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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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读写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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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级非英语专业学生

教学时长 32 课时

教材名称 《新未来大学英语》

参赛单元 第_2_册 第_5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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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院校特色

本校以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为核心和主体，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立足粤西地区、扎根

广东，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城市群、主动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学校以创新发展“新工科”、积极发展“新文科”、聚焦发展“新商科”、联合发展“新医科”的发

展战略。本校是一所具有鲜明工学、经济学、管理学学科特色的应用性创新创业型大学，旨在培养具

有良好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具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和较好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核心素养和创新创业关键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1.2 学情分析

根据学校的发展定位，《大学英语》课程采用“3+1”模式，前三个学期开展读写、听说、自主学

习课程，为学生夯实基础，第四学期为职业/学术相关的个性化课程，增强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服务于本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本课程教学对象为完成高中英语学习的非英语、非日语、非艺术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学生进入

此阶段时词汇量达到 2500 以上，有基本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掌握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

功能和话题等的基础语言知识，能理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语言材料，获取事实性信息，把握主要内容；



能就熟悉的话题或身边的事物进行初步交流，陈述信息，叙述事件，描述情况，表达基本的交际意图，

实现基本的交际目的。

然而，受生源水平局限，学生综合英语应用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自主学习和和自主探究的学习

能力仍需要加强，英语学习活动部署缺乏计划性和有效的教师监督和指导。在面临大学英语课时缩短、

大班教学和师生接触减少的现状下，很多学生发现，仅通过有限的课堂学习无法全面提高英语综合能

力，他们大多需要通过教师的指导在课外利用更多资源进行学习和巩固。

1.3 课程概况

大学英语读写 II以学期为单位，开课时长为 14 周，共 32 课时。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结合新时代大

学生特点、学习习惯与兴趣，在先进教学理论的指导下，以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为支撑，集多种教学模

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实施开放式、交互型、立体化的教学。

教学目标如下：

语言知识目标：学生英语词汇量的提升约为 3000 个左右；学生能够运用阅读技巧，理解材料内部

的逻辑关系、篇章结构及隐含意义；学生能够模仿课文结构或段落写作，如因果关系的段落、比较对

照关系的段落等；学生能够灵活运用课文的句型、语料等进行英汉、汉英的翻译。

语言能力目标：学生能够了解一定国外社会和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国际

视野；有一定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并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育人目标：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学生能够理解认同、并自觉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能够用中国智慧理解多元世界。

2、单元教学目标

本单元主题为“和而不同”，结合文本材料与学情特点，本单元教学目标设置如下：

语言知识目标：

1）学生的单元主题相关词汇量增加、特定词组与句子结构的运用；

2）学生能运用 “对某种知识缺乏”的英文表达；

3）学生能理解和解释图表。

语言能力目标：

1）学生能够描述一个非遗项目；

2）学生能够撰写一个非遗提案（立足本土，服务社会）；

3）学生能够避免“草率结论”

4）学生能够产出一篇描述可以代表中国文化项目主题的文章；



5）学生能够展示并说明自己的非遗提案（立足本土，服务社会）。

育人目标：

1） 通过学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实例，引导学生探讨如何解读领会其他文化中的文化现

象，培养学生跨文化思辨能力；

2） 通过对“汉服热”的描述，让学生理解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表现出的发展、复兴新态势，创新

思考推广传统文化的方法。

3） 通过了解当下的语言濒危现象，引导学生思考方言消失的原因、后果以及可以采取的保护措

施，让学生意识到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增强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4） 通过了解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看法和态度，探讨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培养兼容并

蓄的世界观。

3、单元教学过程

3.1 单元内容与课时安排

Unit 5 Harmony in Diversity

内容 课时分配

Lead-in: Warming up
Section 1: Episode 1 What 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ties1-3）

1

Section 1: Episode 1 What 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ties 4-5）
Section 1: Episode 2 Exploring exampl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ties 4-5)

1

Section 2: Text A Disappearing languages 2

Section 2: Intercultural writing 1

Project: To give a presentation of your proposal 1

3.2设计理念与思路

结合当代大学生特点，本单元教学以现代教育技术为依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 Oriented Approach, POA）为理论指导，采用“自主学习+互动教学”的双

管模式，教学过程包含驱动、促成、评价三大环节，对学生的语言知识、技能、情感等进行多维度提

升和培养。POA教学法中所强调的学习中心说（learning-oriented）、学用一体说（input-output integrated）、

文化互融（cultural exchange）和关键能力（key competencies）四大教学准则，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提

升与文化交融，与当下“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英语教学理念一脉相承。

POA 指导下的流程由教学圈组成（N-cycles），包含驱动（motivating）、促成（enabling）、评价

（assessing）三个部分。能够涵盖目标驱动、目标达成过程以及目标评价三大板块，能够做到教学有



的放矢、教有所评、学有所出、学有所评，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

本单元的设计思路如下图：

图 1：基于 POA理论指导下的单元思路设计图

3.3 单元教学过程

单元教学过程

课前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思路

通过 U 校园布置预习任

务：预习 Section1, Episode
1 & 2 的词汇预习

在 U 校园上完成 Section1,
Episode 1 & 2 的词汇预习

学生预习单词，为顺利完

成课堂任务打下基础，为

实现语言知识目标 1）做

好准备

第 1-2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思路

课中活动 1
导入（10分钟）

布置学生分组讨论书本

127页的文化术语；

教师点评学生发言，引出

150页Wisdom of China。

学生就书本五个文化术语

进行讨论，并产出观点。

主题导入

课中活动 2
（5分钟）

介绍单元剧情线和路线

图，布置学习内容和任务；

引出 Episode1输入材料。

学生阅读 128页单元导图；

学生阅读 129 页 Episode1
内容。

总任务驱动（Motivating）

课中活动 3
Episode1 Activity
1-2
（15分钟）

输入 Episode1录音材料；

布 置 学 生 完 成 129 页

Activity 1-2；
通过雨课堂发布题目选

项；

通过雨课堂展示学生选项

结果，并分析答疑。

学生听录音，完成 129页 1-2
题；

学生在雨课堂提交答案。

搭建脚手架：通过音频内

容输入，帮助学生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有初步了解，

为实现语言能力目标

1），2）；育人目标 1）做

好准备。

课中活动 4
Episode1 Activity
3
（15分钟）

讲授交际技巧：“对某种知

识缺乏”的英文表达；

布置学生分组完成 129页
Activity 3；
邀请 2组学生分享表达

学生理解吸收交际技巧：

“对某种知识缺乏”的英文

表达；

学生分组完成 129页
Activity 3；

搭建脚手架：通过知识点

输入，帮助学生掌握“对

某种知识缺乏”的英文表

达，达成语言知识目标



Activity 3任务；

教师点评学生发言。

学生输出分享表达 Activity
3对话。

2）；为实现育人目标 1）、
2）做好准备。

课中活动 5
Episode1 Activity
4-5
（20分钟）

布置学生阅读130-131页，

并完成 Activity 4-5;
主观题邀请学生回答；

客观题通过雨课堂发布题

目选项并展示学生选项结

果；

讲解知识点。

学生阅读 130-131页，并完

成 Activity 4-5任务;
学生口头回答，学生在雨课

堂提交答案；

吸收理解知识点。

为达成语言能力目标 1）
2）搭好脚手架；进一步

达成语言知识目标 1）、
育人目标 1）、4）。

课中活动 6
Episode2 Activity
4-5
（25分钟）

布置学生分组完成

Episode 2：Activity 4-5；
P135-137；
主观题邀请学生回答；

客观题通过雨课堂发布题

目选项并展示学生选项结

果；

讲解知识点。

学生阅读 135-137页，并完

成 Activity 4-5任务;
学生口头回答，学生在雨课

堂提交答案；

吸收理解知识点。

为达成语言能力目标 1）
2）搭好脚手架；进一步

达成语言知识目标 1）、
育人目标 1）、4）。

课后

通过 U校园布置 OVER
TO YOU任务：
To propose an ICH item
To write an ICH proposal
让学生做好产出 Project
准备：
To give a presentation of
your proposal
根据教师用书 OTY的建

议评估标准进行评价；

布置 Section 2 Text A 预

习任务。

在 U校园上完成 OVER TO
YOU任务：
To propose an ICH item
To write an ICH proposal
并准备产出 Project：
To give a presentation of
your proposal；
在 U 校园上完成 Section 2
Text A的预习。

达成语言能力目标 1）2）
5）；育人目标 2）。

第 3-4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思路

课堂活动 1
Section2 Text A
导入 （5分种）

导入主题相关思考题；

对学生回答作简单评价。

学生积极思考并回答。 搭建脚手架，为达成语言

知识目标 3），语言能力

目标 4），育人目标 3）做

好准备。

课堂活动 2
Text A
篇章理解（20 分

钟）

让学生在U校园完成阅读

理解第 1大题，引导其把

握篇章大意；

播放段落音频，让学生在

U校园完成阅读理解第 2
大题；

学生快速阅读并在 U校园

完成任务；

学生听录音并在 U校园完

成任务。

进一步达成语言知识目

标 1)

课堂活动 3
Text A
深度理解（35 分

钟）

教师讲授文章重点语言知

识点；

引导学生思考文章主题意

义。

学生听课做笔记 进一步达成语言知识目

标 1)，为达成育人目标

3）做好准备。

课堂活动 4
Text A
深度理解（25 分

钟）

布置学生阅读 145页思辨

技巧，学习如何避免做草

率结论；

引导学生完成 145页
Think-Pair-Share练习；

点评学生 share环节。

学生阅读 145页思辨技巧，

学习如何避免做草率结论；

学生完成 145页；

Think-Pair-Share练习。

达成语言能力目标 3)，
育人目标 3）。



课堂活动 5
Text A
作业布置（5分组）

让学生思考能代表中国特

色的文化名录；

引入“汉服热”写作任务，

提供主题图表，要求学生

描述图表内容。

学生思考并列出一些文化

名录

为下一环节做好任务驱

动（Motivating）

课后

在 iwrite 布置一篇图表描

述任务；

在 iwrite上检查作文，总

结问题；

通过 U校园Wrap up环节

作业；

通过U校园检查学生作业

完成情况。

学生在 iwrite上完成写作任

务；

在 U校园上完成其它作业

达成语言知识目标 1）；
育人目标 3）；
促进达成语言能力目标

4）。

第 5-6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思路

课堂活动 1
导入（5分钟）

回顾 Text A的文章结构以

及以图表数据佐证现状的

写作方法；

回顾上节课后作文题目。

跟随教师指引进入学习状

态

从回顾到评价，也为下一

环节做好任务驱动

课堂活动 2
案例分析（10 分

钟）

教师展示作文评价标准；

布置学生分组讨论，让学

生指出案例作业中存在的

典型问题。

学生学习评价标准；

学生讨论典型案例，给出修

改意见。

达成语言知识目标 3）；
育人目标 4）；

课堂活动 3
解读图表（10 分

钟）

教师结合Reading Skills板
块内容，讲解写作前解读

图表的方法技巧。

学生在教师指引下学习图

表描述技巧。

课堂活动 4
案例分析（15 分

钟）

提供相应图表描述的词语

表达，

布置学生分组解读一个图

表，并在学习通上提交小

组的图表描述；

教师参与评价，布置学生

进行小组互评。

学生分组解读图表；

在学习通上提交小组任务；

在学习通上小组互评打分；

简要口头评述。

达成语言知识目标 3）；
育人目标 4）；
促进达成语言能力目标

2）。

课堂活动 5
总结与课后任务

（5分钟）

以图表形式总结本节课中

涉及到的新表达；

基于本节课的知识，在

iwrite平台上改进并完成

续写作业，说明消费者购

买汉服的原因。

学生根据教师给出的修改

意见及要求，课后在 iwrite
平台完成作业。

课中活动 6
导入（5分钟）

根据教师用书 OTY的建

议评估标准对学生提交的

作业进行评价；

学生记录教师评价 对学生作业的延时评价

课中活动 7
学生展示（30 分

钟）

邀请 4-5位学生上台展示

“非遗提案”；

邀请学生发表评论。

学生上台展示“非遗提案”；

学生发表评论。
产出并达成语言能力目

标 1）2）；育人目标 2）。
评价（Assessing）
通过生生互评和教师点

评，使学生了解任务完成

要点，从而改进自己的任

务成果。

课中活动 8
总结（10分钟）

做整体评价，并提出修改

意见，让学生在 U校园修

改提交；

请学生通过U校园对展示

学生进行投票评分；

学生记录教师评价；

学生通过 U校园对展示学

生进行投票评分；

课后 在相应智慧平台检查作业 在相应智慧平台完成作业



4、单元教学评价

4.1 总体评价理念

单元的主要评价理念是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简称 TSCA），该

评价方式是为 POA创设的新型评价形式。TSCA指导下的评价模式可以是，课前教师选择评价焦点和

典型样本，并对样本进行详批，课中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合作评价样本，课后学生根据评价焦点先进

行自评，再互评或机评。（孙曙光，2019：420）“教---学---评”一体化，科学采取形成性评价和单元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维立体评价方式，使学生从自己的学习经历中体悟到点滴积累与累累硕果之间的

关系，提高学生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4.2 评价方式

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正走向全面融合创新阶段发展，结合新时代大学生思维理念与学习方式特

点，我们的评价过程充分运用信息技术赋能教学与学习评价。而在评价内容方面，单元教学与学习活

动各环节也呈现多元化，既有词汇、语言知识点的智慧评价、也包含课堂提问回答评价、项目设计评

价、作业评阅、演讲展示评价、小论文等诸多样式的主观评价，动态地掌控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

发展水平。

4.2.1 TSCA 师生合作评价

学生的自我评价主要体现在课中活动的自我及时评价。教师根据项目内容，给出具体的评价指标，

再通过智慧平台收集并统计数据。这些评价使学生能够对自身的学习策略、方法进行及时的改进和提

升。例如，在巩固单元词汇环节，设定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单元词汇表词汇中任选 6 个以简短演

讲汇报形式展出。那么，相应的评价指标就要涉及到学生对词汇的掌握与运用情况、学生的英文表达

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等等。

图 2： 词汇汇报展示评分表（引自曹明，2020词汇评价量规） 图 3：单元自我反思量表



在结束单元学习后，学生还可以参考书本单元环节的 Self-reflection量表（图 2），进行自我评价与

反思。该量表的设计与单元开始提出的学习目标任务一一对应，对接任务与产出的检验。

本单元的教学过程也体现了生生评价与教师评价的相结合。本单元两大产出任务的评价，均可通

过 U校园智慧平台达成师生合作评价。在评价之前，教师让学生知晓评分要则后，所有小组均可在 U

校园对应环节提交作品，并得到平台的反馈评价。而课堂上则邀请 4-5 位学生上台展示“非遗提案”；

学生通过 U校园对展示学生进行投票评分，评价通过生生互评和教师点评，使学生了解任务完成要点，

从而改进自己的任务成果。评价的标准遵循科学全面的原则，包含了“内容-结构组织-语言-演讲技巧”

等诸多方面，能够较为全面的评价学生的产出作品，也为后期的继续修改指明了方向。

图 4：“非遗”主题任务“描述-提案-展出”阶段性任务的师生合作评价量表

4.2.2 基于智慧教学工具的科学测评

本次教学活动主要采用了两种智慧教学测评工具，贯穿于学生的课前预习、课中互动以及课后练

习与测试。

U校园智慧平台，配套提供了《新未来大学英语》所涵盖的听、说、读、写、译各方面，能够实

现多元化题型的智能批阅。教师课前、课后都可以使用 U校园发布驱动任务，驱动任务转化等考核任

务，学生在平台相应板块完成任务。答题方式支持手机录音、拍照上传图片、视频等。其中的试题批

阅支持主观题智能批阅，实现机评与人评相结合，评价结果能及时反馈给学生和教师，且支持一键分

享推荐作业，增进生生互动。

通过 U校园智慧平台，我们践行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一方面，学生能够查看个人单元总

体评价，客观的了解自身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U校园智慧平台能够以具体数据的形式，帮助教师

学生掌握学生线上学习动态，提供学生阶段性学习成绩，使教师了解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以更好的

指导下一环节的教学。



图 5：学生使用 U校园测评

图 6：教师使用 U校园教学反馈数据

结合学院智慧平台的课程建设，本单元在教学过程还运用了超星学习通平台的小组任务与评分评

价功能，从而实现与学生进行实时互动，检验课堂学习情况，教师根据任务难易成度，设置自评、互

评以及教师评价比重，最终构成项目总成绩。

图 7：项目评分权重及评分标准



三、参赛课时教学设计方案

1、教学目标

本课时教学目标是属于单元目标的一部分，也是单元总体目标的细化，课时目标具体如下：

（1）语言知识目标：

 能够正确、充分地解读图表

 掌握描述图表的语言表达

（2）语言能力目标：

 能够熟练、正确地表达从图表中解读出的信息

 能够运用数据对某事物的现状、发展变化等进行描述

（3）育人目标：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汉服

 通过对“汉服热”的描述，让学生理解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表现出的发展、复兴新态势，创新

思考推广传统文化的方法

2、教学过程

2.1. 本课时的设计理念

本课时基于“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 Oriented Approach, POA）”进行设计，通过本课前预留任

务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意愿，按照“驱动-促成-评价”的步骤安排本课时的课堂活动。本课时

主要内容为：针对学生在图表描述中出现的问题，以“汉服热”的现状为话题，引导学生学习分析

解读图表的方法，并掌握一定描述图表的词汇与表达。

2.2. 本课时所选取教材及依据

2.2.1 选取依据

（1）体现教材编写理念

《新未来大学英语》采用了体验式外语学习的方式，通过设置富有挑战性、紧密结合学生学习

生活实际的交际任务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基于此，本课时选择时下热度较高的“汉

服热”为主题，设定了以英语介绍“汉服热”现状的交际任务，促进阅读技巧与写作技巧融会贯通，

实现学生学习“输入——产出”的转换。



（2）承前启后，突出本单元教学重点

“学会理解与描述图表”本就是本单元的教学重点之一。在开始本课时前，学生需要完成 Text A

的学习，理解该文章作者“现象——问题（后果）——解决措施”的写作逻辑，重点体会该作者在

描述现象时以图表和数据对其文章进行说明、佐证的写作手段。而在完成本课时的学习后，学生即

可将本科所学运用到课后的续写任务，并可以尝试将该写作手段延伸到其他主题的写作场景中。

（3）满足课程所设目标需求

本课程教学结合新时代大学生特点、学习习惯与兴趣，以期提高学生语言知识水平，锻炼学生

的语言能力，并最终实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观念，了解并热爱我国传统文化的育人目的。在本学期

学完本课程后，学生应能够模仿课文结构或段落写作，灵活运用课文的句型和写作手段，并实现知

识迁移，最终实现学生水平的综合提升。基于此，本课时从课文结构切入，自然过渡到阅读技巧，

并引导学生将读写结合，以满足对学生读写能力的锻炼，并通过驱动场景的设置来引导学生了解汉

服这一中国文化载体。

（4）读写一体、以“读”促“写”

在语言学习中，读写并不是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学生在阅读中积累的技能、素材，学习到

的写作方法等都可以迁移到写作当中。基于此，本课时的设计旨在引导学生内化在课文中学到的篇

章结构以及本课时所学的阅读技巧，将技能及知识迁移、运用到写作方面。

（5）契合实际学情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本校非英语、非外语、非艺术专业的本科一年级学生，他们虽然具备基本

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但常常出现“有想法却不会表达”或“表达不清楚”“语言表达单一”

等情况。而外语教育的根本是语言教育，在教学过程中需牢记以语言为载体，在语言知识教学的基

础上开展教学活动。基于此，本课程着重将读写能力结合，兼顾读写交际能力与语言表达知识，提

高学生的综合英语能力。

2.2.2 教材选取

本课时主体内容选取《新未来大学英语 2》中 Unit 5 Section 2的 reading skill（第 144页）环节，

在产出任设计的过程中参考、融合 intercultural writing的部分元素，课程导入步骤则选取了 Text A的

篇章结构等部分。



教材页码 选取内容 使用方式 具体选取依据

144 Reading skill 选取

通过该部分的学习，掌握图标解析的方法和技

巧，并以读写结合的方式，将阅读技巧迁移为写作

技巧，达成全面锻炼学生读写综合能力的目的。

142-143 Text A 选取并简化
基于 Text A的篇章结构，总结图表在现状说明

中的作用，引入本课时的学习内容。

145
Intercultural

writing
选取并修改

基于教材原有内容，将原任务中要求的“one

cultural item to represent China”修改为中国服饰的

代表之一——汉服，将学生带入到时下“汉服热”

话题的讨论中，增强驱动任务的真实感，更好地驱

动学生的表达欲望。

/

可用于图表描

述的词汇与表

达

增加

将阅读技巧、写作技巧和语言知识的学习融合

起来，凸显语言教学在外语教育、外语课堂中的根

本地位。

《新时代核

心英语写作

3》134 – 138

折线图、条形

图、饼状图的

作用

增加

将该教材中对线图、条形图、饼状图各自功能

的介绍融入本课时教学，引导学生更好理解不同图

表在实际使用中的作用

2.3. 本课时的教学过程

环节 教学活动 教学步骤

课

前
课前准备 写作任务

教师在 U校园上发布写作任务，学生需按任务要求提前完

成该任务。该任务假定学生需完成一篇向外国笔友/朋友描述时

下“汉服热”现象的图表型说明短文，图表由教师提供，作文

词数在 130词左右。（育人目标素材）

教师需要提前通过 U校园批改学生作文，重点关注学生对

图标解析是否到位（交际目标）、描述图表时的语言表达是否多

样（语言目标），并选取出作文中的典型案例。

课

中
驱动 /

回顾 Text A“现象——问题（后果）——解决措施”的文章

结构，重点回顾该文章作者在描述现象时采用数据和图表进行

解释的写作手段，强化学生对在写作中合理运用数据重要性的

认识。



案例分析

教师简要评价作业完成情况，展示典型案例，通过教师引

导、师生合作的方式，引导学生对样本进行评价，总结样本中

出现的问题，完成驱动，进入课中促成环节。

促成①

1. 教师讲解

教师以讲解的形式，结合课前写作任务中给出的图表（选

定某一图表，在讲解过程中紧密结合该图表，确保讲解思路和

内容的统一连贯），逐一介绍解读图表的步骤与技巧。

在教师讲解的过程中，通过问答等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体会解读图表的方法与技巧。

2. 分组任务

（图表解读与

段落写作）

教师给出能够描述“汉服热”的其余图表。在教师讲解完

成后，将学生分为小组，结合教师讲解过的技巧解读图表中的

信息，并将所得信息整理成连贯的句子（段落）。

通过学习通的分组功能，将小组写好的上传至学习通。

评价①

1. 生生互评

各小组完成随堂句子（段落）写作后，依托学习通分组功

能中的评分功能，先由不同小组之间相互进行评价。评价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组间互评时引导学生重点关注学生对图标解析

是否到位（交际目标）。

2. 师生合作评

价

小组完成后，由教师简要总结小组互评的情况。选出本次

产出任务中的一或两份作文（可选择组间评分得分最高的作文）

进行点评，并引导学生将本轮评价重点关注所选作文描述图表

时的语言表达是否多样（语言目标），总结学生在语言运用方面

仍存在的问题，完成针对语言目标的驱动。

促成②

1. 教师讲解与

课堂问答结合

通过教师讲解与课堂问答相结合的方式，总结一些常用于

图表描述的词汇和表达，在为学生提供新语言知识的同时调动

学生的现有语言知识，实现拓展语言知识的目的。

2. 改写

教师先使用简单语言撰写一个段落，再要求学生使用新学

的目标短语改写段落来增加所学表达的使用频次，强化其与已

知意义的连接度。

3. 个人展示

完成改写后，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分析自己的改写情况，由

教师来检查学生对词汇及表达的掌握情况，纠正在改写过程可

能出现的搭配不当、词性不恰当等问题。

课

后
课后作业 续写任务

学生基于本节课的知识，在 U校园上完成续写作业，通过

解读图表，续写说明消费者购买汉服的原因。



2.4. 创新教材使用，数字赋能教学

在设计本课时的教学过程时，“创新教材使用”与“数字赋能教学”是两条贯穿始终的关键。机

械地照搬教材内容会使教学生硬，难以契合实际，只能够完成教学目标的极小一部分，因此必须结

合学情实际、时代实际，创新教材的使用内容和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4.1. 内容融合实现教学目标

在教学设计中，本课时注重与前后课时内容的衔接连贯，以此实现授课内容自然过渡，让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更专注，也更能将所学内容融会贯通。

首先，本课时的教学过程通过回顾上节课中的课文结构，巩固学生对课文“现象——问题——

解决措施”三段式架构的理解，并着重分析课文中用图表和数据介绍描述现象的写作方法，自然地

引出分析图表常用阅读技巧。通过阅读技巧的讲解和练习，达到锻炼学生图表阅读的教学目标。

其次，在学生理解了阅读技巧的基础上，本课时继续将跨文化写作的写作任务与阅读技巧相结

合，实现以读促写、读写结合。不仅如此，针对部分学生语言功底比较薄弱的情况，本课时也为学

生总结、补充了可用于图表描述的常用表达，帮助学生克服自身“有想法但不会表达”或“语言结

构单一”等问题，实现综合锻炼学生读写能力的目的。

最后，将跨文化写作中的内容与时下热议话题相结合，既能强化驱动场景的真实感，又能将中

华民族文化服饰文化的元素融入其中，在实现语言教学的基础上达成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学生民族

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的目的。

2.4.2. 数字赋能带来成效提升

同时，受到生源能力素质条件、大学英语课时缩短、大班教学和师生接触减少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有机结合线上学习与线下教学、数字赋能线下教学也能使大学英语课堂焕发新的生机。

在课前，学生需要提前完成教师通过 U校园发布的写作任务。学生完成任务后教师通过 U校园

进行批改，归纳出学生在课前作业中表现出的不足，并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组织课堂活动，以此提

高授课效率和学习效果。

在课中，通过学习通等能够实现实时互动的平台、软件，不仅可以丰富课堂活动的形式，还可

以使得课堂活动的组织更有效率。在本课时的课堂活动中，通过此类平台的使用，让每个小组的课

堂写作作业可以更清晰、更直观地展示出来，更有效地驱动学生的学习意愿，优化学习效果。

在课后，教师可以继续在 U校园发布续写任务，通过课后练习再一次提高所学表达的使用频次，



强化其与已知意义的连接度，达到巩固学习效果的目的。

3、教学评价

本课时依托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TSCA）这一新型评价形式，

以满足 POA教学理念下的评价需求。而为了更好地贯彻师生合作的评价理念，凸显评价的目标导向

性与渐进性，提升评价的准确度与效率，数字手段的辅助贯穿了评价全过程。

为了充分利用宝贵的课堂时间，教师需要在上一课时结束时布置本课时的准备任务，并完成作

业的批改。先由教师在数字化手段地辅助下，有选择性地对学生的产出进行第一次评价，重点关注

学生的语言水平与本课时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使评价的聚焦性更强，重点更明确，更利于学生修

改问题和吸收知识，提高最终的教学成效。

在课前发现学生存在的不足后，由教师汇总成典型样本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师生合作完成对

样本的评价。在授课的过程中，以典型问题的评价为驱动主线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和思考，逐步引导

学生意识到问题，有的放矢，让学生深刻理解本课时的内容，提升效果。同时，课中也通过课堂实

时互动软件组织小组间评价，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运用所学知识，并在评价同学作品的同时自我反

思，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习同伴的优点。

在课后，由教师结合本课时内容，通过线上教学平台布置续写任务，学生在完成续写任务后，

由系统进行评分和修改建议。系统评分后学生可登录系统查看自己的作文得分情况，并依据所得评

价进行一次修改，修改完成后再次上传进行评分。通过对比两次写作情况，学生可以获得即时反馈，

发现自己写作中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系统辅助，及时查看课后学生的学习情

况，灵活调整后续的教学进度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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