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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是以教师教育为特⾊的⾼⽔平教学研究型⼤学，学校坚持内涵式发

展，打造“精品师范”，培养“卓越教师”，先后 3次⼊选教育部“卓越教师培

养计划”相关项⽬n是教育部“三全育⼈”综合改⾰试点单位。

《⼤学英语》课程作为我校⾮外语专业⼤⼀、⼤⼆本科⽣的公共必修课

程，每年全校修读学⽣近万⼈。学⽣们在⾼中阶段主要是应试型学习，单词

句型掌握尚可，缺乏篇章分析能⼒，思辨能⼒不⾜。本课程经过多年的理论

研究、教学实践和持续改进，形成了师范院校《⼤学英语课程》“五维素养”

育⼈模式。（如图）该课程模式结合师范院校特点和⼈才培养要求，兼顾学

科属性与职业需求，从各个维度形成合⼒，深⼊挖掘课程的育⼈功能，最终

实现语⾔教学与育⼈⽬标的深度融合。



师范院校《⼤学》“五维素养”课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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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单元主要围绕“梦想传承”这⼀主题，透过多元视⻆展开历时与共时

的⽐较分析，采⽤体验式、探究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式与⼿段，重点关

注师范⽣在认知素养、社会素养与职业素养的⽅⾯提升。本单元教学⽬标体

现为语⾔知识及技能培养与育⼈⽬标的有机融合。

（1）语⾔⽬标

① 以单元主题为引领，“⾛进⽂本”，输⼊语⾔、⽂化知识，深⼊挖掘

⽂本，提升认知素养。

② 以单元以教材内容为核⼼，“体验⽂本”，培养学⽣的⽂本细读和篇

章分析能⼒，掌握⼈物传记写作要素等⽂体知识，提升认知素养。

③ 以主题内化为⽀撑，“⾛出⽂本”，关注学⽣思维品质培养，考察学



⽣在实践中语⾔的深⼊理解、综合运⽤、分析评价的⾼阶能⼒，提升社会素

养的语⾔品质。

（2）育⼈⽬标

① 探究“梦想”的内涵品质，引导学⽣以“跨越空间”的视⻆看待主题，

对于“⾃我梦想”、“他⼈梦想”和“家国梦想”建⽴普遍联系，提升社会素养的

交际品质。

② 探究“梦想”的代际差异，引导学⽣以“跨越时间”的视⻆看待主题，

形成“反思式”学习态度和⼈⽣态度，以及“传承知识与⽂化”的职业责任感，

提升认知素养与职业素养。

③ 探究“梦想”的国别差异，引导学⽣以“跨⽂化思辨”视⻆看待主题，

培养⽂化⾃觉和⽂化⾃信，提升社会素养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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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V1）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选取依据

在“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师范院校的⼤学英语课程通过深挖教材、⽂

本体验，将语⾔功能和育⼈功能体现于“五维素养”的提升与完善。结合产出

导向法的驱动原则，设计课前、课中、课后全程驱动，适当提⾼对学⽣学习

的期待，制定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以⿎励学⽣进⾏⾼阶学习。本次课堂

教学展示环节体现对课⽂ A核⼼信息的整合与拔⾼，关注⼈物传记写作要

素等⽂体知识，引导学⽣思考课⽂ A中“梦想”主题的内涵，探索中外逐梦

⼈共有的英雄品质，进⽽有意识地在⼤学初始阶段的英语课堂上培养学⽣的

思辨能⼒，养成“反思式”⼈⽣态度和学习态度。整个教学设计从课⽂本体拓

展⾄课⽂之外，引导学⽣联系实际、探索师范⼈⼀⽣追逐的梦想。课堂教学



展示环节致⼒于体现本课程的⾼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2）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教学⽬标

① 引导学⽣关注课⽂中描述⼈物品质的词汇和时间过渡的短语，细读

⽂本，分析南仁东实现“遥不可及”梦想的原因。

② 通过⽂本分析和学⽣课前调查结果，⿎励学⽣追寻“南仁东”的筑梦

之旅,讨论⼈物传记⽂体特点，利⽤时间线分析事件发展顺序。

③ 通过“我⼼中的逐梦⼈”⼈物传记撰写，思考中外逐梦⼈具有的共同

美好品质。

④ 评价个⼈梦想、中国梦与世界其他国家梦想的关系，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培养师范⽣的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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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教学展示环节主要内容、设计理念与思路

教学展示环节选取本单元课⽂ A部分。根据⽂秋芳教授的产出导向法

理论体系，遵循“两性⼀度”标准，对课⽂主题和体裁进⾏深度挖掘，对接师

范院校《⼤学英语》 “五维素养”课程模型 ，教学环节设计中注重“教、学、

评⼀体化”。

课程以学⽣为中⼼，关注学⽣从输⼊(input)到吸收(intake)到最后输出

(output) 的转化过程。课程以课前作业+课上点评的形式开始，课上提供语

⾔、内容和结构⽀架（P178-P181）帮助学⽣完成产出任务，并设计主题讨

论(P186)，通过学⽣课上的输出表现，教师可以即时评价学⽣的掌握情况，

检验教学⽬标是否实现，是否需要调整教学安排。

教学设计践⾏精准性，渐进性和多样性三个原则。⾸先教学活动设计精



准对接产出⽬标（语⾔和育⼈）。内容上对课⽂结构进⾏时间梳理，回顾了

南仁东⽣前经历，设计了课前调查、课上讨论等任务，为学⽣提供语⾔知识、

写作结构、价值观情感等各⽅⾯的输⼊。具体思路如下：（如图）

其次，教学活动安排也是从理解到产出，学⽣参与活动的形式也是从⼩

组活动逐步上升为全班参与,培养学⽣合作学习的教师素养。具体表现为：

输⼊形式的多模态、产出类型的多维度、组织形式的多层次、活动形式的多

样性。（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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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组织流程

POA 以读促写展示环节教学流程[1]

教学流程 教学步骤 教学活动

驱动

呈现真实的

交际任务

播放在校留学⽣视频，询问学⽣⼼中的逐

梦⼈

尝试完成交

际任务

让学⽣在完成交际任务实践中，发现问题

和困难，产⽣学习动机

展示学⽣课

前调查结果[2]

关于南仁东的新闻报道及⽹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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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产

出任务和⽬

标

产出任务：描述你⼼中的逐梦⼈

产出⽬标：

1）交际⽬标：书⾯表达《你⼼中逐梦⼈》

2）语⾔⽬标：掌握表达⼈物品质词：

perseverance,patriotism ...

掌握⼈物传记的问题特征

促成

语⾔促成

⽬标语⾔：表达⼈物品质词+时间过渡短语

促成⽅式：引导学⽣分析归纳 +教师讲解

内容促成 ⽬标内容：课⽂内容+学⽣⽹络调查结果[3]

促成⽅式：分析课⽂+内容促成练习

结构促成 ⽬标结构：⼈物传记的写作结构（DFMI）

促成⽅式：课⽂示范+结构提取+课外模仿

应⽤

评价 即时评价 学⽣当堂完成的⼝头任务

延时评价

课后作业（⼆选⼀）

1）复习性任务：（中国）逐梦⼈传记表达

2）迁移性任务：（国外）逐梦⼈传记表达

[3] ;éìíq]&CÜ*ç"#�DÌbÍ¿x%Gõ



（3）语⾔教学与育⼈⽬标的深度融合

3.1深挖教材主题的育⼈内涵

抓住“梦想”课⽂主线，引导学⽣思考个⼈梦想与国家梦想的关系，反思

每⼀代⼈应该担当的责任，感受不同时代变化中永恒不变的家国情怀。启发

学⽣作为新时代的师范⼈，敢于做追梦的奋⽃者，实现中华⺠族伟⼤复兴的

中国梦。

3.2强化促成环节的价值输⼊

通过对于课⽂⽂体特征、⽂本内容和书后习题的挖掘，教师带领学⽣回

顾南仁东呕⼼沥⾎，直到⽣命最后⼀刻构建 FAST 的⽣前经历，激发学⽣

的情感共鸣。同时，以⼩⻅⼤，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将南仁东⼀⽣倾⼒

逐梦所表现的爱国、敬业、奉献、求真等社会主义核⼼价值观融⼊教学，形

成课后练习的隐性⽂化元素与课⽂选材的显性⽂化元素相呼应，达到⽴德树

⼈的效果。

3.3评价环节的跨⽂化思辨育⼈

选取学⽣课前调查中张桂梅传记报道和时间梳理情况进⾏点评，从细微

⻆度出发，将师德、教师职业素养与学⽣⾃身的“师范⽣”学习经历相结合，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践⾏中国梦，服务世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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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评价理念

本环节的教学评价遵循 POA 理念指导下的师⽣合作评价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简称 TSCA )原则。⾸先通过

学⽣课上的输出，教师可以即时评价学⽣的掌握情况，对学⽣表现给予反馈，

检验教学⽬标是否实现，从⽽对教学安排做出相应调整；然后围绕课上布置

的写作任务给学⽣发放写作评价标准，让学⽣⾃我评价，⼩组评价后由⽼师

进⾏点评，从⽽实现师⽣合作，保证延时评价的质量；最后围绕本单元重点

教学内容给学⽣发放单元主题能⼒评价量表，培养学⽣⾃我反思的能⼒，从

⽽使整个评价活动贯穿教学环节始终，达到以评为学的⽬的，促进学习的发

⽣。

4.2 评价⽅式

即时性评价

教学展示环节，教师对学⽣提交的⽹络调查作业进⾏即时⼝头点评，检

验学⽣完成效果，总结作业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同时展示部分优秀作业。通

过这个环节，让学⽣明确撰写⼈物传记的重点，达到以读促写的教学⽬标。

写作评价标准

结合课上布置的写作任务，⽼师应该提供明确的修改要求，提供写作评

价标准，采⽤学⽣⾃评、同伴互评、⽼师总评的⽅式进⾏。在⽣⽣交流、师

⽣交流的过程中有标准、可测量。优秀作品可以推优示范，激励学⽣。写作

主题通过讨论不同⼈、不同代际，不同⾏业的梦想与中国梦的关系，体现了

跨⽂化思辨能⼒的培养。

单元主题能⼒评价量表



以单元为整体，布置给学⽣单元能⼒评价量表，从语⾔能⼒、批判性思

维能⼒、跨⽂化能⼒三个维度出发，结合本单元学习主题领导学⽣掌握从字

词表达、篇章结构等语⾔知识到⼈物传记体裁的写作⼿法、深⼊挖掘⼈物思

想活动的思辨能⼒，以及了解⽐较⼈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梦

想，并进⾏跨⽂化的写作练习。从⽽培养学⽣⾃主反思能⼒，落实⽼师评估

班级学习情况，真正达到“教、学、评”⼀体化。

4.3 育⼈评价体系

整个评价理念以学⽣为中⼼、从多个维度关注培养学⽣职业素养、认知

素养、⾃我素养、社会素养和功能素养，践⾏了师范院校“五维素养”的课程

育⼈理念和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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