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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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综合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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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教学时长 每学期 32课时 

教材名称 《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发展篇） 

参赛单元 第 2_册 第_4_单元 （*单本教材仅填写单元信息） 

二、团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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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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院校特点： 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 类）。在

百年历史发展中，奠定了“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在本科教育方面， 坚持以本为本，把

“致力于培养中国最优秀的本科生”作为人才培养的长期目标，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通识

教育”，“以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为目标的专业教育”和“以探索求新为核心的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

合，打造 特色、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秉承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注重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着力培养“以德为先”的一流本科人才和国际化人才。

同时，学校大力支持教学改革和创新，提升教学质量，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的认定中，本校

以 44门位列全国第三，本院荣获 3 项。在公共英语教学方面，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教师对学生的关

注度和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本校实行小班授课，每班原则上不超过 30 人。另外，从 2020 年秋季学

期开始，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和本校人才培养定位，开始实行新的大学英语教改模式，将《大学综合

英语》和《通用学术英语》由原来的每周 4 课时改为每周 2 课时，相应地，在第三学期，根据学生

专业特色，为学生增设了《科技英语阅读与写作》、《英语演讲与辩论》、《海外留学英语》、《中华传

统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等技能和文化类课程，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 

1.2 教学对象特点： 

知识特点： 授课学生为 2020级大一学生，在入学后进行分级考试，并参考高考英语成绩进

行分级，水平较高者（前 30%）进行《通用学术英语》的学习，剩下的 70%则被分到英语二级起点班，

学习《大学综合英语》课程。二级起点班学生的入学平均水平相当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 5和 6级之

间，或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中的 B1-B2，详见图 1。 



4 

 

 

图 1，中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和其他等级考试  来源：教育部考试中心 

另外，二级起点班学生基数较大，学生情况相对多元与复杂，通过对其英语入学分级考试

及高考英语成绩的分析，我们发现二级起点班学生阅读等输入技能较强，但是口语和写作等产出技

能较弱，主要表现在活跃词汇量少，口语和写作中缺乏观点、有效的衔接和论证方法。 

思维特点：这一代学习者非常擅长利用网络资源，且习惯通过多媒体进行学习，因此可鼓

励学生通过网络平台、慕课以及 SPOC等形式探索更多的知识。另外，学生思想活跃，在课堂中乐于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教师可以给学生足够的话语权，培养思辨精神，由学生独立或者小组合作

完成任务，师生合作评价；但是他们尚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科学观的形成期，教师应

当给与正确的价值引导，并在教学设计中有机地融入思政元素。 

1.3 本课程时长： 

本课程为 2020级大一学生的必修课程，周期为一年，每周 2课时，16个教学周，共 32学时。 

1.4 本课程总体目标： 

参照 2018年发布实施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我们指定了如下目标： 

⑴  语言目标：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译水平，经过一年的英语学习，提升一个等级。能

本校英语二级班学生入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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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熟悉的话题进行基本的学术交流和沟通。掌握论说、因果、比较、分类等写作方法并进行有效

的书面产出；能较好地完成小组讨论、课堂展示、海报展示、学期项目、辩论等口语产出活动。

满足学生参加国际交流、考研、留学深造等现实需求，助力本校培养符合国际标准的拔尖人才。 

⑵  能力目标：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批判思维、创新意识，提高学生

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跨文化思辨和团队合作精神，并能应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 

⑶  育人目标：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三观、人文情怀、家国意识和责任担当。能够

批判对待西方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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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语言技能目标： 

⑴  能运用形象、细腻的动词，从多种感观和心理活动角度完成事件描述类口语和写作产

出活动； 

⑵  使用思维导图呈现视觉语言，来阐明较复杂社会问题的因果联系； 

⑶  运用课本知识和补充资料分析有些人危急时刻并未选择助人的原因并寻求相应的解决

方法； 

⑷  使用合适的篇章结构、连接词和语言表达完成原因-解决方法（cause-solution）类口

语和写作产出活动。 

2.2 育人目标： 

⑴  养成独立思考、双向审视、批判思辨、认真求证的思维习惯和运用正确、合理的方法

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⑵  树立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化

解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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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提升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思辨能力，能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⑷  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解决此类问题中的借鉴意义，增强文化自

信，践行“文明”、“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当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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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 

(1)本单元的主要内容： 

本单元选自《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发展篇）第二册，单元题目是“Kindness and 

indifference”（善良和冷漠），学科领域跨越法学、心理学及社会学， 学习的意义“在明明德，在

止于至善”，使公共英语课在知识传授的同时，实现价值引领。 

选篇 1 “The bystander effect”(旁观者效应)首先描述了 1964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 Kitty 

Genovese 被杀案。为何 38 名旁观者无一出手相助？借此引出心理学上的经典理论“旁观者效应”，

并分析了“旁观者效应”出现的两种主要原因：不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事态“模糊度”太高，不

敢贸然出手；旁观者越多，责任则越分散，助人的可能性则越小。文章接着号召大家主动采取行动，

带动其他人一起助人。 

选篇 2“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陌生人的善良）则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助人乃

人类之本性，助人能让人更快乐。 

(2)本单元课时分配： 

根据学情分析，以及本校英语基础课时压缩后的教学安排，本单元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除

了使用 U校园平台，本课程还在中国大学 MOOC网建立了独立的 SPOC，作为 U校园的补充。从线上部

分来说，学生课前在 U 校园完成课文预习，学习教师上传的补充资源；第一次课后，学生在线上上

传两个子产出任务并进行自评和互评；第二次课后，学生在 U校园完成单元测试，上传总出产任务，

Cliff
高亮



7 

 

并进行相应的自评和互评。 

本单元共分为 2个阶段，课堂教学共 4课时。 

第一阶段（2课时） 

完成子任务 1： descriptive writing 类产出的输

出驱动、输入促成和评价。 

第二阶段（2课时） 

完成子任务 2 ：cause-solution 类产出的

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和评价，并与子任务 1

一起，共同促成单元总产出任务。 

课前（驱动+促成） 课中（评价+促成） 课后（评价） 

课前（驱动+促成） 

课中（评价+促成） 课后（评价） 

线上平台 线下课堂 线上平台 线下课堂 线上平台 

(3)本单元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单元以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为设计理念。注重培养学生在真实情

境下的语言应用能力及语言产出质量。文秋芳教授（2015）指出：“产出导向法”包含三部分：教学

理念，教学假设，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流程；2017年其又在教学假设中添加了“以评促学”（文秋

芳，2017），具体见下图： 

 

图 2 POA 的理论体系（文秋芳，2017），来源：《现代外语》 

本课基于产出导向法“学习中心、学用一体、全人教育”三原则，同时考量学习者心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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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以及本校人才培养目标，发掘 U 校园线上课程平台自身优势，探索混合式“输出驱动，输入促

成，有效评价”的优化模式，促成学生英语多元能力提升，提高英语教学成效以及国际化人才培养

能力。 

本单元具体设计思路如下： 

① 贯彻“学习中心”和“全人教育”理念，本单元“全人教育”的实施路径是混合式和课程思

政双向促进的模式。 

本校目前的英语教学改革模式将大学基础英语类课时压缩到每周 2 学时，课时紧张，因而我们

采用了“混合式输入促成”的教学模式。课前在线“输入促成”可充分利用“U校园”平台优势，进

行“课前选择性输入”，提升授课效率。“促成”内容的设计应当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目标，

比如观点内容、语言技能和人文素养等层次的能力促成。学生要想顺畅高效地产出，至少需要三个

层次的储备：首先，观点和理据的储备；其次，词目、短语、句式的储备；再次，跨文化交际意识，

逻辑思维与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培养多元能力。这充分体现了“学习中心”和“全人教育”的理念。 

同时，本单元“全人教育”的实施路径是采用混合式和课程思政双向促进的模式。混合式教学

是课程思政达成的手段和途经，打破了课内课外的界限；课程思政材料则丰富了混合式教学的内容

和方法，拓展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者互相促进。

具体来说： 

首先，利用混合式教学优势，精选并在 U 校园上传补充类输入材料，选择积极向上、又能反应

时代和民族精神的视听输入材料。 

其次，精选的思政材料保证了输出任务和课堂活动的高阶性、思想性和挑战度。本单元总产出

任务是让学生在主题为“青年人社会责任”的国际青年大会发言，分析危急时刻有些人不愿意出手

相助的原因，并寻求解决方法。情境真实，受众明确，任务清晰，且具有教育意义。在引导学生寻

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课程思政与课文内容的有机融合，也是课文内容的延伸和升华。

在此过程中，教师通过讲授 、启发提问、练习等方式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② 本单元遵循“学用一体”原则，专注于有价值的现实问题，学用结合，高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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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为学生创设真实情景，培养问题意识，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现实问题，并尝试寻求解决方

案，提高产出效果。例如本单元总产出任务就是一个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在引导学生分析原

因和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自身问题，提高素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性，做一个有责任感和文明友善的当代大学生。教师通过真实情景引导学生去“做”， 

帮助学生形成深刻的印象，内化所学知识。而这也与 Edgar Dale的学习金字塔学说是一致的。 

 

图 3 Edgar Dale 的学习金字塔， 图片来源: Wikipedia 

同时，本单元“学用一体”原则与目前国外流行的 CLIL 教学法不谋而合。 CLIL 教学法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即“内容与语言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应“学

用一体，学用结合”，强调用外语解决各学科各领域的实际问题。本单元设置具有挑战性的多元实用

学习目标，课上注重任务的情境化和细化。 

③ 教学流程方面，本单元输入材料立体化，驱动任务和促成手段多元化。 

输入材料立体化，既有文字材料，也有视听材料，既有语言输入，也有内容结构和人文素养的

输入，尤其是视听类材料，按照 Edgar Dale的学习金字塔学说，其记忆留存时间要长于文字材料。

例如，来自福克斯新闻的“Fox Files-The Kitty Genovese Murder Reexamined, Part 1”（7分 15

秒），通过采访 Kitty Genovese 案件的历史学家和部分目击者，还原了当时的案发场景。报道中使

用了很多形象的动词描述案发情景，是课文内容的补充和延伸，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完成子产出任

务 1（以其中一位旁观者的视角，运用形象、细腻的动词，从多种感观和心理活动角度描述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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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vese案件）。 

 

图 4 福克斯新闻还原 Kitty Genovese 案件， 图片来源：Fox News 

驱动任务和促成手段多元化，按照单元教学目标，我们将单元总产出任务分解成 2 个子任务，

环环相扣，降低难度和学生焦虑感。另外，本单元使用了多种教学手段促成学习目标，包括课堂调

查问卷、小组合作学习、思维导图呈现原因和解决方法、快速阅读（skim and scan）、教师讲授、

启发式提问、头脑风暴、以练促学、师生合作评价等。例如，在第一次课的开始部分，教师使用雨

课堂进行问卷调查，让学生对课文中的三个情境（situation）（课文第 70页，第一自然段）做出选

择，然后从中西比较的视角与课文中的数据进行对照，这一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融入感，

更好地完成课堂任务。雨课堂投票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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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 

因为本校目前实行的英语教改压缩了面授课时，我们计划用 2次课（4课时）完成本单元教学任

务。 

第一次课（2课时）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教学设计意图 

 

课前（驱动+

促成） 

 

 

 

1．教师为学生介绍总产出任务：在主题为“青年

人的社会责任”的国际青年大会发言，探讨危急情况下

人们不愿意助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2. 学生通过 U校园自学 iExplore 1 课文。 

3. 教师在 U 校园平台上传相关视频和文字补充材

料： 

（ 1 ） Fox Files-The Kitty Genovese Murder 

Reexamined, Part 1，英文字幕，共 7 分 15 秒，作为

“子产出任务 1”的观点和语言表达的课前输入促成材

料。 

（2）关于描述性写作（Descriptive essay）的微

课（英文字幕，9分钟，来自 Easy Teaching，作为“子

产出任务 1”结构方面的输入促成材料） 

4. 教师布置“子任务 1”的初次产出：为外国朋友

讲述“小悦悦”或“Kitty Genovese事件”。 

教师课前设置真实

情境，进行“输出驱动”。

线上平台（U校园）说明

总产出任务，让学生认

识到目前在内容、语言

和结构上的差距，树立

可行的目标，激发学习

动力。 

教师预先在 U 校园

平台发布补充资源，进

行语言表达、观点与结

构的初次“输入促成”。   

 

课中（促成+

评价） 

 

1. 教师通过雨课堂进行匿名问卷调查，了解学生

面对课文中的 3 个情境（situation）（段落 1）时的选

择，然后与课文中第四段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下图

通过中西比较揭示

问题的跨文化普遍性；

培养学生实证主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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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中一个授课班级针对第一个情境的选择：21人选择

助人，7人选择忽略，1人放弃，选择助人的比例为 72%，

与课文中 65%的数据基本相符。 

 

2. 由调查问卷结果与课文中实验结果的相似性，

引发学生思考国内外两个类似案例（“小悦悦案”和

“Kitty Genovese 谋杀案”）的共性，并意识到“人情

淡漠”问题的现实性、普遍性和解决的紧迫性。 同时，

教师检查“子任务 1”的初次产出：为外国朋友讲述小

悦悦或 Kitty Genovese 事件，并按照评分细化标准给

出建设性反馈。 

3. 在学生课前线上观看 Descriptive essay 写作

微课的基础上，教师通过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关注课文

（6 到 16 段）在描述 Kitty Genovese 事件时所用的生

动形象的动词（vivid verbs）和感观活动（senses）。

并完成课文 74页的 diagram。进行相关表达和句式的促

成。 

4.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完 成 教 材 78-79 页 关 于

description 结构的练习，强调心理活动的描写输入。 

文化对比意识；促成课

本内容与我国国情及思

政元素的有机融入。将

本课开设 4 年过程中搜

集的本校调查数据与文

中西方数据对比，结果

相差无几，可见中西方

在面临此类问题时有一

定心理上的共性。借此

引导学生思考“小悦悦

事件”并非个例，也绝

非中国独有，从而自然

地引出“Kitty Genovese

事件”，促成课程思政元

素与教材内容有机融

合。并且这一活动可以

很好的调动课堂气氛，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课堂促成活动多元

化。有调查问卷、教师

讲 授 、 有 学 生 的

presentation、有启发

式提问。多种交互方式

有利于不同教学目标的

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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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布置 79 页的子产出任务 1，写一篇 250 字的描

述性文章，从其中一位旁观者视角描述“Kitty Genovese

事件”，并使用形象的动词，关注感官活动和心理活动

类描述。 

6. 布置子产出任务 2：结合课文内容和补充材料，

以思维导图形式展示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课后（评价） 

 

学生完成子产出任务 1 和 2，并上传平台，按照细化评

分标准，进行自评和互评。 

细化的评分标准是

师生合作评价成功的保

障。 

第二次课（2课时）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教学设计意图 

 

课前（促成+

评价） 

 

学生自学课文 iExplore1, 观看和阅读教师在线上

平台上传的补充材料（详见下文 21 页表 4），完成子产

出任务 2，并参考评价细则，进行自评和互评。 

课前促成和评价，

为课堂节省时间以进行

高阶思维活动。线上输

入材料多模态化、多元

化，有文字材料、有视

频材料，涵盖内容、语

言及结构的促成。 

课中（评价+

促成） 

 

 

 

1. 挑选学生进行子产出任务 2 思维导图的课堂展

示，并给与建设性反馈。 

2. 通过思维导图、小组讨论、头脑风暴、启发式

提问、教师讲授等方式引导学生思考这一现象产生的原

因和解决方法，并针对性地进行观点内容和部分语言的

输入促成。 

将子任务 2 的促成

分解成多步完成，从内

容、结构和语言，分级

分步，环环相扣，完成

促成，以降低难度，保

证效果。 

通过师生合作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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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教师讲授、启发提问、巩固练习等方式帮

助学生分析 iExplore1中 “cause-solution” 部分的

主体段落结构（body paragraph，课文自然段 17-23），

以及段落内主题句（topic sentence）和支撑材料

（supporting evidence）的组织结构。以完成主体段

落和段落内结构的促成。 

4. 教师以段落 1、2、3 为例，引导学生找出

introduction 中 的 hook ( 段 落 1) ， background 

information（段落 2）和 thesis statement（段落 3

最 后 一 句 话 ）， 并 强 调 在 单 元 总 产 出 任 务 中

introduction 部分的写作格式。完成 introduction 部

分的促成 

5. 教师详述段落 2、3，和段落 17-23 的语言特色

和难点，引导学生关注其中 transitional devices 的

使用，发挥脚手架作用，完成结构和语言方面的建构。 

6．以练促学，观看教材配套视频“the bystander 

effect”，因为部分受访人口音重、语速快，我们把这

部分视听材料和口语练习放在前面的几步促成之后来

进行，既是对前边输入促成的检测，也是以评促学的手

段。  

评，强化学生语言产出

的质量意识，同时提升

学习者的效能感和群体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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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挑选学生典型作业展示子产出任务 1，通过启发

提问，详解评价细则，引导学生点评作业的优缺点。然

后教师针对全班学生作业中的典型问题，给与选择性反

馈。 

8. 为学生介绍下一单元的产出任务要求。 

课后（评价） 

 

 

 

1. 学生完成单元总产出任务，并将文字材料上传 U

校园平台，按照细化的评分标准，完成自评和互评。 

2. 学生在 U 校园平台完成本单元测试。  

3. 学生完成单元学习自测表。 

显性评价和隐性评

价相结合，针对不同目

标，使用不同的评价手

段。 

 

3.3 本单元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这一单元通过积极向上的、体现时代精神的输入补充材料，精心设计的课堂活动和驱动任务，

以及教师的讲授，实现了价值引领，体现了“全人教育”理念，达成了语言与育人有机融合的目标。 

（1）首先，线上输入材料精心挑选，选择积极向上、又能反应时代和民族精神的视听输入材料，

语言与内容并重。 

例如本单元我们选用了 CGTN和《南华早报》等的新闻报道，材料新颖，具有时效性和感染力，

既可帮助学生拓展思路，完成产出任务，又是育人材料，二者有机融合。本单元详细的输入材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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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页表 4. 

（2）其次，输出驱动任务和课堂活动精心设计。 

从高阶思维的角度出发，以“批判思维”和“问题意识”为引，重构教学内容，设计具有挑战

性的深度学习任务，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教学过程，实现“语言”与“育

人”的融合。具体来说： 

① 子产出任务 1 

教师通过让学生运用语言技巧描述“小悦悦事件”和“Kitty Genovese”事件，同时进行跨文

化思辨，这并非个例，更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全球普遍性问题。 

另外，通过雨课堂进行调查问卷，将结果与课文调查结果进行比对，培养学生实证主义和跨文

化对比意识。 

② 子产出任务 2 

直面当前全球尤其中国所存在的现实问题，给出真实情境进行“输出驱动”，形成“学习差”（gap），

再通过内容、语言和结构的输入，强化促成，发挥教师的脚手架作用，进而促成学生高效、高品质

产出：分析危急情况下，有人并未出手相助这一现象的种种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通过“输出驱动-输入促成-有效产出”的过程，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文化思维，感悟并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仁”、“礼”、

“修身”等，加强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习和生活中“文明”和“友善”，培养

青年人的家国责任。 

另外，从法律层面，为减少“不愿意帮助别人是怕引起法律纠纷”的情况，应该推动见义勇为

法（Good Samaritan Law）的实施与完善, 教师可以借此帮助学生树立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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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元教学评价（说明本单元的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通过“师生合作评价”（文秋芳，2017），实现“评教一体”、“以评促学”，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

化和评价指标的多元化，同时关注课程思政的隐性评价维度。具体如下： 

4.1 通过“师生合作评价”实现“评教一体”、“以评促学”，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 

“评教一体”、“以评促学”主张在教师专业的引领下，学生边评边学、边学边评，打破学和评

的界限（文秋芳，2017），评价过程也是学习过程（assessment as learning）（Earl，2003），见下

图：  

 

图 5 assessment as learning，图片来源：Lorna Earl：Assessment as learning: Using classroom assessment 

to maximize student learning 

例如，本单元的两个子产出任务和总产出任务，需要通过个人或小组合作完成，然后上传到学

习平台，结合细化的评价标准，进行自评和互评，教师挑选典型性问题，课堂集中反馈点评，给与

选择性评价和延时评价。课堂促成中，教师也要通过启发式提问等多种形式给予学生即时的反馈或

评价。 

这一“师生合作评价”模式将评价过程变成了学习过程，实现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教师不再

是唯一的评价者。 

同时，“评教一体”、“以评促学”也意味着过程性评价和真实评价的重要性。 

4.2 强调真实性评价（Authentic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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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去完成真实世界或模拟真实世界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任务。学生在

完成测评的同时，也培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Wiggins，1998）。真实性评价着眼于人们真正关

心的问题。本单元的总产出任务，着眼于现实问题，属于真实性评价，测评的是学生的批判思维、

理论联系实际等高阶思维能力或核心素养，也是我们过程性评价的一部分。 

4.3 评价指标多元化 

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我们使用多样性的测评标准，并贯穿整个单元过程，以促进学生学习效

果和个性化发展，达成教学目标。 

针对不同教学目标，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活动与测评手段。其中，针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情感、

合作能力及本单元思政目标的育人成效，我们采用质性分析和隐性评价的方式，让学生在完成本单

元的学习后填写以下自评表（详见下表），其中最后一条“学习态度和情感”则对应 Bloom所划分的

教育目标分类三个领域中的情感领域，是针对课程思政育人成效的隐性评价和质性分析。每个单元

的自评表，统一放到学生的成长档案袋中（growth portfolio），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 

第_____单元学习自评表 是 否 

线上学习 是否按时完成了线上资源的学习   

是否按时提交线上作业   

是否参加了线上小组活动和互评   

是否参加了线上平台讨论和互评   

线下学习 是否出席了每一次课   

是否参加了线下小组活动和互评   

是否参加了线下课堂活动和问答   

线下课堂是否注意力集中   

学习态度和情感 是否主动搜索、查阅各类资料来完成相关作业   

喜欢小组合作和互评模式，促进了学习积极性   

对与中国相关的知识点和问题感兴趣，并有所

收获 

  

                                                 学生签名_______________ 

表 1 关于学生线上和线下学习、以及学习态度的自评表 

 

4.4  创建作业评价的细化评分标准（Grading Rubrics/Check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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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合作评价”、“评教一体”、“以评促学”等可以达到预期评价目的，就必须创建作业评价

的细化评分标准，向学生传达教师的期望和标准，使主观的评价更为客观。针对本单元的总产出任

务和子产出任务，我们都指定了细化评分标准。详见以下两个评价表格： 

 

表 2 单元子任务 1，即描述性写作的自评和互评标准 

 

表 3 单元总产出任务的自评和互评标准，即在国际青年大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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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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本单元选取、整合、运用了哪些教材内容： 

因为本校目前进行的教学改革，压缩了基础英语类课时，每单元线下教学只有 4 课时，因此，

我们选取 iExplpore 1(篇章阅读 1)来重点讲解，iExplpore 2 则作为学生课外的拓展材料，教师课

堂中会根据产出任务情况提及其中的观点，但是不做详细讲解。相应地，我们对产出任务也做出一

定的调整。根据 iExplpore 1 的内容和写作风格，和目前雅思、四六级等考试中 cause-solution写

作类型的高频率出现，以及提升学生问题意识、批判精神、社会责任的教学目标，我们确定了本单

元的总产出任务：在主题为“青年人的社会责任”的国际青年论坛上做大会发言，由“小悦悦事件”

和“Kitty Genovese”等案例引出相关思考：在紧急情况下有人未选择助人，原因是什么？如何解

决这一问题？本驱动任务目标明确，受众清晰，场景真实，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着眼于寻求现实问

题的解决方案，具有问题意识和挑战度，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引发情感共鸣。 

为了很好的完成总产出任务，需要学生在汇报展示（presentation）中通过具体案例来描述这

一现象，借此引出话题，因而需要学生有讲述故事（story telling），或描述性写作的能力

（descriptive writing），并进而分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和解决方案，这需要学生运用

cause-solution 的写作结构。因而我们把总产出任务分解成 2 个子产出任务，分别用 2 次线下课时

完成输入促成，以降低难度和学生的焦虑感：  

子产出任务 1 为描述性写作（descriptive essay），以其中一位旁观者的视角，运用形象、细

腻的动词，从多种感观和心理活动角度描述 Kitty Genovese 事件。使用的教材内容是 iExplore 1 的

第 1、4和 5-16段，以及课后第 78页的描述性材料，这部分课文风格和内容一致，主要来描述 Kitty 

Genovese事件，为事件描述类型。我们还制定了细化的描述性写作（descriptive essay）的自评和

互评标准。借此，实现了教学目标、课堂活动和评价的一致性。 

子产出任务 2：以思维导图形式列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和解决方案。使用的教材内容为

iExplore 1 的第 2、3和 17-23段，是分析原因和寻求解决方法的 cause-solution 类素材。我们还

制定了细化的自评和互评标准。由此，实现了教学目标、课堂活动和评价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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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子产出任务环环相扣，逻辑性强，为总产出任务服务。    

 

5.2本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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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材》（发展篇）在编写理念上兼具“人文情怀和思想深意”。本单元

选材和问题设计具有人文性和思想性，充分体现了“全人教育”的理念。本单元话题是大学生们所

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和思政意义，有助于培养思辨精神、塑造家国责任。 

以这一单元的教材内容为基础，我们又在学习平台上传了一些与其相关的内容积极向上、能体

现时代精神的视听补充材料，为了达到更好的自学效果，我们按照网课标准为视频材料压制了英文

字幕。具体材料详见下表： 

 补充材料 材料特点 

 

子

任

务

1 

 

 

 

内

容

和

语

言

输

入 

F x F     “    K              M      R  x     ”  

P    1（7分钟，来源 F x F   ） 

 

以纪录片形式，重回 Kitty 

Genovese 案发地，通过采访历史

学家、朋友、目击者等来讲述案件，

是课文内容的补充，可以帮助学生

完成子产出任务 1 内容和语言方

面的输入促成。 

结

构

和

技

能

输

入 

“             D                  ”（视频 9分钟，来

源：Writing Easy） 

 

写作教学微课，强调描述性材

料中细节、动词、感官等的重要性，

可以帮助学生完成子产出任务 1

结构方面的输入促成。 

 

子

任

务

内

容

和

语

言

“C            S                              ”（文

字材料，497 词，来源：C     D    ） 

“C    ’        S                                  

                                     ” （1分 21秒，

因为课文中关于解决方案的

部分比较少，因此，子产出任务 2

中关于解决方案的输入材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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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

入 

 

视频材料，来源 C     24） 

“         b                       ”（11分 11秒，

视频材料，来源： ED 演讲 

 

“       B         - J      S    ” （1分 32秒，

视频材料，来源 UBC ） 

“       B         P       - J      S    ” (1分25

秒，视频材料，来源 UBC) 

“C                                              

    b                 ”（1分 41秒，来源 CGTN） 

“V               C    ’           ‘          ’ 

                                 b    ” （1分 23秒，

来源 S     C     M       P   ） 

“C       V          H    C           N   ” （3

分 27秒，来源 VOA News） 

多，来自权威媒体报道、国外大学

的助人项目网站、TED演讲。比较

简短，内容积极向上，思想性和人

文性并重。 

学习此部分材料总耗时大约

30 分钟。可以为产出任务 2 完成

语言和内容的输入促成，启迪思想

和智慧。 

结

构

和

技

能

输

入 

P  b   -S        E     （时长 6分 02秒，来源：香

港理工大学） 

 

写作教学微课，主要强调这类

写作中段落间结构、段落的逻辑关

系、以及语言结构，帮助学生完成

结构类促成。 

表 4 本单元的补充类输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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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单元上传到 U 校园的补充资源和驱动任务 

教师提供的补充材料在课文内容基础上，植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跟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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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例如，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以及志愿者们帮助被隔离中的空巢老人等英文

短视频，进一步拓宽了学生视野，讲好中国以及普通中国人的故事，兼具“人文情怀和思想深意”，

可以作为内容、结构和语言的输入促成，为学生提出针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提供启发和例证，

具有现实意义，遵循了本教材“素材真实”、“场景真实”、“全人教育”的编写理念，提升了学生“对

中国立场及价值观的理解与认识”，“探讨中外差异”，“增强文化自信”（王守仁、文秋芳，2015），

做到了对教材内涵的深度理解和充分挖掘。 

(2) 本单元在人文性、思想性之外，还体现了教材编写理念的工具性。《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

材》（发展篇）在编写理念上体现人文性和思想性之外，还兼具工具性，而工具性是之前很多综合英

语类教材甚少涉及的，而又恰是当代大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所需要的，并且符合本校对非英语专业

学生的培养方案。 

本单元 iExplore1前半部分描述 Genovese案件时（6-16段）主要是描述类风格（description），

而后半部分（17-23 段）来分析原因和解决方法，是比较典型的 cause-solution 写作类型。因而，

我们在输出驱动和输入促成中强调了这两种技能，选定本单元的总产出任务为在国际青年大会上的

汇报展示（presentation），内容框架则为原因-解决方法类写作技能（cause-solution），其中又需

要例证和讲述故事的技能。同时，我们又通过子产出任务，即绘制思维导图，强调了图表类（diagram）

视觉语言在展示汇报这一总产出任务中的重要性，为学生未来的学术学习和学术交流打好基础，与

本校培养一流的本科人才的理念一致。可以说，本单元充分体现了教材“学用一体”、培养“全面、

综合、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的编写理念（王守仁、文秋芳，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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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本课时的具体教学目标： 

（1）语言技能目标： 

① 使用思维导图呈现视觉语言，来阐明较复杂社会问题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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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运用课本知识和补充资料分析有些人危急时刻并未助人的原因并寻求解决方法； 

③ 分析“原因-解决方法”（cause-solution）类写作的两种段落框架结构，识别并在口语

和写作产出中熟练运用主题句（topic sentence）和支撑材料（supporting evidence）。 

（2）育人目标： 

① 养成独立思考、双向审视、批判思辨、认真求证的思维习惯和运用正确、合理的方法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② 树立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化解

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力； 

③ 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解决此类问题中的借鉴意义，增强文化自

信，践行“文明”、“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当社会责任。 

1.2 该目标与单元教学目标间的关系： 

（1）该课时目标是单元教学目标的重要部分，主要考察学生的分析、综合、和应用等高阶思维

能力，本课时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分析“不愿意助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既总结概括了课文要点，

又锻炼了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也帮助学生理清了单元总产出任务的思路，是写

作和口语产出活动中构思的过程（planning）；另外，也帮助学生认识到图表语言（graphics）在总

产出任务（汇报展示）中的重要性。这一课时是总产出任务有效的促成手段。 

（2）本课时也是本单元育人目标的重要促成部分，在寻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学生树

立法制观念，化解纠纷矛盾，更好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另外通过帮助学生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中的作用，可以增强文化自信，从自身做起，

友善待人，借此完成本单元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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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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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时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2.1 本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介绍所选取的教材内容及其选取依据： 

（1）本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课时以产出导向法（          -                 ）为设计理念，注重培养外语在真实情镜下

的应用能力及语言产出的质量。本课时具体设计思路如下： 

① 输入促成多步走 

将子产出任务 2 进一步分解成多个分任务，降低难度和学生的焦虑感，分任务环环相扣，层层

推进，为子产出任务 2和总产出任务服务。 

为了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寻找解决方法，我们课前给学生相关的输入促成，完成子任务 2 的

产出：以思维导图形式展示原因和解决方法。以此形成信息差和学习动力。课堂上教师分解任务，

发挥脚手架作用，分步骤进行输入促成：首先由小组讨论相关原因的例证；然后头脑风暴并详述相

应的解决方法，完成内容和部分语言的输入促成；然后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 cause-solution essay

的写作结构，完成结构的输入促成。层层推进，逻辑性强，进一步完善子产出任务 2，为总产出服务。 

② “全人教育”贯穿始终，课程思政和课程内容有机融合 

线上输入材料精心挑选，选择积极向上，能反应时代和民族精神的视听输入材料，例如 CGTN最

新的报道，“C        k              '    k   '                                   ”（1分 41秒，来源 CGTN）

是关于中国对无力购买英美疫苗的 8 个国家和 3个国际组织的疫苗援助，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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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疫苗援助， 图片来源 CGTN 

材料新颖，具有时效性和感染力，既可帮助学生拓展思路，完成产出任务，又是思政材料，二

者有机融合。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可以提升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孔子“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仁”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文明”“友善”）的理解与认识，意识到在个

人层面，不仅危急时刻应该助人，平时对待别人也应该友善，在国家层面，认识到中国的大国担当。

借此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③ 课堂活动精心设计，课堂展示形象化。 

从培养思辨能力和高阶思维的角度出发，重构教学内容，根据不同教学目标设计不同的教学活

动。尤其是以思维导图这一视觉语言形象展示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既帮助学生勾画出了课

文结构，又是单元总产出活动的构思过程（planning），是写作和口语等产出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另外，图表语言可以延长学生的记忆留存时间。 

本课时教学活动见下表： 

 

教学目标 教学手段和教学设计 

理清本课时所涉及的知识点和理论框架 启发式提问、快速阅读、阅读比赛 

梳理本课时的结构框架 思维导图、启发式提问、头脑风暴、练习 

培养批判和创新思维、合作精神 阅读文献、探究式学习、小组讨论、展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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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应用能力、批判思维、合作精神，

发现并解决现实问题，塑造责任感和家

国情怀 

小组讨论、案例教学、阅读文献、启发式提问、练

习和展示汇报 

表 6 本课时课堂活动和教学目标 

（2）本课时所选取的教材内容及其选取依据： 

本课时选取的内容为《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材》（发展篇）第二册第 4 单元“Kindness and 

Indifference”中 iExplore 1“The bystander effect”，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了危急情况下，有些人

并未选择助人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本课时选取的具体段落为第 2段（70页），第 3段

（71 页）和 17-23 段（73 页），这几个段落组合在一起，分析了不愿意助人的 5 种原因和针对旁观

者效应的解决方法，写作风格比较统一，是一篇相对比较完整、结构比较清晰的 cause-solution文

章。段落 2 和 3 承担背景介绍（background information）和引出论点（thesis statement）的作

用，主体段落 17-22 是原因分析（causes），23 段既是解决方法（solution），又承担了结论

（conclusion）的作用，号召大家采取行动（call to action），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从写作结构上，可以引导学生学习 cause-solution 类写作，这种写作类型对学生参加国内和国

际考试，以及将来的论文写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从内容上，本课时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恰好也是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二者有机融合，育人任

务自然、有机、隐性地融入到了语言教学过程中，既照顾到了语言和技能（     -              ），又

兼顾了育人，避免了单纯的说教。 

具体来说，因为文章题目是“傍观者效应”（The bystander effect），所以从 cause-solution

的结构方面来看，文章中关于 solution部分只简单提及了针对这一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而并未涉

及文中前述段落所提其他原因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恰好又是当代大学生所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帮

助学生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也是育人过程。教师可以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紧跟前沿，将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相结合，引导学生查阅资料，进行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合作学习、批判思维、

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教师设计真实的产

出场景，为学生补充解决方案和写作结构等输入促成材料，例如中国“见义勇为法”的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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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我们的借鉴意义。老师需要自身首先完成驱动-输入-评价的

过程，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实施 POA教学理念。 

 

2.2 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50分钟课程）： 

教 学

步骤 

教学活动 

 

教学设计意图 

 

 

步 骤

一： 

评 价

（ 学

生 课

堂 展

示 汇

报） 

（ 8

分

钟） 

 

 

 

 

教师回顾上一次课关于                    的知识，

并总评线上资源和任务的完成情况（ 分钟），教师进

行课程导入（    -  ）（1分钟），教师总评子任务  的

完成情况，并选一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子任务  进

行课堂展示和同伴互评（3 分钟），对学生课堂展示给

与建设性反馈（ 分钟）。详述如下：  

1. 教师课前布置子产出任务  ，并给出详细互评

和自评标准。教师课堂首先通过暖场和回顾上一次课

所学知识，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消除学生的焦虑

感，为后续课堂活动创造轻松的氛围。 

 . 学生课前在 U 校园观看教师上传的跟此产出活

动有关的视频和文字材料（观看线上学习材料共需大

约 3 分钟），详见  1页表 4. 

3. 然后，完成子产出任务  ：以思维导图的形式，

列出在紧急情况下人们不愿意出手相助的原因和相应

的解决方法。并按照教师上传的评价标准，首先在小

组内部进行个人展示、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每组选

出一个修改后的版本在此次课前上传至学习平台，并

1. 选择性评价与延时评价相

结合。一组学生对上一次课布置

的线上提交的产出任务  进行展

示汇报，教师给与延时评价。同

时，教师根据全班学生线上提交

产出任务  的完成情况，选择有

针对性的问题给与选择性评价。 

 . 采用师生合作评价（TS A）

模式，体现“作为学习的评价”

（      m              g）。除了

以上列出的教师评价之外，学生

还需要按照详细的评价标准进行

自评和互评。小组内部的展示和

互评，可以由水平较高的同学形

成脚手架，帮助水平低的同学。

而水平高的同学通过讲授和帮助

其他同学，延长了记忆留存时间，

是符合 Edgar Dale 的学习金字塔

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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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小组互评。下图为子任务  的学生作业。 

 

4. 教师课堂上选出一组同学进行课堂展示汇报。

并给与有针对性的反馈。 

3. 混合式学习模式，创建翻

转课堂，课前预习和自学线上资

源，完成子任务   的产出，并进

行线上自评和互评，为课堂节省

时间，可以进行后续的高阶性、

创新性、以及挑战性的任务。 

4. 子任务 2 为思维导图

（m   -m     g）形式，有助于

学生理清课文结构和思路，是写

作和口语产出活动中非常重要的

一种构思（       g）形式，可以

为其后期完成总输出任务做准

备。 

步 骤

二： 

促成 

（ 分

析 原

因 并

找 出

相 关

例

证） 

（ 11

分

钟） 

 

 

 

1. 通过“            ”活动，教师引导学生找出

思维导图中所列的 5条主要原因所在课文中的位置。（ 

分钟） 

 

 . 分配角色（           ，   k        ，     

  k  ，      k      ），进行小组讨论。各司其职，防

止责任分散（               ）。（4 分钟，授课视频中保

留了  分钟的课堂讨论） 

1.“R     g     ”可以培养

学生     和    m 的技能，并将学

生吸引到课堂活动中。 

 . 重视内容的输入促成和价

值引领。为总产出任务提供内容

（       ）方面的输入促成，发

挥教师的脚手架作用。针对这一

有真实情景的开放式问题，学生

讨论热烈，例证大多来自真实生

活，教师要引导学生用发展的眼

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问

题，有问题不可怕，关键是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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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通过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阐述例证

（        ），（5 分钟） 

 

3. 小组讨论一方面是为了减轻

学生的焦虑感，可以更好地产出

任务；另外，可以让水平高的学

生在小组内部承担脚手架的作

用，促进合作式学习。 

步 骤

三： 

促 成

（ 详

述 解

决 方

法） 

（ 11

分

钟） 

 

 

 

1. 通过头脑风暴引导学生思考这一问题的解决方

法（5 分钟）。 

 

 . 教师重点引导学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借鉴意义，并号召学

生向青年志愿者和张桂梅等人学习。（6分钟） 

1. 本部分通过寻求这一问题

的解决方法，以学生乐于接受的

方式实现了思政元素与本课内容

的完美融合，润物无声，既实现

了内容（       ）的输入促成，

又完成了价值引领。 

 . 思政元素具有时代特色，

贴近学生生活，丰富、拓宽教学

内容的同时，又深化了教学内容，

引发了深度思考，促进了学生的

探究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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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四： 

促 成

（ 讲

解 原

因 和

解 决

方 法

类 文

章 的

框 架

结 构

和 段

落 结

构） 

（ 18

分

钟） 

 

 

1. 学生课前在 U 校园观看写作微课视频：

       -S        E     （时长 6 分   秒，来源：香港

理工大学） 

 . 在学生课前结构输入的基础上，教师讲解

     -        （       -        ）类小论文主体段落写

作的两种类型（    k和      ）。 并以课文所阐述的两

个理由为例，为学生讲解两种写作结构（原因 1-原因  ， 

解决方法 1-解决方法  ；原因 1-解决方法 1， 原因  -

解决方法  ）。（3 分钟） 

 

3. 教师讲解分析主体段落中主题句（       

        ）和支撑材料(                   )的写作方

式。 以文中 19 段、  段和  3段的主题句和支撑材料

为例，详述支撑材料的主要类型。（5 分钟） 

1. 教 师 通 过 讲 解

     -        类小论文主体段落

写作的两种类型。为单元总产出

任务做结构（         ）中的主体

段落写作（b        g     ）的输

入促成。 

 . 教师通过讲解段落结构

（                   ）中主题句

（               ）和支撑材料

(                   )的写作方式。

为 单 元 总 产 出 任 务 做 结 构

（         ）中的主题句和支撑材

料的输入促成。 

3. 以练促学，以评促学，将

思政内容有机融入课堂活动。引

导学生思考当代大学生如何体现

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并给出例

证（ x      ），这一练习不仅可

以帮助促成单元总产出活动，并

且可以引导学生反思个人行为，

完善道德修养，提高个人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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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                    的练习：教师给出关

于青年人的社会责任的主题句，并给出           和

q         方面的例证，需要学生通过反思个人行为，

给出  x      ，阐述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承担社

会责任。（1 分钟） 

 

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

领有机结合。 

小结 

（  

分

钟） 

教师简单回顾一下本课时内容。 呈上启下，帮学生重申本课

时知识点。 

 

2.3本课时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1）本课时教师通过课堂启发式提问、案例教学等引导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看待问题，尤其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现实问题，“为何有人在危急时刻没有选择去助人？”通

过对这一问题的理性分析，教导学生遇到问题并不可怕，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一切，关键是找到正确

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课时可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塑造理想人格和坚毅品质，帮助学

生在未来的职业和人生道路中做出正确选择，培养“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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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课时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有机融合，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中国

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为我们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提供借鉴意义，从国家层面，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中国在 COVID-19 疫情中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和大国担当，从个人层面，列举志愿者

对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帮助。进而呼吁学生要提高道德修养、文明、友善，要有责任意识，不仅

在危难时刻要助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助人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并精心设计课堂练习，

通过列举青年人社会责任感的例证，既巩固了                    的写法，进行了总产出任务的促成，

又引导学生反思个人行为，激发学生认知、情感和行为的认同，提高个人修养，将显性教育和隐性

教育相统一。 

（3）本课时在寻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法制观念。针对“不愿意帮助别人是怕引

起法律纠纷”这一原因的最可行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我们国家在   17 年颁布实施了见义勇为法（     

S            ）, 教师可以借此教育学生树立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利、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力。 

（4）本课时从高阶思维的角度出发，以“批判思维”和“问题意识”为引，重构教学内容，既

实现了内容（       ）方面的输入促成，又是教材内容的拓展和升华，引发深度思考。以学生乐于

接受的方式实现了思政元素与本课时内容的完美融合，避免简单的说教，既以问题为引，讲好了中

国故事，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又深化拓展了课程内容，

引发深度思考，促进学生的探究式学习。 

 

3、教学评价（说明本课时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通过“师生合作评价”，实现“评教一体”、“以评促学”，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指标的

多元化，强调真实性评价，关注课程思政的隐性评价维度。具体如下： 

3.1 通过线上线下“师生合作评价”模式，结合细化的评价标准，实现“评教一体”、“以评促

学”，和评价主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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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时的子产出任务  ，需要小组合作完成，然后上传到学习平台，结合细化的评价标准，进行

自评和互评，教师挑选典型性问题，课堂集中反馈点评，给与延时评价和选择性评价。课堂促成中，

教师通过启发式提问和练习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课堂表现给出即时的反馈或评价。 

（1）针对混合式教学模式，本课时教师评价包括线上线下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① 学生本堂课的课堂参与度和参与质量； 

② U校园平台上给出的学生课前完成的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的统计数据； 

③ 学生课上和课下在小组群的参与度，在 U校园上传作业的数量和质量。线上和线下对其

他同学作业所给评价的数量和质量； 

④ 学生课后在 U校园完成测试的时效和质量。 

（2）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 

实现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教师不再是唯一的评价者，评价变成学习的一部分，实现了“以评

促学”，促进了学习积极性。 

（3）以作业评价的细化评分标准（                           实现“师生合作评价” 

“师生合作评价”、“评教一体”、“以评促学”等若想达到预期评价目标，就必须创建作业评价

的细化评分标准，向学生传达教师的期望和标准，使主观的评价更为客观，也有助于学生对作业的

进一步修改。针对学生线上平台提交的本课时的子产出任务 2，我们制定了细化的评分标准。详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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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线上提交的单元子任务 2的自评和互评标准，即以思维导图形式展示人们不愿意助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3.2 强调真实性评价（authentic assessment），实现评价指标多元化，关注课程思政的隐性评

价维度。 

本课时的子产出任务 2 是典型的真实性评价任务，着眼于现实问题，测评的是学生的批判思维、

理论联系实际等高阶思维能力或核心素养，也是我们本学期过程性评价的一部分；而学生对完成此

任务所表现出的态度和情感，则属于课程思政的隐性评价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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