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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4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

教学设计方案

（注：本表中请勿出现学校及教师个人信息）

一、参赛材料

《理解当代中国 英语读写教程》Unit 9 Whither Civilizations?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 2》Unit 7 Nature’s Gifts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三版）综合教程 3》 Unit 4 The Heartbeat of a City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四版）视听说教程 1》 Unit 5 Get from A to B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三版）视听说教程 1》Unit 5 The Admirable

二、学情分析

（简要介绍院校人才培养特色与教学对象特点）

本校是以农科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农、理、工、文、法、经、管、艺等多学科相协调的“双一流建

设”大学。学校坚持“三全育人、五育融通”的育人理念，着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自主学习力、

实践创新力、数智创造力和全球胜任力。英语专业为国家级一流专业，本专业力图打造融通课内课外、线上

线下、虚拟与现实的全时空育人环节。

《英语读写 4》是本校英语专业二年级下学期的专业必修课，课程以“理解当代中国”之《英语读写教程》

为主要教材，辅以“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进行教学。课程团队坚持构建“绿色课堂”，即构建具有整体性、

交互性、和谐性和个性化、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在此模式下，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教师、文

本和教学环境（包含多媒体教学设施与 AI技术）之间形成多维互动、协调共生关系。

本课程授课对象为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学生英语语言基础较好，分析能力较强；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当代中国新理念、新方案一知半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知识储备不足，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能力有待进一

步提升；人机协商互动能力（HAINC）不足，对于人机协商互动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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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设计方案

1、单元教学目标（说明参赛单元的教学目标，体现语言目标、知识目标与育人目标的融合）

育人目标

• 通过学习课本上的演讲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背景资料收集和课堂讨论，线上线下学习和人机互

动协商，认识沟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及具体实施，理解并深入认识中国对改善人类当今面

临的问题所做出的贡献，增强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 通过本单元学习，提升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同理心。

能力目标

• 通过多轮人机互动协商实践，提升学生有效利用 AI的能力；

• 通过讨论互动、演讲稿互评，提升沟通合作能力；

• 通过读写结合，提升演讲稿撰写能力。

知识目标

• 通过课前作业，在线学习，课堂展示，范例讨论，掌握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色词汇及表达方式；

• 理解文章中使用的中外文化典故及其深刻含义以及对文本构建本身所起的作用，在文本撰写中学会正确

使用中西文化典故、比喻等。

2、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目标（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选取依据及教学目标，该环节教学目标应与单元

目标一脉相承）

课堂展示环节教学旨在达成多维度教学目标，实现语言目标、知识目标与育人目标的有机融合。在

语言目标方面，借助课堂学习全程与 AI 逐步深入的互动及协商，并以实践为导向，提升学生对 AI 的

理解与运用能力，从内容和语言两个层面增进写作的准确性与适宜性。知识目标上，引领学生深度领会

中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及 “中国绿色发展” 理念的内涵要义。育人目标则聚焦于运用目标受众

（读者 / 观众）文化中的常见元素构建比喻，向其阐释中国文化价值精神，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精彩

讲述中国故事，有力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与中外

文化交流的有效践行者。



3

3、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过程（1>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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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

组织流程，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3>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如何有效使用教材实现教学目标，如何体现

数智融合，创新育人）

本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秉持 “以学生为中心，AI 赋能，跨文化融合与实践导向” 的设计理念。以文

秋芳 HAINC 理论为支撑，强调人机互动协同在教学中的重要性，通过创设真实且富有启发性的教学情境，

引导学生在与 AI 的深度互动中探索知识、提升技能，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实现

中国文化价值精神的有效对外传播。本环节选取该单元课文的第 17 个自然段落（P181），将授课主题设

定为写作修辞手法中的比喻（暗喻），聚焦如何使用 AI 助力完成在跨文化语境中对喻体的选择。

展示环节

1. 情境导入与知识铺垫

教师带领学生回顾课文主要内容，并带领学生回顾前课作业，引发学生关注文中“瑞士军刀”暗喻写作

手法的使用，引发思考。随后介绍本节课教学目标，即如何借助 AI 选择暗喻喻体，从目标受众文化出

发，从而更好向西方受众传播本国文化理念。让学生对 AI 工具有更清晰的认识，为后续实践操作奠定

基础。

2. HAINC 实践探索

授课一共实施两轮 HAINC。由于学生已建立对 AI 的基础了解，本课堂主要聚焦 HAINC 后四个步骤的闭环

操作训练。

第一轮的训练主题是：在写作训练中，在目标听众文化背景下，选取喻体的操作原则。

第二轮训练主题是：为“2024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撰写发言稿。以欧洲参会大学生为目标听众，为发言

稿选取喻体，说明中国的“青年共创绿色未来”倡议。

教师引导学生设定目标，实时向 AI 发布指令，并对 AI 的回答进行分析反馈。将学生分成小组讨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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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元素的准确性、与教学主题的关联性以及语言表达的适切性等方面进行讨论。教师巡视各小组，适

时给予指导和启发。之后，学生根据讨论结果重新调整指令，再次向 AI 提问，以获取更符合要求的信

息。通过这样的循环操作，让学生逐渐掌握向 AI 发出有效指令的技巧，提高对 AI 回复的分析和利用

能力。完成两轮闭环 HAINC 训练后，回归主题，指明该写作手法的使用是为了更好的升华主题。

3. 课后拓展与提升（课后完成）

要求学生根据课堂上的评价反馈和反思结果，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绿色发展主题进一步搭建自己的演

讲稿。在此过程中，学生再次借助 AI 数字人，按照 HAINC 的四步操作与 AI 协同提供更多关于中西方

文化对比与融合的案例或表达方式，以增强演讲稿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同时，学生将与 AI 互动过程截图

上传至数字平台，并撰写一份创作反思笔记，详细记录自己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与 AI 互动的经验、遇到

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对中国文化价值精神的新理解以及在跨文化创作能力方面的提升体会等。其他学生

可在数字平台上阅读和点评同学的作品与反思笔记，通过相互学习借鉴，进一步拓宽视野，提升跨文化

交际能力和 AI 应用能力。在下次课堂教学中，教师选取部分优秀的完善作品进行再次展示和分享，进

一步巩固和提升教学效果。

4.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评价（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体现如何运用数智化测评手

段或工具，提高评价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贯穿文秋芳老师 HAINC 理论的多元互动评价理念，以形成性评价为核心展开教学活

动。教学全过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作为引导员，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人机互动，指引学生实践以 AI 辅助

写作题材的思路拓展。学生在老师引导下针对单元主题尝试向 AI 发出指令，如让 AI 提供目标受众文化元

素相关资料以辅助创作。接着，师生共同深入分析 AI 的回复，判断其对文化元素的提取是否精准、对中国

文化价值精神的关联是否恰当，以及语言表述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分析结果，学生重新调整指令，优化 AI 输

出内容，循环往复，由浅入深地锻炼学生与 AI 的互动协作能力。学生依此对 AI 的使用过程及其产出开展评

价与反思，课后借助 AI 进一步完善作品并通过数字平台交流心得。智能化教学平台全程记录，提供多维度

数据支撑评价与学习，切实提升学生跨文化创作与 AI 使用能力，达成教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