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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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交际 

课程类别 
□大学英语基础课程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 

☑英语专业课程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  □翻译专业课程 

教学对象 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 

教学时长 100 分钟 

教材名称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 

参赛单元 第___册 第_6__单元 （*单本教材仅填写单元信息） 

二、团队信息 

参赛团队成员（第 1位为团队负责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研究方向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承担任务 

1 高淑玲 女 教授 测试学，英

语教学 

18629311839 626074207@

qq.com 

总体规划，任务

分配 

2 赵翔 女 讲师 英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 

18089286569 46043060@q

q.com 

示范课授课 

3 李慧 女 副教授 英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 

18591953685 305347603@

qq.com 

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课程方案设

计 

4 王靖涵 女 副教授 英语教学，

翻译理论与

实践 

17702939921 153623053@

qq.com 

资料搜集，课程

设计 

5 白玉洁 女 助教 英语教学，

翻译理论与

实践 

13289337057 602935038@

qq.com 

资料整理，课程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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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教学情况  

承担教学任务 

团队负责人近五年来主要从事语言学、测试学理论与实践、英语专业课程、大

学英语等教学研究及科研工作。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讲授国际会

议英语、英语口译、英语听说、英语写作，大学英语、英语语法学、英语测试的理

论与实践、英语学习与测试、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等全校通修与通识课程。 

开展教学研究  

团队负责人先后主持或参国家教育部教改扩展项目、国家社科项目子项目、陕

西省教育厅、西北大教学改革项目、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共 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主编、参编各类教辅教材，如：《大学英语四级新题型备考解析与专练》、《英

语视听说》、《英语阅读进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共计 20 余部。 

  

获得教学奖励 

团队负责人为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首批参与人”；西北大学“国家人

才培养基地英语教学团队带头人”；陕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大学英语》第一参与

人”、陕西省精品课程；“《高职英语》主要参与人”。先后获得陕西省高等教学与优

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多次获得西北大学教学质量奖；西

北大学优秀教案展评奖；多次被评为西北大学“优秀教师”，“优秀党员”等。西安

外事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西安外事学院“陕西地域文化译介创新团队”带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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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设计方案 

1、课程定位 

（1）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交流沟通范围不断扩大、深

度不断加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亟需相互了解与融合，跨文化交际的质量需不

断提高与改善，跨文化能力特别是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 

（2）西安外事学院是一所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

应用型民办本科院校。该课程是西安外事学院国际化人才培养环节中重要组成部分和

实现环节。该课程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综合性课程，旨在使学生认识语言、文化和交

际三者之间的关系，熟悉本族文化，了解他族文化，掌握跨文化交际理论，提升应用

技能，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解。 

（3）通过实践唤醒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培养跨文化能力,使学生顺应时代发展需求，

成为具有跨文化理解、表达、沟通能力的国际人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更加自如

地进行沟通与表达。 

2、教学目标 

（1）课程时长 

   本课程总时长 32学时，每周 2学时。 

（2）总体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对象是西安外事学院英语专业三年级本科生。课程传授英语语言国

家的文化，展示其独特的社会风貌，揭示中西方文化在言语交际、非言语交际、生活

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取向、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宗教信仰

等方面存在的同时，对比其差异性，使学生在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中加深对其语言现象

及其文化蕴涵的理解和领悟，旨在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得体的、有效的交际。 

（3）预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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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②熟悉中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跨文化知识； 

③具有跨文化情感挑战的应对能力； 

④获得跨文化交际的实用技能，成为新一代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3、教学内容 

（1）线上教学内容 

以西安外事学院在线开放课程《跨文化交际》为主要资源进行网上教学，并辅以

《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流》等网络慕课教学资源；除课堂教学之外，

每一单元配备有线上预习和知识拓展内容，从而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提高学习

效率。 

本课程具有紧密联系生活的特点，为了弥补课本案例形式单一的缺憾，课题组在

影视剧及新闻中搜集了大量的视频、图片资料作为补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跨文化交

际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2）线下教学内容 

依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本课程教学内容如

下： 

① 文化与交际、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际学的基本知识。 

② 日常言语交际。着重介绍跨文化日常交际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称呼、话

题选择、拜访礼仪、赞语与赞语应答等，练习注重训练学生的日常交际的模式化习得。 

③ 言语交际，着重讲解词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思维模式。通过大量的实例，

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生动有趣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同时把文化深层结构引入学生的视

野。 

④ 非言语交际，主要概述非言语交际的三大内容：时间观念、空间的使用与

身势语，用大量事例充分展示了非言语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及应用规则。 

⑤ 跨性别文化交际，介绍中外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差异，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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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风格、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如何跨越这些障碍而达到彼此的沟通与理解。 

⑥ 谈判风格的文化差异，着重分析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不同谈判风格，介绍

了中西方谈判氛围、谈判人员的组成、决定方式等方面的异同。 

⑦ 跨文化交往中的幽默认知，介绍在跨文化交往中如何理解幽默、欣赏幽默

和使用幽默。 

⑧ 以跨文化人格形成为内容，重点讨论中西方文化观的融合，介绍了中西方

世界观在对宇宙、自然、知识、社会、时间及交际等认识方面上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提出随着中西文化不断交流与融合，培养跨文化人格成为一种必然需要。 

（3）以“U校园”为平台的移动端教学 

为了提高授课效率，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本课程借助手机移动端完成日常课堂

管理与活动组织等工作，如：自助签到、上课分组、 举手、抢答、投票、测试等。

丰富多样的活动与课堂组织方式给学生带来了新鲜感与挑战，使学生保持高昂的学习

热情。同时，对于学生在移动端参与的所有活动，系统能够自动记录并反馈给教师，

便于教师跟踪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进行量化考核，最大限度的保证授课质量。                         

4、教学组织 

（1）教学理念 

以产出导向法（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下文简称 POA）为指导思想设

计教学活动，即：以学生能真正学到什么为前提设计每一个教学活动，使得“课堂教

学的一切活动都要服务于有效学习”。 

结合美国 21世纪外语教育 5C标准，即：每项教学活动的设计考虑 Communication 

（交流）；Cultures （文化）；Connections （联系）；Comparisons (比较)；Community 

（社团）五大实用因素，同时借助在线课程和移动端 U校园，形成了实体课堂与虚拟

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2）教学方法                               



 

结合 POA 与 5C 标准，每一个课堂均以教师为中介，由产出驱动—输入促成—产

出评估三个部分组成。 

首先，教师联系生活中跨文化交际现象发布交际任务（产出驱动），挑战学生现

有的跨文化交际知识或者经验，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产生兴趣（输入促成），

然后教师分解交际目标，设计若干跨文化情景模拟活动组织学生参与体验或者讨论，

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各种情景模拟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完成（产出评估）。这

三个阶段均以教师为中介，具体表现为教师的引领、设计、支架作用。在此过程中，

需要教师以交际目标的产出为中心，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活动，使其最大限度的服务

于产出需要。 

（3）教学手段 

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线上线下相混合，慕课与翻转课堂相融合。

实体课堂进行概念解析和活动组织，线上安排学生观看视频和进行讨论，利用手机移

动端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辅助课堂管理、活动组织与学习效果评估，一切教学手段服

务于“以学习为中心”。 

5、教学评价 

    本课程的评价方式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1）形成性评价

结果占学期成绩的 60%，主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与每章节学习效果。主

要体现为师生互评、生生互评、自评。其中以教师评价为主，同学之间相互评价为辅。

（2）终结性评价占学期成绩的 40%，以期末论文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考量

学生对于本学期所学知识的综合掌握和应用情况。 



四、单元设计方案 

1、单元教学目标 

①了解不同国家男、女性形象差异。（Cultures, Comparison） 

② 掌握 sex 跟 gender 这两个词表示“性别”时候的区别。（Connections） 

③了解男性与女性在交际中的语言差异。（Comparison ，Communication） 

④ 掌握跨性别交际中的交际原则及应用 （Community） 

2、单元教学内容 

（1）本单元主要内容 

  本单元主要通过不同国家男性、女性性别形象（Gender Role）的比较，让学生感受

到 Gender这个词的内涵，从而引出 sex 跟 gender 这两个词表示“性别”时候的区别。

然后通过视频案例的分析、讨论，让学生总结男性以及女性在交际过程中的交际差异。

借助移动端的虚拟课堂，将男、女交际差异的场景进一步延伸，让学生完成生活中的调

查与讨论，从而使学生掌握跨性别交际中的交际原则及其应用。 

（2）课时分配 

本单元线下 2 课时，线上时间学生可自行分配。在线下课堂中，学生将在老师的引

导下将完成本章节第 1-3个目标。第四个目标需要结合视频案例、由学生分组调查讨论

之后总结完成。考虑到延时评价需要建立在完成视频观看，社会调查，小组讨论的基础

上，通过手机移动端完成，因此线上任务只设计截止时间，具体操作时间由学生根据个

人情况自己决定。 

（3）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课程的设计以 POA 与 5C为指导思想与原则，以目标，活动，评价为主要教学环节，

通过①目标驱动，挑战学生认知；② 活动设计，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认知过程；

③ 评价，对于教学活动采取即时评价与延时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学生整体的学习效

果与学习态度，采取即时评价与延时评价相结合。 



3、单元教学组织 

 

4、单元教学评价 

采用多元化、多模态的评价方式。 

（1）评价理念 

教学评价多元化、多模态。具体体现在教师讲授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结果，注重评

估对教学的正向与反拨作用。 

（2）评价方式 

①学生在线上或线下参与的每一项活动，包括观看线上资料，回答问题，参与讨

论，线下的问答、代表发言、主动参与讨论等，教师都会根据其展现的学习能力与态度

给予积极评价与相应分数鼓励。如回答问题 1-2 分，参与讨论每小组 5-6 分，代表发言

2分。期间包含即时评价、延时评价、形成性评价三种方式，的目的在于合理利用积极、

科学的评价机制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②本单元的终结性评价指学生经过充分讨论提交个人心得报告。教师根据其报告

的完成度给予相应的分数，通常每单元书面报告的分数为 5-10分。 



五、教学设计特色 

（1）本单元的教案设计紧扣西安外事学院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的办学特色与

人才培养定位，以产出导向法 POA 与美国 21 世纪外语教育 5C 标准为自己的总教学指

导思想，以学生“学习需求”为中心，充分发挥线上虚拟课堂与线下实体课堂各自的

功能，打破了传统课堂在时空上的局限，将课程的广度以及深度拓展的同时，提高了

学生的参与度。 

（2）注重课程的前瞻性、创新性与实用性以及学生的参与感、师生的互动程度。

教师在授课时主要采取案例法、归纳法并扮演活动的组织者、问题的回答者、项目的

支持者等角色，关注学生的参与感、体验感、成就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要以工作

坊互助模式进行讨论，，通过任务驱动，相互合作展开研究。在此过程中，除学习了专

业知识外，通过各种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总结归纳能力，

并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人特长。 

 

注：本表请以“学校名称”命名，保存为 PDF 格式，与参赛授课录像（以“学校名称”命名）同

于 5 月 22 日 24:00 前上传至大赛官网 star.unipus.cn 的相应参赛组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