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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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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与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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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师范专业“地方优师专项计划”大一学生 

教学时长 32学时（一学期） 

教材名称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参赛单元 第_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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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故事、外语表达”的“国家叙事”典范，是培养新时

代外语人才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载体，也是落实“三进”工作、深化课程思政、助力新

文科建设的有效路径，具有鲜明的产出导向特色。 

以教材为载体培养外语人才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深度解读教材时政语篇的中国

叙事逻辑（why）,叙事文本（what）,叙事技巧（how），将宏大“国家叙事”内化为外

语人才的柔性“个体叙事”，进而展开个性化多模态故事讲述。 

1.1院校特色 

作为一所地方性师范大学，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师范大学一直是

我校发展目标，我院紧贴学校发展目标定位，自 1972年开设英语师范专业以来，为地方

中学英语教师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数据表明，市内重点中学英语骨干教师近 1/3为我

院历届毕业生）。2019 年我院英语专业获批市级一流本科专业，2020年获批国家级一流

专业，新时代背景下，结合课程思政、三进工作、新文科建设要求与学校定位，凝练出

以下学院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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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院校特色定位 

1.2教学对象特点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教学对象为英语师范专业“地方优师专项计

划”大一（下）学生，共计 20名。本着“定向招生、定向培养与定向就业”三原则，20

名学生均来自本地区边远区县，在我院接受四年订单式培养，学生需厚植家国情怀（特

别是乡村教育情怀）、拓宽国际视野、提升英语学科专业与英语教育教学能力，未来回

到定点区县，为地区乡村教育振兴做贡献。这部分学生经过第一学期学习，具备较好英

语专业知识与一定英语学科教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其特点如下： 

表 1 教学对象特点分析表 

优 点 不 足 

学习目标明确； 

语言基础较扎实； 

勤奋上进、能吃苦； 

熟悉乡村与乡村教育； 

愿意为乡村教育做贡献。 

英语演讲知识欠缺； 

对教育在乡村脱贫与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缺乏深刻

认知； 

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与流畅性待提升； 

批判性、创新性思维能力待培养。 

为此，要讲好当代中国乡村教育故事，还需重点培养以下能力： 

1）深度解读教材时政语篇的中国叙事逻辑、叙事文本、叙事策略能力； 

2）运用中国叙事逻辑、叙事文本、叙事策略，个性化讲述中国乡村教育故事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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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课程时长与总体目标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共计开设一学期，十个单元教学内容分 32学时

完成，其中讲授 8个单元，自学 2个单元。前期开设相关专业课程为：《综合英语 I、

II》《听力》《口语》《语音基础》与《英语朗读技巧》。结合本课程与教材特色、

“地方优师专项计划”教学对象特点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确定以下课程目标： 

 

图 2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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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单元选自《“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第四单元，本单元围绕从减贫到

共同富裕这一话题，深刻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根据单元主题、内容与教学对象特点，特设定以下单元教

学目标： 

表 2 单元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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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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本单元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 

3.1.1本单元主要内容 

本单元为第四单元，题目为 Making Development People-Centered，其主要内容如下

表所示： 

 

表 3 单元教学内容 

 

本单元包含两个演讲文本，其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Title Making Development People-Centered 

content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measures, and achievements 

Speech 1 
China has written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Speech 2 “40 Years of Reform and Poverty Reduction” 

Genre  Public speech expository writing 

Language 

features: 

Lexical features 

➢ Expressions related to the unique phenomena of China 

➢ Technical and policy-related terminologies 

➢ Abstract nouns  

➢ Words related to Statistics  

Syntactical 

features 

➢ Sentence patterns featuring objectivity 

➢ “We” + predicative sentence patterns 

➢ Sentences with the post-positioned long attributive clauses and 

participles 

Text structure Deductive pattern (illu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two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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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文本一内容分析 

 

 

 

图 4 文本二内容分析 

 

 

 

 

 

 

 

 

 

 

 

 

 

 

 

 

 

 

 

 

 

 

 

 

 

 

 

Speech 1: 

Main idea 

Sub-ideas Supporting details 

China has written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1. We have set records in the history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2. We have promoted faster 

development in poor area. 

 

 

3. We have formed a strong synergy 

by pooling all social forces to fight 

poverty. 

4. We have established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Statistics 

 

 

Statistics and 

examples 

 

A Lis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Achievements 

Statistics and 

examples 

 

 

 

 

 

 

 

 

 

 

 

 

 

 

 

 

 

 

 

Speech 2: 

Main idea 
Sub-ideas Supporting 

detail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Poverty 

Reduction 

1. China’s Achievement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from 

being a low-income country to a 

high-income country. 

 

 

2. How did China achieve such 

success in reducing poverty? 

 

 

 

3. Chinese experien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estimony and 

statistics 

 

 

A list of facts 

and statistics 

A list of facts 

and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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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课时分配 

本单元教学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开展，线下教学共四个课时，线上学习主要体

现在课前准备、课中学习、课后演讲网上发布等环节。 

3.1.3 设计理念与思路 

(1)设计理念 

输出驱动教学活动—基于二语习得输出驱动假设理论（Swain, 1985），本单元整体

教学设计秉持逆向教学设计（Wiggins & McTighe, 1998）与产出导向法（文秋芳,2008）

理念，从“教学目标—教学评价—教学活动”逆向设计、正向施工，让学生明确单元学

习后的预期产出任务，收集能够证明到达结果的证据，最后设计教学活动，使评价成为

教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体现教、学、评一体化，促使教学目标有效达成。 

学理支撑育人实践（Research-informed）--好的教学设计需要处理好“道”与

“器”的关系。本设计充分体现理论对教学实践的学理支撑，即：教师不仅应知道 what 

to teach and how to teach, 更需清晰地辨析每一个教学活动背后的学理依据 why to teach，

具体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相关研究、语言学、叙事学、传播

学、教育技术学等跨学科理论与研究。 

EXIT-M 互动教学模式理论1—基于 EXIT-M 互动教学模式关于传统文本（text）与

其它媒体（multimedia）的深层互动理论，整个单元教学设计共分 4课时完成，每一课时

均由课前任务准备、课中任务实施、课后任务发布三阶段构成，充分运用外研社 Unipus

与 iTEST 平台、在线语料库、TikTok、MOOC 等多种平台，将教师的教（线上、线

下）、学生的学（线上、线下）与教学评价（线上、线下）有机整合，有效促进学生深

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发生与高阶思维（如：思辨能力）的发展，进而实现教学目标

的落地。 

(2) 设计思路 

单元整体产出任务： 2023年“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全国大学生外语

能力大赛即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我班将要选派选

手参加比赛。我们的选题方向是“从脱贫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乡村教育的贡献

与使命”。 

遵循逆向教学设计理念（Backward Design），充分体现输出驱动（POA）、文本与

多种媒介的深度互动融合（EXIT-M Model）、教学评一体化实施（Alignment of 

Teaching-Learning-Assessment），在单元总体任务驱动下，逆向设计课时 4、课时 3、课

 
1
 EXIT-M (extending interaction with text and other media)互动教学模式由英国学者 Mark Schofield（2005）

提出，指教师充分利用多种媒体设计活动，通过文字和其它媒体的深层互动刺激，学习者在对话式的思考

和学习中获得更具象的学习体验，从而实现从浅层学习到深层学习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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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2、课时 1；每一课时在课时目标驱动下，均由课前准备、课中教材语篇深度解读与

mini speech 演练、课后线下演讲视频评选与线上平台发布任务链构成，形成单元整体任

务链闭环，设计思路如下： 

3.2 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包括课内、课外具体步骤与活动 

本单元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四个课时从课前准备、课中生成到课后产出

全程均体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课文文本与多种媒介的深层交互，从而实现数字赋

能、创新育人。 

3.2.1 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 

 

图 5 单元教学流程 

3.2.2 单元课时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教学评价 

本单元分成四个课时完成，单元总体目标落实到各个课时之中，实现教学评一体化

的理念。具体内容如下表： 

 

表 4 单元目标、教学活动与评价表 

数字赋能 

创新育人 
准备阶段 生成阶段 产出阶段 评 价 

(1)全程线上、

线下有机融

合； 

运用 iTEST 等

平台开展预

习，学生能在

完成作业之后

运用 iTEST、问卷

星、微信大屏幕等手

段，即时检测学生的

学习结果。 

运用自媒体平

台，互评同学

的演讲。 

数字化

测评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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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本与多种

媒介深层互

动。 

立即检查自己

的预习效果。 

教学总体目标 布置任务 知识能力储备 知识能力运用 评 价 

(1)增强职业使

命感 

(2)提高演讲思

辨能力 

(3)培养创新实

践能力 

 

参加 2023 年

外研社国财杯

演讲比赛 

本单元的四个课时都

为完成这一任务作准

备，从证据的收集，

到各种证据的文体特

征的学习，再到每次

课的 mini speech 的演

练，然后线下演讲视

频的评选，都指向任

务的达成。 

1. 制作演讲视

频： 

(1)身份：乡村

教育脱贫的个

人讲述者； 

(2)话题：从脱

贫走向共同富

裕现代化进程--

--乡村教育的贡

献与使命 

2. 演讲故事线

上发布，学生

线上投票，教

师对视频进行

讲评。 

线上线

下 

平台： 

师生共

同评价 

 课 前 课 中 课 后  

第一课时目标 准备阶段 生成阶段 产出阶段 评 价 

(1)理解贫困是

一个全球问题 

(2)认识中国在

脱贫攻坚中的

四大成就 

(3)明白数据与

证言对论点的

支撑作用 

(4)运用调研数

据作证据讲述

乡村教育在脱

1. 完成单元文

本表层阅读，

并在 iTEST 平

台上完成阅读

任务。 

2. 布置演讲比

赛任务。 

3. 完成班级调

查问卷及部分

词汇预习。 

1. 评讲课前预习，针

对性解决 Text A 表层

理解中的语篇大意与

文章整体结构。 

2. 深入阅读 Text A

第 1-7 段，理解数据

作为证据的功能与方

法。 

运用该方法，

选取课前问卷

数据，合作完

成 mini speech 

教师评

价 

 

 

学生自

评语互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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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中的作

用 

平台媒

介 

第二课时目标 准备阶段 生成阶段 产出阶段 评 价 

(1)在演讲中使

用“脱贫”相

关英文表达 

(2)探索发展依

靠人民的理念 

(3)运用 Labov

叙事结构分析

故事 

(4)运用 Labov

叙事结构讲述

个人故事 

1. 采访身边的

乡村教师。 

2. 利用语料库

整理“脱贫”

相关英文词

汇。 

1. 检测学生语料库搜

寻结果。 

2. 深入阅读 Text A

第 8-14 段，借助

Labov 叙事结构模式

重点解读 Para.12,理

解例证作为证据的功

能与方法。 

3. 运用 Labov 叙事模

式，选取课前采访案

例，合作完成 mini 

speech，从个人视角

讲述乡村教师在教育

脱贫中的故事。 

运用例证作为

证据的方法，

选取课前采访

对象，合作完

成 mini speech  

教师评

价 

 

学生自

评与互

评 

 

 

 

平台媒

介 

第三课时目标 准备阶段 生成阶段 产出阶段 评 价 

(1)理解中国四

十年改革开放

与减贫中的六

大中国经验 

(2)运用所学语

篇知识和叙事

技巧分析文本 

(3)综合运用以

上知识完成演

讲 

1. 完成 iTEST

上的教材语言

习题，预习文

本 B。  

2．自行组织

小组成员，确

定演讲理念及

框架。 

1. 评讲学生的在线作

业。 

2. 阅读语篇 2，借助

亚里斯多德说理的艺

术解读文本叙事策

略，总结文本叙事策

略，阐释中国减贫的

努力与成效。 

运用亚里斯多

德的理论合作

完成 mini 

speech 

教师评

价 

学生自

评与互

评 

 

 

 

 

平台媒

介 

第四课时目标 准备阶段 生成阶段 产出阶段 评 价 

运用数据、例

子和证言讲述

(1)要求学生录

制演讲视频，

(1) 学生分别演讲展

示。 

学生优化并在

TikTok 等平台

学生自

评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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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乡村教育

故事 

并发布在自媒

体平台。 

(2)全班同学观

看并在评论区

留言。点赞最

多的五位同学

下次课现场演

讲。 

(2) 台下学生为观众

评委，选出前三名参

加学校比赛。 

(3) 点评学生演讲。 

在线发布演讲

视频 

教师点

评 

3.3数字赋能，创新育人的单元教学过程 

3.3.1数字赋能 

基于 EXIT-M Model 文本与其他媒介的深层互动模式理论，本单元 4 课时课前、课

中、课后全过程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学实践，

提升教学效益，促使单元教学目标的落地，进而助推“地方优师计划”英语师范生用英

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线上通过问卷网等平台，开展调研；利用语料库工具 LancsBox

整理单元主题相关的语言表达；通过 iTEST 等平台预习准备；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演讲

短视频并留言参与评论。课中教学利用微信大屏幕留言墙，即时检测学生的作业。 

3.3.2创新育人 

育人理念创新：创新育人，需理念先行。本单元教学设计充分体现理论对育人实践

的指导作用，大量整合语言学、叙事学、政治学、传播学、教育学等跨学科理论的最新

研究成果，将《“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的时政语篇内容界定为“中国故事、

英语表达”的“国家叙事”典范，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性载体。要培养未来乡村英语教师

从个人视角讲好中国乡村与乡村教育故事的能力，就需要引领学生挖掘教材时政语篇的

中国叙事逻辑、叙事文本、叙事技巧，并有效内化为个人跨文化叙事能力，最终实现中

国故事的个性化多模态讲述与发布。 

育人模式创新：基于本课程教材时政语篇的特点与教学对象特色，在人才培养模式

上，探索构建“英语+思政+教师教育+传播”跨学科多元协同育人模式，思政课教师主要

在课前参与教学设计讨论，帮助精准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

义；新闻传播学教师主要指导英语专业教师与学生通过多种媒介的灵活运用，有效实现

乡村教育故事的多模态讲述与发布；英语专业内部由语言学、叙事学与学科教学三大专

业方向教师组成，聚焦对《“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时政语篇的中国叙事逻

辑、叙事文本与叙事技巧的挖掘，帮助学生实现从国家叙事到个人叙事的内化。 

育人实践创新: 本单元教学设计有效融通课内、课外与社会实践三大类课堂，学生

不仅有第一课堂的集中学习与第二课堂的课外任务，学生还需走出校园，就乡村教育在

脱贫与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的贡献及使命进行小型调研、制定自己的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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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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评价理念 

本单元以逆向教学设计理念（Backward Design）为指导，以输出驱动（POA）为框

架，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教师和学生（互评+自评）评价主体融合，采用线上线下、课

内课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教学评一体化，构建多元立体教

学评价体系(plural-subject multi-dimensioned assessment）。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6 单元教学评价理念 

4.2 评价体系实施 

本单元体系以逆向教学设计理念（Backward Design）为指导，以输出驱动（POA）

教学活动设计，因而，教学目标设定和分解是评价的起点。根据教学单元总目标进行分 

层目标设定，并设计教学任务，进而设计相应的评价（目标导向的教学评一体化实施详

见表 4 单元目标、教学活动与评价表）。 

4.2.1评价主体和方式 

本单元教学评价借助第三方平台（各大数字平台），实现教师和学生评价主体的融

合；综合运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采用线上线下、课内课外、过程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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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分级评价测试对应每一课时的教学目标，检查该课时的目标达成度；每个课

时结束前，学生都将开展一次 mini speech，综合运用本节课所学知识与策略，这将作为

对一节课学习的总体评价；每一个课时的课前检查、课中评价和课后检查前后连贯，并

且上一课时的课后练习和测试结果需要与下一课时的讲解结合；最后，整个单元教学结

束后的任务检测整个教学单元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形成一个内循环， 

在学习的各个环节，教师将设计不同的教学活动，在活动中观察学生的学习表现，

以此评价学习效果，从而调整或修改教学进程。 

评价方式除了教师评价，更多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鼓励生生对话，从而提高教学

效果。 

4.2.2评价内容 

围绕语言能力、思辨能力、思政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及合作精神，通过不同的课堂

活动对学生在本单元的学习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1）语言能力 

通过对文本的深入理解、语言知识的学习，评估学生运用语言理解文本意义的能

力；通过课堂讨论及 mini speech 的活动，评估学生运用语言表达意义的能力。 

（2）思辨能力 

通过课堂讨论，评估学生是否能变换不同视角看待问题，是否能用不同的证据支持

自己的观点。 

（3）思政能力 

通过课堂讨论及演讲，评估学生能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能否在表达意见时表

现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4）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课前的预习，课后的作业，评估学生是否能开展自主的调研，是否能有效地使

用不同渠道收集信息。 

（5）合作精神 

通过每堂课的小组学习及演讲准备，评估学生是否能与小组成员合理分工，从而有

效达成目标。 

4.2.3运用数字化测评手段 

课前：运用 iTEST 等平台开展预习，学生能在完成作业之后立即检查自己的预习效

果。 

课中：运用微信大屏幕等手段，即时检测学生的学习结果。 

课后：运用自媒体平台，互评同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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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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课时为本单元教学第二课时，选取自《“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中的

第四单元的 Activity 2 “Understanding China’s effor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的重要讲话节

选：A New Chapter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的第 8至 14段作为讲解内容，尤其聚焦

第 12段的案例故事。 

以下为参赛课时教学目标及所对应的单元教学目标： 

表 5 参赛课时教学目标与单元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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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明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

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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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本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课时基于语言学、叙事学、教育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与相关研究成

果，基于逆向教学设计、文本与多种媒介深层互动理论，有机整合 POA, CBLT, Flipped 

Classroom 等教学模式方法，设计自学检查、语篇分析、故事讲述三大教学步骤。教师

作为中介，主要起引领、设计和支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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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参赛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 

2.2 所选取的教材内容及依据 

本课时主要选取教材中 Activity 2 中的文本，具体内容及选取依据如下表 

表 6 参赛课时选取教材内容及依据 

教学活动 教材内容 选取依据 

自学检查 
Activity 2  

第 61-65 页 

检查学生对“脱贫”相关英文表达的梳理，提升实证

精神和客观分析能力，启发学生使用中国特色话语体

系讲好中国故事；考查学生对课文主要内容的理解情

况。 

总结搭配分类，。归纳“发展为了人民”的主旨思

想。 

回顾教材数据证据的作用，引出案例类型的证据 

语篇分析 
Activity 2  

第 64 页 12 段 

总结教材中例证故事的文本特征和主旨大意。 

从例证故事的叙事结构中提炼 Labov 叙事模式的 6 个

要素。 

挖掘教材语篇背后“发展依靠人民”的深层思想。 

故事讲述 
Activity 2 

第 66 页 

应用 Labov 叙事模式从个人视角讲述乡村教师在教育

脱贫中的故事，实现从国家叙事到个人叙事的转化。 

2.3 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 

本课时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由学习理解的输入，运用实践的内化，到迁移创新

的输出，设计了如下表的教学组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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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参赛课时教学组织流程表 

教学流程 教学步骤与活动 教学评价 教学目标 

活动 1 

自学检查 

(10 分钟) 

复习巩固 

1. 作业展示 

学生展示其借助语料库工具整理的

“脱贫”相关英文表达，归纳这些

表达的频率及常用搭配分类 

2. 主旨归纳 

根据搭配分类，归纳“发展为了人

民”的深层思想。 

3. 引入本课 

回顾数据证据的作用，引出案例类

型的证据。 

评价焦点：词汇知识 

评价主体：教师 

评价方式：线上展示+

课堂提问 

知识目标

1 

育人目标

1 

活动 2 

语篇分析 

(15 分钟) 

学习理解 

1. 语篇文类分析 

学生阅读课文第三、四部分，发现

证据类型。 

以第三部分为例，总结跨文类语篇

的定义 

2. 核心段落内容分析 

带领学生分析 12 段的双叙事人的特

征。总结出“故事嵌套故事”的基

本结构框架。 

聚焦第二叙事人，分析语篇中的人

物及事件。总结出段落的主要内容 

3. 叙事模式分析 

带领学生逐句分析，提炼出 Labov

的叙事模式 6 个要素。 

归纳例证故事作为证据的特点与功

能。 

4. 语篇主旨归纳 

从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到全社会扶贫

的强大合力，探索出“发展依靠人

民”的主旨 

评价焦点：语篇理解+

叙事 

评价主体：教师 

评价方式：填表任务+

课堂提问 

知识目标

2 

能力目标

1 

育人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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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3 

故事整理 

(5 分钟) 

应用实践 

1. 话题迁移 

认识教育在脱贫减困的进程中的作

用 

2. 拼图阅读 

教师发放乡村教师刘秀祥的故事卡

片打乱顺序，学生小组阅读并按叙

事模式排序 

3. 文化提升  

观看乡村老师刘秀祥的视频，深入

理解人物精神 

评价焦点：叙事分析 

评价主体：学生、教师 

评价方式：排序任务+

互动点评 

能力目标

2 

育人目标

3 

 

活动 4 

故事讲述 

(10 分钟) 

迁移创新 

1. 故事写作 

小组将事先采访的乡村教师人物素

材，按 Labov 模式制作故事海报 

2. 故事分享 

小组展示海报并讲述故事 

3. 全班评价 

师生根据评价量表提出建议性意见 

评价焦点：故事产出 

评价主体：学生、教师 

评价方式：海报展示+

评价量表+互动点评 

能力目标

2 

育人目标

3 

 

小结与  

作业 

(3 分钟) 

1. 反思与评价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本课目标，学生

扫码在线进行自我评价和反思。 

2. 作业布置： 

完成 iTEST 上的教材习题（P65 练

习 2）。 

进一步个人故事并在 TikTok 上发

布。 

评价焦点：课时学习效

果 

评价主体：学生、教师 

评价方式：评价量表+

反思日志 

目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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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2.4有效使用教材实现教学目标 

本课时所选课文聚焦中国脱贫攻坚成就的第三、四点，让学生能够在演讲中使用

“脱贫”相关英文表达；探索“发展依靠人民”的深层思想；学会用例证证据支撑自己

的观点并讲述个人故事。整体而言，本课时三个教学目标的实现都基于对教材语篇的深

度解读： 

1. 通过整理教材语篇中的核心词汇短语，学生可以归纳时政话语的英文搭配规律。 

2. 通过对语篇的内容理解，学生能够认识当代中国的脱贫成就以及全社会扶贫的强大

合力。 

3. 通过对语篇的思想挖掘，学生能够理解脱贫和共同富裕背后“发展依靠人民”的发

展理念。 

4. 通过对语篇的叙事分析，学生可以提炼并运用 Labov 的叙述模式讲述个人的故事。 

5. 借助教材的演讲技能讲解和各类习题，学生可以在课前、课中、课后不断强化知识

技能。 

2.5 通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本课时体现全过程数字赋能，包括课前学生利用语料库工具 LancsBox 分析文本；

课中师生展示的图片和视听材料、微信投屏、问卷星评价量表等；课后学生在 iTEST

线上平台完成作业、在线反思日志、利用 Tiktok 等制作演讲短视频等。在育人成效

上，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入，既可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从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介

感受国家脱贫的伟大成就，明确教育对脱贫和共同富裕的作用，提升自己作为未来乡村

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除此之外，也锻炼了学生在信息时代的资源获取能力和价值传

播能力，更有效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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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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评价理念 

充分体现作为学习活动的评估（assessment as learning）与促进学习的评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理念，总体遵循教学评一体化设计与教学实施。基于目标导

向，具体借助第三方平台（各大数字平台），实现教师和学生评价主体的融合；采用线

上线下、课内课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3.2 评价方式 

具体从评价内容焦点、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进行逆向设计与教学实施，具体内容如

下表所示： 

表 8 参赛课时评价方式 

教学活动 评价焦点 评价主体 评价方式 

自学检查 词汇知识 教师 

线上展示+课堂提问 

 

语篇分析 
语篇理解+叙事模

式 
教师 

填表任务+课堂提问 

 

故事整理 叙事分析 
学生、教

师 

排序任务+互动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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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述 故事产出 
学生、教

师 

海报展示+评价量表+互动点评 

 

小结与作

业 
课时目标 

学生、教

师 

问卷星评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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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单元内容结构 

Title Making Development People-centered 

Lead-in  Embarking on the journey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China 

envisions a future where prosperity is shared by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namely common 

prosperit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made plans and effective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fight 

poverty. Decisiv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unit, you will learn how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accomplished. 

objectives 
At the end of this unit,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measures, and achievements; 

⚫ describe the vis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discuss how it will be achieved; 

⚫ use evidence to support ideas in speeches. 

Pre-class 

work 

1 Search on the internet to find out how life in a previously impoverished region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years. Be prepared to tell stories of individual families from that region in class. 

2 Do research on why China emphasizes common prosperity now and how our government 

plans to achieve it. 

3 Read the speech in Activity 2, and do research on the meas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campaign. 

In-class 

work 

Warming-up Excise 1: Th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esident Xi 

Jinping declared that China has scored a “complete victory” in 

its fight against poverty. 

Multiple 

choice 

exercise 

Excise 2: The principal challenge facing China now: the gap 

between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ever-growing expectation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Reading-out 

exercise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Activity 

1 

Understand 

poverty as a 

global issue   

1 Quote from the UN Millennium 

Declaration 

testimony 

2.The world poverty ratio & China’s 

poverty ratio  

diagram 

Activity 

2  

Understanding 

China’s 

effor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1 Reading 

the speech 

and highlight 

China’s four 

major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first achievement: 

we have set records in 

the history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Statistics 

The second 

achievement: 

We have promoted 

faster development in 

poor area. 

Statistics  

and examples 

The third achievement: 

We have formed a 

strong synergy by 

pooling all social forces 

to fight poverty. 

Statistics and 

examples 



1 

 

The fourth achievement: 

We have established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A Lis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2 Group work.  

3.Work in pairs. 

Activity 

3  

Leaning from 

an example 

1 Read the 

speech and 

complete the 

table that 

show the use 

of evidence 

in the 

speech. 

“40 Years of Reform 

and Poverty Reduction” 

1. China’s 

Achievement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from being a low-

income country to a 

high-income country 

2. How did China 

achieve such success in 

reducing poverty?  

3. Chinese experien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estimony 

& statistics & 

Examples 

2 Group work 

Activity 

4 

Illustrating 

with an 

example  

1 Put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in the correct order. 

2 Work in pairs.  

3 Group discussion. 

After-

class 

work 

Making your 

voice heard  

Prepare a 5-minut speech o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t the “ Understanding 

China” summer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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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材单元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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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iTEST 在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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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课前问卷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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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老一辈乡村老师的故事（基于课前调研访谈文本转写） 

 

Liu Xiuxiang, a headmaster of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in Wangmo county in Southwest China’s 

Guizhou Province, has been using his abilities to help children living in poverty to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which could change their fates. 

Liu was born in a remote and isolated county in China, where many people had outdated ways of thinking. 

It was a common notion that education was useless, especially for girls. That was one reason Liu decided to 

work in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county.  

In 2008, Liu became widely known in China for taking his mother, who suffered from mental illness, to 

a university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his hometown. He was then offered many opportunities, from 

financial donations to work positions in big cities, but he turned them down. He chose to return to Wangmo 

to become a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er. 

After eight years since returning home, Liu is now a headmaster of a newly built high school in Wangmo 

county. His enthusiasm in education has motivated many students to bravely pursue their dreams. 

We can learn from Liu’s story that the progress of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perseverance and passion of rural teachers. Their contributions are essential to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