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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命 大格局 新文科 大外语”

吴岩，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2019年3月23日



挑战

大学外语教育的认识和课程定位需明确

✓大学英语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大学英语教学中语言与人文的关系是什么？

✓应试能力、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关系是什么？

✓通用英语、学术英语与专门用途英语的关系是什么？

✓课时缩减与大学外语教学改革之间的平衡？



发展定位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 新时期大学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何莲珍，
2019

➢ 守正出新,推动大学外语教学内涵式发展，
王守仁、王海啸，2019

➢ …..

➢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刘建达，2019
➢ 构建系统连贯的考试体系,促进英语教育教学和评价方式

改革 ，姜钢、何莲珍，2019
➢ ……

测试体系

教师发展

教学模式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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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四本与技术最相关的期刊，在知网里文献搜索结果如下。但有重复文献，还未查重（含会讯）。
（2015——）

期刊 关键词 数目 关键词 数目

外语电化教学（117） 慕课 10 翻转课堂 28

微课 6 语料库 71

新技术 2 人工智能 6

电化教育研究（105） 慕课 30 翻转课堂 42

微课 22 语料库 5

新技术 6 人工智能 44

中国电化教育（123） 慕课 27 翻转课堂 59

微课 32 语料库 1

新技术 4 人工智能 44

现代教育技术（181） 慕课 38 翻转课堂 84

微课 46 语料库 8

新技术 5 人工智能 48



研究梳理

社会化（Socialization)
越来越多的学 习者习惯于在协作中学习,
他们从学习伙伴那里获 得的知识已经与
从教师那里获得的基本持平了,而 来自
伙伴的知识更则具情境性。因此,社交媒
体在 学习者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移动化(Mobilization)
移动设备的发展加速，学习
者把这技术和设备作为身体
的延伸,用这些设备做听、说、
读、写、算等很多 事情。

个性化（Personalization）
当前技术更加支持学习者自 主学习,学习分析、大
数据、发展性工具和软件 (Developing Tools 
and Software)可以帮助学生更加了 解自己,也使
他们在安排自己学习计划时体现更多 的自主性。

“一对一”学习模式（one to one)
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校开始支 持学习
者开展移动学习,移动学习时代已经到来。

胡永斌等，国际教育信息化的现状与趋势 ——访新媒体联
盟CEO拉里·约翰逊博士，中国电化教育，2015（1）



研究梳理——理论探讨

联通主义
联通主义以混沌理
论，网络理论，复
杂理论和自组织理
论为基础
（Siemens, 
2005a）, 认为世界
本质是整体的，分
布的，是对要素如
何被感知着连接的
反应。

迁移理论
影响迁移的要素主要有知识
经验、 学习策略、迁移意识
和学习情境等四种。 其中,
知识经 验是指学习基础或既
有的认知结构;学习策略既包
括 学习者的学习方式,也包
括教育者的教学手段;迁移
意识首先是指学习者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的理念及能 力,
其次也指教育者为迁移而教
的理念及能力;学习 情境则
是指促成学习迁移必不可少
的客观环境和主 体条件。

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互动在社会建构主义则强
调群体智慧对个体知识形成的
有利影响,强调个体知 识与技
能获得中的重要作用。苏联心
理学家 Lev Vygotsky 提出
“最近发展区”理 论。 他认
为学生有两种发展水平:现有能
力水平和潜在 能力水平,两者
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

支架式 教学(Scaffolding 
Instruction)通过脚手架攀爬
作用,不 断把学生的智力、能
力从低水平提升到高水平,消弭
现有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
间的差异。

掌握学习理论
著名教育家芝加哥大
学教授布卢姆提出, 
核心观点是“学生的
学习能力并不能直接
决定他的学习成效。
而只能决定他掌握内
容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教师围棋提供所需要
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帮
助，90%以上的学
生都能掌握我们所教
授的事物”。教学效
果受五个变量相互影
响：机会，毅力，教
学质量，学生理解能
力和能力倾向。



泛在学习环境则
是为学习者构建
无所不在的学习
资源，无所不在
的学习交互与支
持的沟通网络，
无 所不在的学习
环境。 基于“互
联网+”的新技术
倾向于构建去中
心化的交互网络，
是学习者、教学
者、管理 者、浏
览者等主体进行
学习交流、情感
交流的重要手段。

张坤颖，“互联网+”视域下新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与思考，远程教育杂志，2016（2）

研究梳理——理论探讨



研究梳理——教学平台

张辉等，MOOC 背景下翻转课堂的构建与实践 ，现代教育技术，2015（2）



研究梳理——教学活动设计

刘爽，ARCS模型视角下微课程的设计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15（2）



研究梳理——教学活动设计

根据掌握学习理论，让每个学生能有
足够多的学习时间。只要教师给予学
生足够多的学习时间，并且找到帮助
每个学生学习的方法，所有学生都可
以掌握学习内容，最终使大部分学 生
达到良好的发展水平。（以学生为中
心）
掌握学习的具体步骤概括如下：
1、确定教学的内容和教学要求；
2、实 施制定的教学计划，为学生提
供足够的练习机会和恰当的指导；
3、测量学生是否掌握了教学内容；
4、根据学生反馈，发现存在的问题
并给学生第二次学习机会；
5、有针对性地再次讲授已经 学过的
相关内容。

掌握学习理论认为：学生成绩的差异
不是智力的差异，而是学习速度的差
异，只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供足够
的时间和适当的帮助，95%的学生都
能掌握所教内容。

刘艳斐，“翻转课堂”教学设计研究，现代教育技术，2015（2)



研究梳理——运行机制

蒋燕、胡加圣，基于SPOC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大规模教学运行机制研究，
外语电化教学，2019



研究梳理——翻转课堂

蒋燕、胡加圣，基于SPOC的大学英
语翻转课堂大规模教学运行机制研究，
外语电化教学，2019



研究梳理



研究梳理——翻转课堂

研究主题

翻转课堂核心价值、本质及关键要素研究 。
该主题包括自主学习能力、教育理念、网络教
学平台、混合学习、信息技术、个性化学习、
师生角色、教学方法等 8 个高频关键词。

翻转课堂在中小学的应用理论和实践研究

翻转课堂在高校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应用研究 。该主题包括微课、
MOOC、教学设计、高职教育、教学实践、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可
行 性、应用研究、教学改革、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等12个高频关键词 ，
反映了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的迫切性,期望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改善目前大
学英语的教学质量。



研究梳理——翻转课堂

潘炳超，翻转课堂模式应用于高校教学的实验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15（3）

使教师得以从反复
的讲解和示范中解
脱出来，并节省了
有限的课堂时间。
授课教师还表示，
只要把学 习的主动
权交还给学生，学
生的主体性作用自
然就能发挥出来；
只要学生成为自主
学习者，教师 就更
有机会去扮演组织
者、引导者和帮助
者的角色。



研究梳理——移动终端的影响

杜俐蓉，移动终端对学习的影响效果研究，现代教育技术，2019



研究梳理——人工智能

何高大、罗忠民，人工智能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外语电化教学，2019

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人工智能辅助外语教学研究可以粗略归为三个方面：

(1)计算机辅助错误分析和纠错 (包括学习者听说读写译语言输出的错误分析和纠错 );

(2)中介语特征描写及语言发展型式的研究 ;

(3)对研究成果的验证 。

但人工智能辅助外语教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内容、研究设计还是数据解释方面都存在很大

的发展空间。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学习者语言的发展规律, 同时也将更加丰

富现有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为外语教学提出更有效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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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系统——实体课堂、教辅资源、幕课（微课）等

学习系统——认知环节、教学环节、互动环节

“三位一体”

建设思路

教学系统建设

慕课、微课等资源

学习系统的建设

认知环节——包括计划，监控，评价，
动机，自我调控等认知因素

教学环节——核心

互动环节——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
生间的互动与交互

网络教学平台

实体课堂

大学外语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支撑

教辅资源



与美国罗格斯大学写作课程项目组合作开展英语写作课程在线教学

增强英语使用能力
开拓国际视野
提高写作水平

授课平台（Sakai）

On-line Teaching



*

课程规划 知识点设计

Part  1 Part 2 Part 3

慕课选题 课程设计 课程拍摄

Part 4 Part 5

后期制作 教辅资料

Part 6 Part 7

宣传片拍摄 课程上线

Part 8 Part 9

PROCESS WRITING MOOC 开发步骤大学英语过程写作幕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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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进一步开展

线上线下环节细化课程建设体系化

教学评估深化

整体来看，目前的研究偏重于重构教学结构、构建教学平台，对于教

学模式、应用实践、教学设计和概念的介绍和辨析的研究是主流。

研究与问题

课程评估系统化



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有待提高.

Your text

01

Your text

02

学生完成率和
作品质量有待
提高.

Your text

03

慕课平台的建
设质量有待进
一步提高.

Your text

04

教师对新技术
的接受和驾驭
能力有待进一
步提高.

实践与问题

Margarin et al (2015)提出对慕课这样由新型教育技术推动的教学变革进行质量评估的十个指标：
问题中心，知识背景调动， 演示， 应用（案例教学，作业），整合（整合课程设计的概念与理
论）， 集体知识创造（在线评论分享，对课程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讨论），合作学习， 区别对待学
习需求（教学步骤相对独立且关联，适合不同学习目的），现实关怀，专家性反馈



30

“互联网＋”教学必将是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基于大数
据的开展和分析，在完整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在教学体系
的构建中，要避免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脱节，要进一步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优化课程资源，加强教师培训，
改进课程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