课时的设计在微观层面对教材进行了利用和挖掘：

所选取的教学内容以及选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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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环节教学组织流程

（1）教师在U校园课件中心上传Learning Companion课前预习导读，借助U校园“

作业与测试”功能，向本班学生发布相关PPT以及视频材料，引导学生进行课文导

读如图2；

（2）学生自主完成Reading 1词汇及短语学习，并在U校园完成选词填空练习（见

图3）；

（3）学生提前略读Reading 1全文，大致了解文章结构，画出思维导图并上传U校

园（见图4）。

课前

图2. Learning Companion课前预习导读

图3. U校园Pre-class练习Banked Cloze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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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

1) 呈现产出场景，说明产出目标

教师呈现整个单元驱动场景，并阐述单元产出总目标，说明本单元学习目标。

2)检查课前学习任务

教师直接调取智慧云盒内置课件资源，节省课前准备时间，快速激活课堂：

教师总结课前Mind map练习，检验学生对课文主题和结构的理解情况。

Step 1：Reviewing & Checking

图4. U校园Pre-class思维导图练习

驱动

评价
+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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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评学生尝试产出的缺口

教师总结学生课前写作练习，结合学生课前自评表（见图5），教师展示2份课

前学生在U校园平台提交的总产出任务初稿样本（图6），引导学生找出二者差异

，点评学生的产出尝试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体部分论证观点时，论据没有说服

力。

图5. Pre-class Learning companion学生自评表

图6. Pre-class写作练习

评价
+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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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Micro skill: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

教师引导学生精读课文第七段及第八段，找出其中使用的数据来描述趋势

(describe trends in data)，帮助学生理解该写作方式。

 从词汇、句法、段落结构方面逐层递进，理解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的定义、功能、分类和使用方法。

1）教师引导学生列举描述上升趋势的词汇，并形成词云，进行总结，教师在学生词

云的基础上补充更多表示上升趋势的相关词汇。

Step 2：Analyzing & Plan-writing

促成

评价
+

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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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通过展示制作有针对性的折线图例子和多选练习（见图7），要求学生现场作

答，对其中的难点进行解释和分析，帮助学生掌握上升趋势词汇的使用，并通过针对

错误选项句子的改写练习，教师补充描述上升趋势的副词，并通过折线图例引导学生

共同总结描述下降、平缓和波动趋势的词汇，加深学生在词汇层面用数据描述趋势的

使用。教师引导学生分析例句中的问题，使学生意识到从而有效避免使用 数据来描

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过程中的常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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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从句法层面和篇章层面（Reading 1 Para. 9）逐层递进，总结用数据来描述趋

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在写作中的应用。

评价
+

促成

Step 3：Relearning & Critical thinking

基于Reading 1第九段的主旨，教师总结课前Discussion练习，检验学生对“What

contribution you can make to fulfilling the goal of “created in China?”的理解情况，进行小

组充分研讨，教师根据小组研讨时间设置计时器，计时结束时需完成小组研讨，方便

课堂管理，提高课堂效率。小组代表进行成果汇报，智慧云盒将学生口述内容进行语

音转写，转写的文本内容及音频文件实时在班级屏幕上展示。根据文本内容，教师针

对学生回答的思维逻辑进行点评指导，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提出的“青年一代

应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运用批判性思维探究为实现“中国制造”，引领学生

思考作为继承者和传递者所肩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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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总结本课时重难点，并借助U校园“作业与测试”功能发布产出子任务1 —

— 学生根据本周语言促成的焦点，完成essay plan，上传iWrite并自评。教师普查

批改情况，总结学生修改情况及问题，通过U校园进行交流并推荐优秀作业。

Step 4：Summary & Assignments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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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使用教材实现教学目标，通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

成效

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决定着教材价值在教育教学中的有效转化（徐锦芬、刘文波

,2023）。在设计本单元和本课时教学时，将自己定位为“课程开发 ”(curriculum-

developer)，即：视教材为跳板，并根据自己教学对象的情况对教材进行改编、补充

或拓展，其中融合了多媒体资源、智慧教学平台及网络信息技术的使用。

参照McDnough & Shaw (2003) 针对语言类教材提出的教材改编方法框架，对这

一单元的教材内容进行了以下改编：

（1）选择：根据学生课前对预习导读完成情况的自测，在课堂教学中，对课文

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如Reading 1中对Para.1-6的内容未进行过多深入的探究

，因为这部分内容与本课时语言技能的教学重点关联性不强，教师在课前已引导学生

通过课外材料的学习加以理解，把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探究、挖掘核心语言技能和思

政育人上，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修改：教师将教材课后的Global understanding填空题改为让学生画文章

结构思维导图，帮助学生解析篇章结构；教师将教材课后的思考练习改为课前写作练

习，能体现教学主题，符合产出子任务目标层次。学生产出尝试的问题体现了学生的

产出缺口，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驱动学生学习的动力。对于课文Para.7 &

8 有关用数据来描述趋势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写作技法，教师通过一系列活

动引导学生从词汇、句法、段落结构方面逐层递进，帮助学生理解用数据来描述趋势

和变化(describe trends in data)的定义、功能、分类和使用方法。另外，对于写

作产出任务，教师也不拘泥于教材的原设计，而是结合本课时教学的知识和技能重点

，设计了更贴近学生生活情境、技能应用性更强的表现性任务 —— 为2023世界智能

制造大会“云上博览馆”专栏提供创意智能制造产品英文版说明Essay plan，并在

iWrite提交。

（3）增加：课前，于U校园学习平台“备授课中心 -- 课件中心”版块发布与大

学生活带来的挑战相关的阅读材料、音频、视频供学生学习，并在U校园平台上发布

Learning companion预习导读，其中包括听力匹配题、思考与讨论题、在课文中划出

核心词汇及搭配等，这样使学生能将课文自学、自身事例、网络信息、补充学习资料

、个人见解统一起来，读中学、学中练、练中提炼观点。此外，借助U校园“作业和

测试”发布了学生预习情况自测表，方便教师掌握学情，有针对性地进行课堂教学。

有效使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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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是以“人的智慧成长”为导向，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学习环境、教学

方式和教育管理的智慧转型，在普及化的学校教育中提供透彻学习机会，形成精准、

个性、灵活的教育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曹培杰，2018）。

本课时在“数字赋能、创新育人”方面的尝试体现在三方面：

所有课前、课中、课后教学环节的学习材料包括阅读文章、教学课件、补充音

视频均提供在线版本，通过U校园、智能云盒多渠道发送，方便学生随时查看，教

师及时掌握学生预习情况，更有针对性进行促成。

在教案的驱动、促成、评价环节均有“线上”沟通完成的部分，包括：

（1）课前预习检查及音视频学习（U校园、内置教材：智慧硬件能够自动调取课

程教材。教师将内置教材直接调用至班级屏幕，方便师生针对教材内容进行讲解与

标注）；

（2）课中问答互动（广播：教师将课件内容广播至各小组屏幕，方便不同座位的

学生观看教学内容，提高听课效果；截屏：教师能够在班级屏幕上截屏，便于保留

授课内容，截屏图片会自动上传至U校园，辅助学生课后复习；软硬件一体：课堂

面授过程中所涉及的素材、行为、数据能够形成完整的教育数据闭环，帮助教师构

建多层次动态评价指标体系；多屏互动：师生大屏联通互动，教师将小组研讨内容

发放至小组屏幕，学生可利用画笔功能直接在小组屏幕进行书写与研讨，促进参与

式学习发生，最大化调动学生能动性；多屏对比：教师将各小组讨论结果调至班级

大屏，形成小组讨论结果对比，促进组间学习与互动；计时器：教师根据小组活动

所需时间设置计时器，计时结束时需完成小组研讨，方便课堂管理，提高课堂效率

；主题投票：教师在课堂上发布选择题，学生完成投票后，屏幕即时显示投票结果

，帮助教师进行实时诊断教学；语音转写：智慧云盒将学生口述内容进行语音转写

，转写的文本内容及音频文件实时在班级屏幕上展示。教师针对学生回答的文本内

容进行反馈，提高教学效率）；

（3）课后作业提交及评价（iWrite）。

在语言层面，教师备课过程中充分利用学术语料库为学生提供真实语料，并以

此为基础改编题目或作为范本进行语言促成。课后为学生提供图书馆数据库检索的

相关文献及其链接，供学有余力的同学拓展学习。

通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教学材料数字化

沟通方式数字化

数据库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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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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时的评价理念与本单元一致，贯彻 POA“以评促学、支架渐进”的理念，重视

“教、学、评”一致性，通过精准对接语言目标，将育人目标隐性融入语言目标的评价中

。评价注重过程化、多元化、精确化，有机融合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贯穿课前、课

中、课后学习全过程。

依循以上评价理念，本单元通过“线上+线下”的及时或延时评价方式完成师生合作

评价，特别是运用数字化测评手段提升评价实效与科学性。本课时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教学评价

课前，教师通过智能平台发布预习导读学生自评表，学生自评其预习情况，教

师在本节课堂讨论上公布自评情况，为本展示环节的语言目标和知识目标进行铺垫

，凸显支架递进原则。

学生自评

课中，教师通过对课前产出任务进行简要地点评，明确指出主要问题，并针对

学生回答的语言技能和思维逻辑进行点评指导，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教

学效率，体现了师生合作评价在课前准备阶段的目标导向和重点突出原则。

教师评价

教师普查批改essay plan写作情况，总结学生修改情况及问题，通过U校园进行

交流并推选出 10 篇在班级内部进行投票，选送得票数最高的3篇投稿至校园英语

报，为学生提供持续性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师生合作评价

课中，教师以课前学生写作练习为例，结合学生小组展示语音转述的文本，

要求学生进行研讨，学生可利用画笔功能直接在小组屏幕进行书写与研讨，促进参

与式学习发生，最大化调动学生能动性。课后，学生两两结对，根据课堂语言和结

构促成，学生将以同学和朋友身份，针对对方的essay plan提供建议，凸显大学英

语教育的专业性和人文性。

生生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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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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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