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2023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教学设计方案

（注：本表中请勿出现学校信息）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涉外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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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当代中国”读写课程 “理解当代中国”演讲课程 “理解当代

中国”翻译课程

教学对象 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

教学时长 80 分钟

教材名称 《涉外交际礼仪》

参赛单元 第___册 第_2_单元 （*单本教材仅填写单元信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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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特色

本校为地方高校，通过各专业课程教学培养高素质（价值塑造）、复合型（知识传授）、应用型（能

力培养）人才。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地方特色产业（人造宝石产业）的发展需求匹配，帮助学生

学习掌握涉外礼仪和外国礼仪风俗，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并落实在与宝石外贸相关的具体

商务运作中。

2）教学对象特点

（1）学习基础

本课程为后续的跨文化交际类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和实操基础，学生已完成前期课程学习，如综合

英语等，已经初步了解涉外礼仪的重要性、使用范围和部分具体案例。

（2）学习习惯

学生开始形成课前完习得低阶知识和尝试性探讨思辨类问题的习惯。助教小组也开始形成课前备

课和协助课堂教学的习惯。



（3）学习能力

思维活跃，具备一定的英语知识和听说读写能力，但对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价值结构、跨文

化交际、实际商务情景实操等内容不清楚。

（4）学习意愿

学生的学习动机非常强烈，但可能随着学习的深入学习意愿会有所降低，需要教师观察和鼓励。

3）本课程时长及总体目标介绍（本课程共 34 学时）

本课程作为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均较强的课程，其教学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礼仪的基本概念、渊源、功能、原则，熟悉日常穿戴、饮食、言谈、举止礼仪，熟悉外事工作中拜访、

迎宾、会晤、接待、行旅礼仪，和熟悉信奉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代表国家的礼仪

风俗，让学生在学习礼仪的过程中，探究、剖析和理解礼仪作为表层文化咨询背后的文化深层价值结

构，培养高阶思维；让学生掌握日常礼仪和涉外礼仪技能，重点练习跨文化交际能力；让学生感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源远流长的影响，培养家国情怀，让学生接受艺术熏陶，培养人文素养，

让学生在模拟实践中，培养求真务实和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拓展国际视野。

课程目标在知识、技能、素养三个层次的要求如下：

课程目标 1（知识）：举例说明涉外礼仪知识和技能点的用处；探究礼仪背后的文化结构；培养高

阶思维能力（辨析恰当言行的能力和文化理解力）。

课程目标 2（技能）：模拟地方特色产业涉外工作职业情景；练习和展示涉外礼仪技能；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

课程目标 3（素养/思政）：客观评价中外礼仪和文化；提升文化自信、个人素养和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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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目标】

1）通过自主学习，能够说出涉外交际礼仪通则及其所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义的要点；

2）通过案例分析，识别并纠正涉外通则的错误示范；

3）通过个人思考和小组讨论，能够分析涉外通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能在现实生活中

合理、创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困惑。

【技能目标】

在国际宝石节相关的四种情境（包括生活场景和人造宝石行业外贸场景）中，有效并恰当地综合

运用涉外礼仪通则进行跨文化交际，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素养与课程思政目标】

1）关注、剖析、理解和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形成文化自信；

2）培养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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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数字赋能，创新育人

1）说明本单元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

（1）本单元主要内容

涉外交际礼仪通则；在国际宝石节（国际展会）中体现涉外通则的行为技巧；涉外通则背后的文

化原则和深层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结构。

（2）课时分配：4 个课时（2节课）

（3）设计理念与思路：每节课进阶线“展—辨—练”

每节课教学设计沿用“展—辨—练”这条单元进阶线，挖掘本课程背后的“所以然”，从文化研

究和跨文化交际学这两个角度，找到表层礼仪现象背后的深层价值结构，并以逻辑系统的方式串联起

来，帮助学生形成新的中西方文化价值图式，实现思维的进阶，并有效地和适当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课前，学生自学获得基础知识，助教项目小组拍摄视频以展示自己的理解。课中，首先，教师向

学生展示视频，让其他学生讨论、点评视频所展示的礼仪的有效性和适当性；接着，尝试从文化研究

角度，让学生探讨礼仪作为表层文化咨询背后的中西方深层价值结构，并且思考这些文化价值对表层

文化表征产生了哪些影响，思考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具体的礼仪情境中如何体现；最后，基于所学、所

见和所思，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模拟涉外情景中，进行跨文化理解、跨文化模拟和跨文化行为的实

践。（如图-1 所示）课后布置思辨型的练习题(例如案例分析等)，帮助学生巩固认知，拓展视野。本

课时进入“辨”和“练”环节。

图-1 课时进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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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课前：通过学习通平台向学生发布课前学习任务单，包括完成各课时任务点学习、观看视频和完



成测试，参与与文化价值挖掘和创新性传承相关的话题讨论，阅读国学经典和经典译文，思考文化差

异。助教小组通过与教师“三见面”共同备课，准备授课内容、展示视频、正确示范等内容。

课中教学活动包括“展—辨—练”三个环节。

“展示”环节：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发现问题；任务导向，学生进行合作探讨；教师回顾要点，

夯实基础，结合实例关注前沿，结合案例深入分析；助教小组示范，引导全班讨论；教师设置小测，

获取及时反馈。

“思辨”环节：挖掘深层文化价值，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涉外交际通则背后的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

想；学生通过小组讨论，进行合作探究；译文分析，进行中西文化对比学习。

“练习”环节：根据地方特色产业，设定背景；模拟跨文化交际情景，引导小组合作学习。

课后布置思辨性作业（案例分析），进行知识延申；助教小组进行项目自评总结。

表-1 单元教学组织流程

3）说明本单元教学过程如何体现数字赋能，创新育人

教学步骤和活动

课前

初步认知：完成学习任务

参与话题讨论

阅读经典

助教项目：与教师“三见面”，共同备课

课中

展：案例分析 发现问题

任务导向 合作探讨

回顾要点 夯实基础

结合实例 重视前沿

结合案例 深入分析

助教示范 全班讨论

设置小测 及时反馈

辨：挖掘文化 深入了解

小组讨论 合作探究

译文分析 中西对比

练：特色产业 背景设定

模拟情景 小组合作

课后
思辨性作业

助教小组自评总结



教学理念上，本单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一链”即“思政链”，让学生能在课堂学习的各个环节

都自然地接受思政教学，激发家国情怀，培养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再通过“一进阶”，即本课时的“展

-辨-练”环节，让学生挖掘第涉外交际礼仪通则背后的“所以然”，从文化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这两

个角度，找到表层文化咨询背后的文化深层价值结构，并以逻辑系统的方式串联起来，形成新的中西

方文化图式，实现思维的进阶；并基于这个图式，有效地和适当地实现跨文化交际，实现能力的进阶。

教学方法上，本单元采用了案例分析法，学生通过分析视频案例，识别不符合涉外交际通则要求

的行为；再通过观摩助教小组的正确示范，掌握正确的礼仪行为，熟识涉外通则在文化交际情境中的

具体表现。还采用了任务导向学习法和 PBL 教学法，学生通过合作探讨，深入了解涉外通则所体现的

哲学思想--中庸之道，了解每条通则与中庸之道的关系，清楚该哲学理念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指导作用。

最后，采用了情境教学法，学生通过模拟情景，深入了解当地特色产业的现状与发展，将所学涉外交

际礼仪运用在真实的生活和职业情境中。

教学内容上，首先，本次课通过分析某些中国文化关键词的英语翻译，帮助学生了解中西文化的

差异，学习跨文化交际学和翻译学的基础概念。其次，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帮助学生真正地进行跨文

化交际练习，了解跨文化交际地三大具体标准（有效性、恰当性和技巧性），并基于三大要求具体分析

每个交际情境，从而使用恰当地交际技巧，达到交际目的，也能基于三大标准评估他人的跨文化交际

表现。最后，通过助教项目，学生能学习与英语教学相关的知识和内容，完成简单的英语教学任务。

教学手段上，本单元实施框架为混合教学模式，学生课前需要在平台观看微课视频，完成练习题

和测试，参与相关话题讨论；课中基于平台，进行项目化案例教学，深入讨论，展示个人见解或小组

讨论结果，内化知识技能。课堂上充分运用平台，通过各种互动方式，引导学生参与，通过各种线上

线下教学活动，提高互动的效率，调动学习积极性。课后通过发布各类型的作业和测试，教师可以监

督学生自主学，给与个性化指导。（如图-2 所示）

图-2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评价模式



4、单元教学评价（说明本单元的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体现如何运用数字化测评手段或工具，提高评

价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本单元采取过程性考核 40%和总结性考核 60%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线上考核和线下考核，从课前

学习任务完成情况、课堂互动、小组合作学习表现、助教项目表现、课后思辨型作业表现等多种渠道

评价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价值观的改变。

本单元教学评价基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见图-2），学生课前通过学习平台自学基础知识，

教师通过小测检查学生自学效果。学生参与导入性讨论，教师通过平台点评回复学生讨论内容，为课

堂“辨”环节做好思辨准备。

课中，教师充分运用平台多重功能，进行线抢答、测试、小组合作学习成果展现、问卷调查、评

分等课堂活动，与师生和生生互动相结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过程性评价。

课后，教师通过平台布置思辨类作业（如案例分析）和预习作业；同时，教师通过平台进行线上

和线下考核，统计和了解学生学情，调整教学和给予学生个性化的学业指导。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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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目标】

1） 通过自主学习，能够说出四项涉外通则（不卑不亢、求同存异、热情有度和不宜为先）及

其所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义—中庸之道的要点；

2） 通过案例分析，识别并纠正四项涉外通则的错误示范；

3） 通过个人思考和小组讨论，能够分析四项涉外通则与中庸之道的关系。

【技能目标】

通过案例分析和现场观摩，能够分析和解决涉外情境中的问题，培养细致认真的观察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情感与课程思政目标】

1）关注并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庸之道，提升文化自信，坚定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决心；

2）培养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关注前沿的科学素养。

本课时是第二单元“涉外交际礼仪通则”的第 3 个课时，本单元第 1-2 课时学习第一章第二节

中涉外交际礼仪通则 1-6（维护形象、入乡随俗、信守约定、尊重隐私、女士优先、以右为尊）；第

3-4 课时学习第一章第二节涉外交际礼仪通则 7-10（不卑不亢、求同存异、热情有度、不宜先为）。

（详见图-3）



图-3 本课时教学目标与单元教学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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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时教学过程如何有效使用教材实现教学目标，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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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时来自于课程思政链（见图-4）“正心篇--修身篇--齐‘家’篇”中的正心篇。基于这四条涉

外交际通则--不卑不亢、求同存异、热情有度、不宜先为（教材第 13-16 页）--揭示相似的文化价

值—中庸之道，属于相似的课程思政组块，进行重组合并整合。本节课中，学生会通过单元课时进阶

线“展--辨--练”，实现高阶思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职业能力的进阶。三个环节充分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以达到培养学生文化自信，个人素养和职业素质的育人目标。为此，课程提供三大支持，

包括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助教项目和跨文化交际训练综合模式。

本课时是第这节课后半部分的内容，主要围绕“展示”和“思辨”开展，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四

项通则，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达到以下思政教学目标--关注并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庸

之道，提升文化自信；提升科学素养。

在“展示”环节中，学生通过完成课前教师创作的微课学习任务进行翻转课堂的学习，掌握了

低阶认知知识。上课时，运用 PBL 情境教学法，学生观看助教小组制作的案例视频，运用课前所学

知识，找出视频中不符合涉外通则 6-10 条原则的行为。课上运用超星平台练习对学生课前任务完成

情况的进行检查。接着，教师通过案例分析，讲解重点难点内容，同时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最后，

学生观摩助教的正确示范，掌握符合通则的礼仪行为。

在“思辨”环节中，教师通过问答引导学生总结四大涉外通则所体现的中国哲学思想，深入了

解中庸之道的内涵、重要性和发展历程程，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这一中国传统文化。这有助于学

单元目标
1. 知识目标：涉外交际通则
1-10，正确操作以及通则背
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
义；
2. 技能目标：涉外交际通则
指导下的国际宝石展会跨文
化交际；
3. 思政目标：文化自信、职
业素养

知识目标

涉外交际通则 6-10 及所体现
的中庸之道

技能目标

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思政目标

文化自信、科学素养



生深切体会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主动承担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重任。

图-3 本课程思政链

1） 说明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

进 程

安排
教学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设计意图

课 前

学习

学习通平台向学生发布课前预习任务

单：

1. 完成本课时 4 个任务点的学习，观

看视频和完成测试；

2. 思考知识点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中

庸之道。在讨论贴中，谈谈自己对该中

国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和在实际生活

学生通过手机平台接受

任务并完成。

1. 学生在课前通

过自主学习获取中

低阶知识，释放出

更多的课堂时间用

于训练高阶思维能

力和跨文化交际能

力；



中的应用。 2. 学生尝试性进

行文化现象剖析和

中外文化对比分

析，锻炼思辨能力。

课 堂

教 学

之 课

程 导

入

1.复习上节课所学礼仪通则以及

背后的文化价值--以人为本。

2.教师重申礼仪与文化的密切联

系，以及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性。

学生倾听 学生强化透过文化

现象深究文化价值

深层结构的理念，

坚定发扬中国传统

优秀文化的决心。

课 堂

教 学

之

“展”

“展”（第一部分）

1. 案例分析 发现问题

教师播放视频，引导学生观摩，并依照

课前自学的知识，找出视频中不符合涉

外通则的行为。

2. 任务导向 合作探讨

出示任务①

1）列出一处不符合涉外通则的行为；

分组讨论：小组内分享自

己的看法，小组整合信

息，找出问题，并尝试解

决问题。

（助教项目小组课前自

制视频，自行设计不符合

礼仪通则的行为，课上引

导各组同学完成任务

①。）

1. 学生通过观摩

助教小组课前自制

录像，发现存在问

题，尝试性运用中

低阶知识解决问

题，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

2. 更重要的是，这

是检测学生课前学

习效果的重要手

段。



2）给与改进方案；

3）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布置任务

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每组派出

一名代表通过将讨论结果进行陈述，教

师将总结各组讨论结果，写在电子白板

上。

课 堂

教 学

之

“练”

课堂教学之“展”（第二部分）

1. 回顾要点 夯实基础

回顾涉外通则 6“不卑”和“不亢”要

点。

2. 结合实例 重视实操

以问候礼仪作为例子，讲授涉外工作

中，涉外通则 7“求同存异”的具体操

作步骤。

3. 设置小测 及时反馈

通过教学平台进行小测。

学生学习巩固重点和难

点知识，在教师的指导下

观摩正确的示范，并且找

出符合礼仪的行为。

（助教项目小组，课前自

行排练，课时展示。）

1. 学生通过孟晚

舟事件，学习孟女

士的铮铮铁骨、不

畏强权、不卑不亢

的民族精神，以及

对祖国的信心。

2. 学生通过中西

方不同的问候礼

仪，了解东西文化

差异。

3. 培养学生关注

学科、行业、时事

的新发展和新趋势

的学术素养。例如

后疫情时代，人们

的生活方式已经发



4. 结合案例 深入分析

结合第一部分的案例分析，深化知识。

5. 助教示范 全班讨论

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观摩正确的礼

仪示范，并指导学生分析示范中符合涉

外通则 9 和 10 的规范行为。

生变化，从而礼仪

文化乃至国际规范

也会随之变化。

课 堂

活 动

之

“辨”

课堂教学之“辨”

1. 挖掘文化 深入了解

讲解四大涉外通则背后的中国哲学思

想--中庸之道，及其发展、重要性和内

涵。

2. 小组讨论 合作探究

出示任务②：

1）四大涉外通则分别如何体现中庸之

道？(课程思政点)

分组讨论：小组内分享自

己的看法，小组整合信

息，找出问题，并尝试解

决问题。

1. 学生再进一步

了解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庸之道；

2.学生通过小组讨

论和分享，思考文

化现象（四大涉外

通则）背后的文化

思想（中国的中庸

之道），清楚这些优

秀的传统文化思想

仍影响着现代人的

生活，熟知传承优

良传统的文化的重

要性。



2）中庸之道如何在日常学习、生活、

工作中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课 后

提升

布置作业 知识延申

1. 学生根据所学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2.学生对助教项目小组表现进行他评，

助教项目小组进行自评。

1.学生通过案例分

析训练，巩固所学

知识，提升跨文化

交际技能，从而达

到学以致用的目

的。

2.助教项目小组通

过自评、同学他评

和教师点评，了解

自身的优缺点，取

长补短，不断进步。

3）说明本课时教学过程如何有效使用教材实现教学目标，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1）有效使用教材实现教学目标

实现知识目标和思政目标层面，观摩、分析和评价不符合 4 项涉外通则的言行举止，观摩演示

总结正确的操作行为，再剖析教材中关于涉外交际通则的阐述所体现出的中庸之道，思考两者之间

的联系，体会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理念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无限魅力，引导学生深入地了解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提升个人素养。

实现技能培养目标层面，结合具体跨文化交际案例和现场观摩，分析通则指导下实现跨文化交

际有效性和适当性的具体途径和实操技巧，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课前通过教学平台下发拓展阅读材料，让学生为课堂“展示”活动做好知识储备和认知准备。

课堂上学生便能畅所欲言，展示自己课前所思，提出课前所惑之问题，这可节省课堂宝贵时间，提

高教学效能，教师也能获得教学反馈。



课堂上，小组活动可以通过学习平台的“分组任务”，展示讨论结果，其他小组能够直观地了解

其他同学的思辨成果，汲取他人优秀观点想法，开拓思维；同时还可以点评和评分。个人思辨成果

可以通过学习平台的“主题讨论”得以展示，大家各抒己见，百花争艳，不断产生思想的碰撞、融

合和升华；教师可以公放精彩观点，给予点评回复。教师通过“随堂练习”发放小测，了解学生学

习进度，及时调整教学。

课后，教师通过学习平台收集学生作业和助教小组自评总结，给与个性化辅导评语和打分，记

录存档，下节课可以给学生群体性的反馈，也可以进一步分析语料和数据，发现教研问题，不断完

善教学过程，提升教学质量。

3、教学评价（说明本课时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体现如何运用数字化测评手段或工具，提高评价的

有效性与科学性）

本课时通过线上和线下混合方式进行评价，从课前学习任务完成情况、课堂互动、小组合作学

习表现、助教项目表现、和课后思辨型作业表现等多种渠道评价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实际操作能

力和价值观的改变。（详见表 2-4）

考 核

方式

考核项目 评分标准 考核说明

线 上

考核

观看任务点视频和完成课前测试； 全部完成视频观看，得满分。 在线教学平台

中设置权重，平

台自行计算和

记录得分情况。

课前讨论“谈谈自己对该中国传统文

化理念的理解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应

用”

参与讨论可以获得基本分，教师

再根据回答质量评分，两者累

计。

课堂互动

1. “展示”和“思辨”环节中。各小

组通过学习通上“分组任务”展示小

组讨论结果。

2.学生通过学习通上“随堂练习”，完

成小测。

小组合作学习表现根据主题讨

论完成情况和展示质量评分

课后作业（案例分析） 从思辨性和表达的流畅度评分。



表-2 多维评价方式

线 下

考核

助教项目表现

1.课前备课，准备案例视频；

2.答疑解惑，引导完成讨论展示；

3.正确示范符合通则的行为。

详见《助教项目评价量表》 教师需记录好

线下考核过程

情况和得分。



表-3 助教项目评价量表

（注：本表请保存为 PDF 格式，以“大学英语组/大英理解当代中国组/英语类专业组/英专

理解当代中国组+学校名称+团队负责人姓名”的形式命名，并上传至报名网站：

https://heep.fltrp.com/star。）

https://heep.fltrp.com/st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