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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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院校特色：

我校是一所财经特色鲜明、文理兼备的研究型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秉承

“经世济民、孜孜以求”的大学精神，坚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相结合，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培养中国式现代化金融、经济、管理、文化等领域的高水平人才。在外语人才培养上，

我校形成以“外语技能”为基础、“财经知识+人文素养+数智融合”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文以明道，融汇中外”为理念，培养外语基础扎实、财经知识丰富、人文素养优秀和具有

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外语人才。

我校商务英语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英语专业是省级一流本科专业。自 1994 年始，

我校开设英语专业系列课程，培养定位及方向为：致力于贯彻落实英语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融

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形成英语与商务学科交叉融合的培养模式，彰显跨学科特点，

凸显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专业特色。英语专业建设依托外语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不断开

展与学校“大数据+”“人工智能+”“计算机+”的发展战略相契合的专业建设工作，深入推进

“建设新文科、引领新财经、创造新优势”战略实践，布局新领域、开设新专业、大力建设数

字化教育和虚拟实验室等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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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对象特点：

参赛教学设计方案的授课对象是非英语专业大二本科生，其主要特点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1) 英语基础：听力和阅读水平相当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 5 级，口语和写作

能力相当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 4 级。这表明，选课学生的语言输入能力较强，语

言多样性和准确性方面有一定的基础，能够审视和评析专业领域的材料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理

解深层含义，也能就多种社会话题进行交流和讨论，但在语篇产出能力上有待提升。

2) 学生需求：选课学生具有较强的大学英语学习动机和较高的学习期待。根据最近几年对

本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学习需求的调研，约 90%的本科生预计将会选修双语或全英语专业

课程，有超过 80%的学生将参与或已经参与了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交流活动，大约 30%的学

生将参加或已经参加出国项目。绝大部分学生需要用英语就多种社会话题和学术领域进行交流

讨论，因此希望通过本课程提高语篇的产出能力，更好地运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和交流沟通。

3) 能力素养：选课学生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数智素养和自主学习能力，能够较好

适应数字化时代教学模式的转变，可较好地融入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具有一定的审辩性思维

能力，但在语用传播能力还有待加强，例如合作学习完成任务、有逻辑地组织信息并使用证据

或支撑信息进行说明、使用视觉辅助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高。

（3）课程时长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三版）综合教程 3》 课程共 51 个学时，每周 3学时，教学计划共 17

周完成课程任务。

（4）课程总体目标：

1) 强化价值引领，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将个人发展、国家发展紧密相

连，成为“知中国、爱中国、讲中国”的国际传播人才。

2) 帮助学生提升语言能力，厚植国家情怀，拓展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3) 引导学生在增强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探析文化异同、评鉴文化案例，尊重世界文化多样

性，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开展灵活、有效且有原则的跨文化沟通。

4) 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数

智应用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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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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单元主题为“The Heartbeat of a City”, 主要共两篇：“The Beautiful Blue Danube”

和“Wuzhen, Past and Present”，教材所列教学目标如下（参见课本 p. 88）：

单元教学目标

（1）描述你所在城市的特征与特色；

（2）学会使用证据或支撑信息说明你所在城市的特征与特色；

（3）有效使用视觉辅助技巧介绍你的家乡或所在的城市。

基于校情、学情、课程总教学目标及学时安排，我们将课本所列单元教学目标细分为认知

（知识目标）、情感（育人目标）、技能（语言目标）三个层面，并在教学环节中进行有机的

整合——基于语篇产出的练习提升语言能力、基于内容与知识的学习塑造价值观，践行“用中

学、学中思、思中悟”的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如下：

1）育人目标

a. 通过对所居住的城市的了解、描述和展示，培养学生对家乡发展的自豪感。

b. 通过说明所在城市的特征与特色，增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感。

c. 通过制作视频，利用多媒体的方式展示中国城市新发展的积极形象，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

2）语言能力目标

a. 运用三种顺序撰写小组演示的文稿。

b. 合理运用 AI 等数智手段，丰富小组演示的视觉呈现效果。

c. 提高跨文化沟通和思辨能力。

3）知识目标

a. 通过讨论、学习、查找资料，完善对所居住城市各方面信息的了解。

b. 描写和说明所居住城市的特征与特色，明确家乡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

c．了解不同视觉辅助的形式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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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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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依据是：紧扣教材、立足学情、指向产出、聚焦问题。

a. 紧扣教材：展示环节紧密围绕本单元教材设定的语言教学目标，同时兼顾知识目标的

达成与育人目标的落实。本环节的教学素材主要选自第 4单元“The Heartbeat of a City”

课文内容与课后练习。

b. 立足学情：基于教材的产出任务，结合校情、学情和课请，本环节对教材进行了合理

的选、调、增、改，在深入探讨单元课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近学生的文本材料和练习

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将单元产出任务调整为更契合学生需求的小组演示任务。

c. 指向产出：展示环节的教学内容指向单元总产出任务——有逻辑地组织信息并支撑和

说明城市的特点与特色（参见课本 p.88）。学生需要收集、分析信息，运用时间、空间

和话题顺序进行有效的整合，作为介绍城市特色的支撑信息。展示环节的教学内容进一步

为学生搭建语言脚手架，提升语篇能力。

d. 聚焦问题：本单元语言目标的教学重点是有逻辑地运用信息支撑和说明城市的特点，

但是在“驱动”环节，我们发现学生的语篇产出或缺乏支撑、或信息逻辑混乱，无法有效

地呈现一座城市的特征与特色，不利于信息的跨文化传播。因此，展示环节针对这一产出

问题，聚焦信息的逻辑组织与观点的有效支撑，帮助学生增强语篇产出能力和跨文化沟通

能力。

2) 展示环节教学目标

展示环节的教学目标与单元目标一脉相承，具体内容如下：

教学目标 展示环节 单元目标

育人目标

基于前 1-2 节课的课文分析（The

Beautiful Blue Danube; Wuzhen

Past and Present），提升学生跨

文化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对家乡

发展的自豪感

通过对所居住的城市的了解、

描述和展示，培养学生对家乡

发展的自豪感

列举、说明首都北京的城市特征与 通过说明所在城市的特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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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增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使

命感

特色，增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

的使命感

小组合作，完成小组演示“The

heartbeat of Chengdu in the eye

of a new Chengduer”并制作视频，

利用多种 AI 辅助工具和多媒体手

段，展示成都发展的积极形象，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通过制作视频，利用多媒体的

方式展示中国城市新发展的

积极形象，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

语言目标

围绕蓝色多瑙河的创作，了解音乐

之都维也纳的城市特色（时间顺

序、空间顺序、主题顺序），学会

识别、区分信息呈现的不同顺序并

能够利用不同的顺序组合撰写小

组演示的文稿

运用三种顺序撰写小组演示

的文稿

利用不同顺序组合的信息呈现，完

成 小 组 演 示 任 务 — — “ The

heartbeat of Chengdu in the eye

of a new Chengduer”，并学会尝

试使用 AI 进行视觉辅助

合理运用 AI 工具，丰富小组

演示的视觉呈现效果

学会识别并使用不同顺序的组合

信息，有效支持想表达的观点
提高跨文化沟通和思辨能力

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课文、查找资料和小组讨

论，进一步了解所居住的城市，积

累和运用相关表达，能够识别、区

分三种信息呈现的顺序

通过讨论、学习、查找资料，

完善对所居住城市各方面信

息的了解

通过首都北京城市特色案例的分

析学习，组织描写和说明成都的城

市特征与特色，明确家乡发展对中

国经济发展意义

描写和说明所居住城市的特

征与特色，明确家乡发展对中

国经济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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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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展示环节的主要内容

展示环节主要讲解信息呈现的三种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主题顺序），主要分为

三个环节：a. 通过对北京中轴的探讨，了解并识别三种顺序；b. 了解三种顺序的相互

转化；c. 综合运用三种顺序，完成小组演示任务“The heartbeat of Chengdu in the

eye of a new Chengduer”。

2） 展示环节的设计理念与思路

展示环节依托课程定位与学生学情，在 POA“学习中心说”（Learning-centered Education

Principle）、“学用一体说”（Learning-using Education Principle）和“全人育人说”

（Whole-person Education Principle）三大教学理念的基础上原创性地将整体教学思路设计

为“3 C”原则，即：

Contemporary: 对应 POA“全人育人说”的人文性目标，亦即本单元教学的育人目标。

具体体现在：

选取产出任务的话题紧扣时代主题，在教材单元内容“The Heartbeat of a City”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了解首都北京和所居住的城市，提升学生语言知识能力的同时培

养学生对家乡、对国家的自豪感。

选择为产出服务的输入材料时，运用 AI 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写作三种顺序，培养学生

的人机互动协商能力 Human-AI Interactive Negotiation Competence（HAINC）的同

时提高学生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的能力（文秋芳，2024）。

Coordinating: 对应 POA“学用一体说”的实践性目标，亦即本单元教学的语言能力目

标。

具体体现在：

教学材料和教学手段的多元融合，以达到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运用紧密结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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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如使用人工智能提供输入性学习材料的同时（motivating），结合线上课程等

教学方式和手段，促成学生完成子任务（enabling）。

再辅以机评、互评、师评等多元评价方式，让学生更快地学以致用（assessing）。

通过整合线上线下、多时空同步的混合式教学，让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运用形成有

机联动，达到学用一体的语用目的。

Communicative: 对应 POA“学习中心说”的有效学习目标，亦即本单元教学的语言能

力目标和知识目标。

具体体现在：课堂教学的一切活动都服务于有效学习，本环节教学活动的设计均围绕最终的学

习产出目标，即运用有逻辑的信息支撑和说明城市的特点与特色。

3） 选取的教材内容

展示环节基于上面所提出的“3C”设计理念，落实教材“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

价值引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的总体目标，结合校情、学情和课情的综

合分析(详见本教案“学情分析”部分)，在 POA 理论的指导下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

选、调、增、改，以期更好地贴合选课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具体如下：

展示

环节
教学内容 教材内容

选

取

策

略

选取依据

驱 动

（ 线

上 线

下）

 复习单元课文的主要内容

（p. 90-92）

 根据相关选段，完成在线

练习（p.91）：

How is the sequence in

the Exercise 2

presented？

 思考

课文的相关信息是按照什

单 元 课 文 “ The

Beautiful Blue

Danube ” （ p.

90-92）

选

选取本单元教材的重点语

言教学目标：在识别、区

分并运用三种不同的信息

展现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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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顺序来呈现的？

促 成

（ 线

上 线

下）

促动（Orientation）

 了解信息呈现的三种顺序

 分 析 并 识 别 “ Beijing

Central Axis”运用了哪

些顺序

 分 析 并 识 别 学 生 视 频

“ Friendly Cities of

Beijing and Rome”运用

了哪些顺序

 结合前两个案例，从介绍

北京市的角度回顾前序案

例，思考刚刚运用了什么

顺序

联动（Negotiation）

 了解三种顺序的相互转换

与组合

互动（Engagement）

 综合运用三种顺序，促成

学生完成本环节的产出任

务

教材 p. 89，p. 96

和 p.104

增、

调、

改

 增加大学 4 级词汇相

关试听材料“Beijing

Central Axis”，促

成学生了解和区分信

息呈现的三种顺序

 增加我院留学生示范

视 频 “ Friendly

Cities of Beijing

and Rome”，通过学

生互评、教师点 评等

多种方式进一步促成

学生对三种顺序的理

解与运用

 将单元产出任务调整

为小组对成都城市特

色和特点的介绍

评 价

（ 线

上 线

下）

 师生互评：教师对学生的

课堂练习进行评价

 生生互评：小组内写完文

稿后学生之间进行互评

 U 校园自动评价

教 材 p.89,

p.90-92, p.102
调

 通过多种形式的评价

方式，更好地促成学

生理解和掌握信息呈

现的三种顺序，完成

教学的“驱动-促成-

评价”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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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示环节的组织流程

课前环节说明：展示环节的前序课程设计是通过精读课文(“The Beautiful Blue

Danube”)，完成课文内容的思维导图。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发现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

教学环节 教学重点 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复习

Motivation

复习单元课文

“ The

Beautiful Blue

Danube”的主要

内容

 通过思维导图复习课文的主要

内容

 完成在线练习

What kind of writing

technique is the event in

introducing Vienna?

Reorder the sentences.

 完成思考题

How is the sequence of events

in Exercise 2 presented?

通过思维导图复

习上一

课时教学重点：

单元课文“The

beautiful blue

Danube”，明确

每座城市都有其

特色和特点

通过多种形式的

练习，过渡到下

一环节：信息呈

现的三种顺序

促成 1+评价

Orientation+Ass

essing

引导学生了解、

区分信息呈现的

三种顺序

 给出信息呈现的三种顺序的基

本定义

 引导学生分析大学四级阅读材

料“Beijing Central Axis”中

运用了哪些逻辑顺序

引导学生发现信

息呈现的不同顺

序，使学生意识

到观点需要有逻

辑的信息支撑，

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学习动力



10

促成 1 + 评价

Orientation+Ass

essing

引导学生理解、

分析信息呈现的

三种顺序

 展示视频“Friendly Cities of

Beijing and Rome”，引导学生

分析信息呈现的逻辑顺序

通过时间轴的方式引导学生识

别和评价视频信息的时间顺序

 AI 助教总结三种顺序，点明本环

节的教学目标：信息呈现的三种

逻辑

促成学生进一步

理解并运用信息

呈现的三种顺

序，鼓励学生应

用该知识分析和

评价其他同学的

视频样本

促成 2

Negotiation

引导学生理解三

种顺序的相互转

换

 教师讲解，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

三种顺序的相互转换

 老师以个人经历为例，讲述自己

的成长，从东北到西南，从哈尔

滨到北京再到成都的历程，以第

一人称视角叙述时、空顺序之外

的成长、读书、工作三个主题，

由此引出下面的产出任务。

在了解三种基本

顺序的基础上，

提升认知难度，

促成学生理解三

种顺序的相互转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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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老师个人经历，为学生导入

情景：老师是一位从东北出生，

在北京读书最终落脚成都的新

教师，同时更是一名新成都人，

作为一名新成都人，老师受邀对

成都进行介绍，此次课程他期待

同学们和他一起准备一个介绍

成都的 presentation。由此发布

课堂任务“The heartbeat of

Chengdu in the eye of a new

Chengduer”。

促成 3

Engagement

引导学生探索和

理解信息呈现顺

序的综合运用，

结合成都的城市

特色与特点，与

AI 助教进行人

机互动，生成视

觉辅助，并完成

mini-presentat

ion 任务

 同学接受产出任务情景后，老师

对时间、空间、主题三种顺序的

应用进一步强化，引导学生探索

和理解并对三种顺序进行有逻

辑、有层次的组合与综合运用。

 以成都博物馆数字展馆为例，向

在理解三种顺序

的基础上，进一

步促成学生讨

论、收集资料，

通过人机互动的

方式重新组合所

收集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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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展示不同顺序进行组合、

叠加后可能产生的语境凸显效

应，引导学生讨论，发现成都的

城市特色与城市特点。

 通过对成都博物馆数字博物展

馆——“花重锦官城 成都历史

文化陈列 古代 隋清篇”展馆的

VR 游览，向同学展示成都市内对

自身历史进行介绍是综合使用

三种顺序的成功范例。

 开启最终产出任务，首先组织同

学进行词云互动，产出词云的主

题为“你眼中的成都特色”。

经过真实课堂实践的结果，同学

共产出四个主题词“熊猫”、“火

锅”、“春熙路”、“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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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总结主题词后，，考虑到成

都市“雪山下的城市”，加入了

自己的建议主题词“雪山”。由

此学生得到了五个能充分展现

成都城市特色的主题词。

 为同学讲解 presentation 的呈

现技巧“视觉辅助”（visual

aids），建议通过图片形式加强

信息展现的凸显，以此为下一节

课对 visual aids 进行系统讲解

做铺垫。

 与 AI 助教进行人机互动，对上

一步生成的关键词进行计算整

合，生成 mini-presentation 的

视 觉 辅 助 图 片 ， 由 此

mini-presentation 完成视觉辅

助部分。

产出

（Production）

以小组的形式，

通过与 AI 助教

的互动，明确成

都的城市特点，

并运用三种顺序

撰写小组演示的

文稿

 围绕上一环节的关键词，组织同

学进行小组合作，运用三种顺序

的转换、组合撰写介绍成都特色

的 presentation 文稿。

课堂产出任务要

求学生分组合

作，运用三种顺

序介绍成都，并

通过生生互评、U

校园评价等多种

方式进一步促进

学生对三种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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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与掌握

总结+作业

总结学习内容，

预告后续学习，

发布作业及要求

 总结学习内容，本节课对 visual

aids 进行了初步体验和尝试，以

此为基础预告下节课学习的主

要内容。

 发布作业，结合本节课学习的三

种顺序和 visual aids 准备介绍

自己家乡的presentation文稿，

同学成对互评、批改文稿并录制

视频；同时发布评价标准。

课堂后续学习的

促进与巩固，在

此基础上为下节

课程主要学习内

容 “ visual

aids”准备材料。

由此与下一节课

程的教学开启新

一 轮 的

motivating。

5） 教学目标的实现

a. 基于教材实现教学目标

展示环节在选取教学内容时充分考虑了我校校情、学情及课情（参加学情分析部分），

从跨文化交际和沟通的角度分析教学材料。基于教材第四单元所列出的主要教学目

标，在 POA 的理念指导下设计展示环节教学，确定展示环节的教学选材，对教材进行

合理的选、调、改、增（详见表格 2），达成对教材的有效使用。

根据 POA 理论中关于教学材料的评价体系框架，基于教材实现教学目标的有效性体现

在以下几个几个方面：

 聚焦学生需求：依托教材课文增加语篇层面的练习，引导学生理解信息呈现的

三种不同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和话题顺序），精准对接产出目标。

 增加语篇认知难度：展示环节从三种基本的逻辑顺序入手，逐渐过渡到不同顺

序的混合与综合应用，循序渐进地增加认知难度，引导学生了解、区分和掌握信息

呈现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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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态输入方式：展示环节运用了丰富的图片、视频、AI 助教等方式辅助学生

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b. 数字赋能实现教学目标

展示环节通过“线下+线上”混合式教学，为学生搭建学习的“脚手架”，让学生的

语言学习更加即时、便捷和有效，有效实现教学目标。展示环节在数字赋能方面所作

出的尝试有：

 教学材料数字化：教学环节的所有学习材料包括均提供电子版本，选课学生可

通过 U 校园 等多种在线平台接收，多种形式的练习和评价也都在线发送，便于学

生在学校安排的线下课程时间之外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习效率。

 沟通方式数字化：教师在准备教案、教学材料和教学的实施过程中都有 U校园

AI 工具的助力，包括：AI 生成教案、课前预习检查、课中问答互动、机器评价、作

业的生生互评、师生共评等。在教学的整个流程中都鼓励学生在线开展合作、共同

学习，利用各种数智技术提升学习效率，改善学习效果。

 教学过程数字化：教师的教学过程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合理运用图片、

视频、在线问答、在线评价、AI 助教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有效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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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评价理念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评价理念与本单元一致，贯彻 POA“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

和“全人育人说”的理念，落实“以评促学、支架渐进”的原则，重视“教、学、评”

三位一体，精准对接单元语言目标的同时，将育人目标、知识目标有机融入教学评价中。

通过对教材课文的语篇分析引导学生思考信息呈现的不同顺序。在展示环节对北京的相

关分析中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基于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评价注重过程化、

多元化，贯穿展示环节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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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主体

展示环节打破完全依赖教师评价的学习模式，通过多种教学活动转换评价主体，实现评

价主体的多元化。以自我评价和机器评价为起点，教师评价为导向，在教学的全过程中

有机融入生生互评和机器评价，循环交互地进行综合测评。在此过程中，可以形成对学

生的过程性综合性评价，贯彻落实 POA“以评促教、以评促学”的评价理念。

3) 评价途径

展示环节以信息化的评价途径为主，通过 U 校园数字平台完成机器评价和教师评价。

同时，学生可以在 U 校园平台完成课前预习、各环节在线练习，也可上传教师发布的

课堂产出任务。教师通过 U 校园平台收取作业，进行机评+师评，取代了传统的纸介评

改。教学过程中，学生还可以通过在线选择、问答、弹幕，等方式进行实时讨论，激发

师生、生生互动。通过 U校园的各种在线功能，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可以打破评

价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减少交流障碍，增加评价的有效性。

4) 评价方式

评价焦点：语言目标 有机融入的育人目标和知识目标 评价主体和途径

能够识别、区分信息呈现

的三种顺序

 通过对所居住的城市的了解、

描述和展示，培养学生对家乡

发展的自豪感

 通过说明所在城市的特征与

特色，增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

的使命感

 通过制作视频，利用多媒体的

方式展示中国城市新发展的

积极形象，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

U校园平台：在线练习

线下课堂

描述你所在城市的特征与

特色

U校园平台：在线练习，AI 助

教

线下课堂

有效使用视觉辅助技巧介

绍你所在的城市

U校园平台：提交作业

线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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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请保存为 PDF 格式，以“学校名称-团队负责人”的形式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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