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 

2021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教学设计方案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大学英语通用英语课程  □大学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 

英语专业课程  翻译专业课程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 

教学对象 翻译专业本科大三上期的学生 

教学时长 45分钟 

教材名称 《交替传译》 

参赛单元 第___册 第__2（章）_单元 （*单本教材仅填写单元信息） 

二、团队信息 



三、单元教学设计方案 

1、课程描述（介绍院校特色与教学对象特点，说明本课程时长及总体目标） 

前身是 ，是经国务院批准创办于 1956年的全国第三所 院校，

2001年合 ，组建 ，并于 2019年成为教育部与 共建的“双

一流”建设高校。《交替传译》教学的对象是翻译系大三上期的学生。学生们在大一大二已经完成了

听说读写的语言基础课程，并通过大二下期开设的《联络口译》课程， 进行了无笔记交传的初级阶

段的训练，学习了口译的入门知识，积累了一定的专题知识，练习了句子翻译和对话翻译的初级口

译技能。 

本课程课开设一学期，每周 4学时，总共 64学时。本课程以口译技巧为主线组织教学，旨在通

过对口译技能的讲解和训练，帮助学生实现从一般外语能力及双语能力向口译能力的过渡，通过专

项口译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掌握口译的综合技能，完成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达到提升口译

工作能力的目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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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单元的教学目标有三：树立关于整体意义的意识，把握篇章结构；了解信息层次的概

念，掌握信息层次分析方法；熟悉信息筛选过程，掌握语篇整理的能力。老师通过讲练结合，帮助

学生领悟何为“脱形抓意”，让学生对口译学习有个正确认识和起步并为下一步信息存储打下坚实基



础。同时，本（章）单元教学以育人为本，通过语料的选择，将中国风采、中国文化、中国智慧、

中国历史融入练习，以润物无声地方式，引导学生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培养学生的扎根祖国、

放眼世界的家国情怀，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增强文化自豪感，培育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3、单元教学过程（1>说明本单元的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2>说明本单元教学组织

流程，包括课内、课外具体步骤与活动；3>说明本单元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本（章）单元主题是信息分析，教学分为三个单元：整体意义与逻辑结构、信息层次分析、信

息筛选与整理，课时为 12学时，每个单元 4学时。王丹老师编写的《交替传译》教材把口译能力看

作一种信息处理能力，为培养这种能力，教材将信息处理分为不同阶段，对每个阶段的技巧进行分

解细化。按照口译工作的思路，信息处理过程分为：信息分析——信息存储——信息转化，前一阶

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后一阶段在前一阶段基础上深化，每个阶段各有不同的技巧侧重。每（章）

单元的设计都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大脑思维过程）到具体（语篇翻译），通过完成从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达到培养口译工作能力的目的。本单元的设计理念也遵循教材的整体设计理念和思路，从

口译的基本出发点（听辨）开始设计教学内容，将宏观的概念（信息）分析拆开， 再由微观的细节

（整体意义与逻辑结构、信息层次分析、信息筛选与整理三个方面）着手教学，通过讲练结合，帮

助学生领悟何为“脱形抓意”，让学生对口译学习有个正确认识和起步并为下一步信息存储打下坚实

基础。 

本（章）单元教学组织流程包括课内讲练、课外知识拓展与练习两部分： 

课内讲授部分按照本(章)单元三个小节进行，4 学时完成一个小节， 2 学时进行复习与综合练

习。每个部分都由老师讲解开始，将整体意义与逻辑结构、信息层次分析、信息筛选与整理等三种

信息分析技巧是什么讲清楚，然后老师演示给学生看怎样运用这一技巧，接着请学生练习各种技巧

对文本或演讲进行信息分析，接着老师对学生的练习进行点评，肯定学生们做得好的地方，也点出

学生们练习中不足之处，然后学生就同样的材料再次练习，改进不足。 

课外知识拓展与练习由老师每次课结束时布置给学生。拓展知识以网络资源为主，练习可以是

书上未完成的课堂练习，也可以是书上提供的课后练习，还可以由老师自己补充音频视频的语料，

以提供给学生较新较近的口译语料，帮助学生了解家国时事，世界发展。 

在本（章）单元的教学过程中，老师通过身教的方式传递给学生爱国爱家、爱岗敬业、治学严

谨和职业精神等做人的基本道德，并通过语料的选择将中国风采、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历史

融入课堂课后的练习，以润物无声地方式，让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了解

家国时事，培养爱国情怀，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增强文化自豪感，培育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文化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以此方式真正实现语言与育人的无缝对接，圆融合一。 

4、单元教学评价（说明本单元的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本单元主教学评价以形成性评价为理念，利用同传语言教学实验室的多功能教学设备和在线教

学平台，提供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增加学习任务的生动性，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性，使教师可以了解

学生的学习进展，获得反馈，让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同时

激励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最终提升学习效果，从被动的受评价者转变为



主动积极的评价参与者。 

本单元在形成性评价理念（ Formative Evaluation）的指导下采用师生合作的评价方式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or TSCA)。具体操作如下： 

    在讲解过程中，老师为主要评价者，对学生的复述情况进行中肯的点评，主要看复述内容是否

对信息进行了分析，有没有把握讲话的整体意义与逻辑结构，有没有将讲话的信息划分层次，有没

有筛选和整理讲话的信息。 

    在练习过程中， 播放一段讲话后，请两位同学进行复述，之后请其他同学对两位同学的复述按

照老师的点评标准进行评述，之后老师再补充同学们点评中忽略和漏掉的内容。 

    整（章）单元学习结束后，再用两节课的时间，播放视频或音频（老师设定主题，说明语料难

易程度要求，学生提供视频或音频，这样既可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又可增加学生对语料的使用兴趣），

两个学生为一组，互练互评。老师在教室内走动，随时了解同学们的复述情况，及时肯定学生的进

步或指出学生的不足，并提出改进的办法。教师起到脚手架的作用，帮助学生成为学习和评价的积

极参与者。  

5、教材使用方案（说明本单元选取、整合、运用了哪些教材内容，如何体现教材理念和挖掘教材内

涵，从而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本（章）单元的教学跟随教材的思路，选取了每个教学环节，在教材内容选取整合运用方面安

排如下： 

第一节 整体意义与逻辑结构：在技巧讲解部分，考虑到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用两个视频替换了

第一节的叙事结构的语料，使用了课堂练习，也使用了课后练习 1和 2，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三种语

言表达结构的整体意义和逻辑结构。 

第二节 信息层次：本节的课堂讲解和课堂练习都与本节主题配合丝丝入扣，因此都给学生在课

堂和课后使用。 

第三节 信息筛选： 本节的内容经过编者精心筛选和编写，相当契合本节主题，课堂讲解的几

段中英文音频都给学生分析讲解，课堂练习的英文音频都给学生练习使用，课堂没有完成的练习部

分布置为课后作业完成。 

本（章）单元的设计理念是从口译的基本出发点（听辨）开始设计教学内容，将宏观的概念（信

息）分析拆开， 再由微观的细节（整体意义与逻辑结构、信息层次分析、信息筛选与整理等三个方

面）着手教学，通过讲练结合，帮助学生领悟何为“脱形抓意”，让学生对口译学习有个正确认识和

起步并为下一步信息存储打下坚实基础。在教材内容的选取上首先考虑编者老师选定的讲解和练习

内容，并适当地替换一些功能相同但形式更能引起学生兴趣，内容更能体现中国风采、中国文化、

中国智慧、中国历史的语料融入课堂和课后的练习，以润物无声地方式，让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追

求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了解家国时事，培养爱国情怀，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增强文化自豪感，

培育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从而真正实现语言与育人的无缝对接，圆

融合一。 



四、参赛课时教学设计方案 

1、教学目标（说明所选取的 1 个完整课时的具体教学目标，以及该目标与单元教学目标间的关系） 

本课时教学以树立整体意义的意识和把握篇章的逻辑结构为总体目标，以增强学生的短时记

忆能力为具体目标，以短时记忆技巧训练促进整体目标的实现。本课时通过“记忆连接”（Memory 

Linking）、“头脑表演”（Mental Acting）和“思维导图”(Mind Mapping)三种方法的讲解和练习，使

学生掌握“可视化”（Visualization）这一短时记忆技巧，以实现更好地把握叙事和描写两种篇章的整

体意义和逻辑结构的整体目标，同时实现拉长记忆时间，增加记忆容量的具体目标。 

2、教学过程（1>说明本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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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3>说明

本课时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本课时主要内容是训练“可视化”（Visualization）这一短时记忆技巧，通过“记忆连接”（Memory 

Linking）、“头脑表演”（Mental Acting）和“思维导图”(Mind Mapping)三种方法的讲解和练习来达

到训练目标。课时分配为：话题引入（3-5分钟）、理论讲解（3-5分钟）、技巧讲解和练习（35-40）。

本课时的设计理念是：在译员的两大技巧——记忆力和笔记技巧之中，记忆为主，笔记为辅，良好

的记忆力可以减轻译员笔记的负担并提高笔记的有效性，但译员良好记忆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训

练而成，因此， 学生可以通过有效的训练方法，提高对语言表达的整体意义和篇章逻辑的把握，从

而提高短时记忆能力，为下一步的笔记交传打下良好的基础。“可视化”（Visualization）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记忆技巧，在口译训练中大量使用，因此在交传训练的开始阶段引入这一技巧，有助于引起

学生对交传学习的兴趣，克服畏难情绪，轻松顺利地开始交传技巧学习。本课时教学组织分为课前

预习、课堂讲解、练习、测试和总结、课后知识扩充、作业和预习要求等几个环节。课前预习部分，

教师要求学生预习课本第 7-9 页一篇叙事文本和一篇描写花生小贩的文本，以便老师在课堂上讲解

记忆方法时，能够尽快跟上老师的思路。课堂教学环节选了教材第 2 章第 1 单元的叙事结构和描写

结构的两种语言表达结构类型。为了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将第 8 页需要讲解的叙事结构文本

替换为另外的叙事结构的视频。 

本课时教学分为六部分：首先以张京口译的视频引入本单元主题——短时记忆，然后梳理短时

记忆的相关理论知识；接着进入本课时主题——“可视化”（Visualization）的记忆技巧，通过“记忆

连接”（Memory Linking）、“头脑表演”（Mental Acting）和“思维导图”(Mind Mapping)三种方法的

讲解演示和课堂配套练习（请学生现场演示三种方法的记忆效果）以帮助学生掌握“可视化”技巧；

第四步是小测试，利用在线教学平台的答题卡功能，现场检测同学们的短时记忆力的学习效果；第

五步是本单元小结。第六步是给学生提供一些提高记忆力的网络讲座资源以供课后学习更多的记忆

技巧，而课后练习则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发布，并要求学生按时在线提交复述音频，此外，还要求学

生预习下一次课的内容——分析类文本的记忆技巧。 

本课时以教授记忆技巧为纲，以育人为本，通过张京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口译、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的故事以及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描写等三个语料的使用，将中国风采、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

国历史融入记忆练习，以润物无声地方式，让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了解

家国时事，培养爱国情怀，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增强文化自豪感，培育出既有创新精神又能传

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班人，最终实现语言与育人的无缝对接，圆融合一。 



3、教学评价（说明本课时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本课时评价以形成性评价为理念，利用语言教学实验室的多功能教学设备和在线教学平台，提

供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增加学习任务的生动性，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性，使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

进展，获得反馈，让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同时激励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最终提升学习效果，从被动的受评价者转变为主动积极的

评价参与者。 

本课时在形成性评价理念（ Formative Evaluation）的指导下采用师生合作的评价方式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or TSCA)。具体操作如下： 

    在讲解过程中，教师为主要评价者，对学生的复述情况进行中肯的点评，主要看复述是否采用

了“可视化”（Visualization）记忆技巧把握了讲话的整体意义和逻辑结构。 

   在练习过程中， 播放一段视频或教师现场讲述后，先请同学们两人一组进行复述练习，按照老

师的点评标准，互相评价复述内容，之后请一位同学在全班进行复述，老师再点评，主要肯定学生

对技巧的掌握，然后再指出不足之处。 

    本课时技巧学习结束后，教师利用在线教学平台进行一个在线小测试，当场反馈同学们对记忆

连接（Memory Linking）的掌握程度,以增强学生的学习成就感，增强学习信心和动力。 

注：本表请保存为 PDF格式，与授课录像放入同一个文件夹，文件夹（无需压缩）以“大学

英语组/英语类专业组+学校名称+团队负责人姓名”的形式命名，上传至百度网盘。并务必

将分享链接有效期限设置为“永久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