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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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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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

教学时长 6个课时

教材名称 《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

参赛单元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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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特色】

我校是一所以“错位发展，服务地方”为办学思路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一直坚持培养高素质应用

复合型人才服务社会，以增强实践能力为目标，提供科学、实用、多样、创新的教育服务。学校以工

为主，管、经、文、艺、医、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充分利用产业、教育、科技优势，深入推进产教

融合，先后共建多家产业学院。在此背景下，外语学院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全面贯彻习近

平习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在培养学生能够对接中小微企业外事、外商、外语教育等岗位的同

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用行动践行中国文化。

【教学对象特点】

1. 生源描述

本课程《中国文化（英）》的教学对象为我校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我校生源以本省为主，大部

分学生英语综合基础达到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7级，可以独立阅读篇章，正确理解文意，能够运用



所学语言点表达单元相关话题，但辩证性思考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弱。

2. 知识基础

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学习兴趣，前期已修完基础语言知识和技能训练课程，

如《综合英语》、《英语阅读》、《英语听力》、《英语写作》等，具备了一定的英语语音、词汇、

语法、篇章等基础知识，但多学科之间的知识整合能力和高阶性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还有待提升，仍

需继续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全面锻炼用英语阐释中国文化的语言综合能力。

3. 学情分析

学生通过前两个单元的学习，已经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文学有初步的掌握和理解。教学中

已形成以小组为单位的课堂实践教学模式，学生已经结合所学知识开展过专题文化海报制作（如下图）

及分享活动，基本形成相应的文化意识。

【课程介绍】

《中国文化（英）》在本科第四学期开设，共计 32学时，每周 2学时。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深入了

解本国文化，学习使用英语语言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

用英语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教学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培养沟通交流与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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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教学单元为《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Chapter 3 Arts，结合单元主题和特点，在语言能力、

文化意识、综合能力、思政育人四个方面设定如下教学目标：

（1）语言能力目标：

 学生能够正确识读本单元中中国传统艺术相关的英文单词和术语表达，熟练掌握关于传统艺



术文化负载表达语块；

 学生能够运用流畅的英语对外介绍中国书法、绘画、戏剧、曲艺、乐器的由来、分类与特征。

（2）文化意识目标：

 学生能够了解文学艺术对中华文化的意义；

 学生能够理解不同时代文化的渐趋融合又保持鲜明特色的特性；

 学生能够理解中华文化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及其特有的包容性。

（3）综合能力目标：

 提高学生的思辦能力，增强其对文化差异的感情能力；

 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其能够用流利的英语向外国展示中国传统艺术，进而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提高学生的汉英翻译能力，为学生日后从事文化对外传播打好基础。

（4）思政育人目标：

 学生能够了解中国艺术瑰宝如书法、绘画、京剧等，增加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

 学生能够进一步理解传承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建立并养成文化保护的意识；

 学生能够自信大方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积极健康的文化观，树立“讲好中国故事”的使

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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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单元的主题是 Arts，其涵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的书法绘画、传统戏剧和民间艺术三个部分，

共 6个课时。主要内容为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着重训练其相关的英语的听说读写技巧。

本单元的教学设计是在任务型教学法、交际教学法和产出导向法的指导下进行。根据任务教学法

和交际教学法，学生应为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教师通过在课堂向学生呈现各种真实的交际场景，通

过设定具体清晰的任务让学生逐一完成。在任务前进行活动设计和内容呈现，任务中引导学生积极有

效地完成任务，最后任务完成后给予多元化的形成性评价。另外，本单元的教学设计还依据产出导向

法进行设计完善，把输入性学习和语言产出性有效结合，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双主教学

模式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接受并加工知识，倡导合作式学习和自主式学习，实现教学目标和学生



有效学习的同步发生。

【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

具体安排详见表 1-表 3。

表 1 1-2课时安排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目的

环节 1.课前预习 发布预习资料，重难点

词汇及课前阅读

完成预习任务 扫除阅读障碍，为课堂

学习做准备

环节 2.热身活动 (10
mins)

展示与“书法”有关的

图片并问学生问题

回答相关问题 激发学生对于本课时

话题的兴趣

环节 3.小组讨论 (25
mins)

展示外交场合中的书

法作品，引导学生理解

中国书法的重要意义。

欣赏书法作品，形成个

人观点，并且能进行展

开讨论

加强口语训练，帮助学

生理解书法的重要性

及相关基础知识

环节 4.课文讲解 (30
mins)

引导学生对书法有关

文章进行分析并讲解

重要词汇表达，深入理

解五大字体和主要书

法家

概述段落大意，阐述文

章的主旨

培养学生自主阅读和

归纳总结的能力，使其

掌握说明文的结构

环节 5.口语讨论 (20
mins)

展示并让相关学生体

验文房四宝，引导学生

讨论

欣赏并交流各自看法，

同时讨论自己对中国

传统书法的见解

加强口语输出能力，培

养提高学生合作式学

习能力

环节 6.课时总结和复

习，学生自评及作业(5
mins)

总结本课时所学知识

点，引导学生自评并布

置作业

总结反思，且需要在课

后准备一个关于书法

的展示以及在 U 校园

中的调查活动，将于下

次课上展示。

促使学生进行自我检

测，并增强学生关于书

法继承的意识

表 2 3-4课时安排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目的

环 节 1. 复 习 书 法 (5
mins)

引导学生思考课本 p83
的练习，检验学生对上

次课所学课文的理解

思考并完成填空 促使学生养成课后及

时复习的习惯

环节 2.作业回顾展示

(10 mins)
引导学生展示上次课

布置的课后作业并予

以评价

展示自己的演讲和调

查结果，并说明自己在

过程中的感受

培养学生开展研究的

能力，并且提升学生的

口语表达能力

环节 3.视频活动 (15
mins)

播放视频材料，引导学

生增强对于中国戏剧

观看视频，形成个人观

点，并且能进行讨论

加强听力训练，理解戏

剧的重要性以及相关



的理解。 基础知识

环节 4.文章讲解 (15
mins)

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

统戏剧的魅力，并激发

学生就已有内容和背

景展开讨论

认真听讲，记录笔记，

参与讨论

培养表达能力和提升

知识储备，并且呈现例

句为学生后面的写作

练习做示范

环节 5.课堂写作练习

(30 mins)
呈现作文 Topic:
introduce one of
Chinese operas

按照要求完成一篇课

堂作文

培养学生语言组织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

环节 6.作文评价 (10
mins)

引导学生先自改再互

改，再把作文全部交上

来

按要求先自改、互改作

文，再交给老师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和分析评价能力

环节 7.课时总结，学生

自评及其作业(5 mins)
总结本课时所学知识

点，引导学生自评并布

置作业

总结反思，预习单元剩

下内容

促使学生自我检测，并

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表 3 5-6课时安排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目的

环节 1.复习戏剧内容(5
mins)

引导学生完成课本 p84
的表格，检验学生对上

次课所学课文的理解

思考并完成填表 促使学生养成课后及

时复习的习惯

环节 2.音乐鉴赏（10
mins）

播放一首琵琶经典曲

目《十面埋伏》，引导

学生表达感受

欣赏音乐并体会其传

达的主题大意

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

乐器的鉴赏能力

环节 3.口语讨论 (15
mins)

引导学生思考中国有

哪些民间艺术形式和

传统乐器

思考并口头陈述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和口语交际能力

环节 4.课文讲解 (30
mins)

引导学生对中国民间

艺术内容进行分析并

讲解重要词汇表达

将文章分段并概述段

落大意，阐述文章的主

旨

培养学生自主阅读和

归纳总结的能力，使其

掌握说明文的结构

环节 5.课堂演讲（25
mins）

将学生分成四人小组，

就书本上 p85的习题作

为演讲主题：用英文介

绍一种中国传统艺术

形式

自行分配任务进行组

织，并展示演讲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提

高学生自主运用知识

并表达知识的能力

环节 6.课时总结，学生

自评及其作业(5 mins)
总结本课时所学知识

点，引导学生自评并布

置作业

总结反思，并复习本章

节

促使学生进行自我检

测，并培养学生自主性

学习的能力



【本单元教学过程中的数字赋能与创新育人情况】

U校园作为数字教学与学习平台，在课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单元教学过程主要使用 U校园在线

发布课前任务及重难知识点，并进行数字化考核评价。

在线发布任务：通过线上发布重难知识点，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接受教育。

同时，也可以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拓展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面，提高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

处理能力。

数字化考核评价：通过在线考核、作业批改、数据分析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全方位、

多维度的评估，所有教学过程都在平台上清晰可见，有很好的参考作用，可以对比学生的学习情况及

成长轨迹，从而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双方的进步。

本单元课程设计了大量小组讨论和文化作品调研的活动，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自主讨论的过

程中，发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其精髓，从而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积累中国传统文化

相关的语言知识和综合应用技能，从而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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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理念】

本单元以产出导向为指导，从以下 3个方面做出评价：

 课堂参与度评价：教师通过设计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以及混合使用多种教学法，评价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且记入过程性考核；

 重难点学习评价: 教师通过平台布置课前练习和对重难点知识的讲解，采用随堂测验、课堂展示等方

法评价学生的知识吸收情况；

 综合应用能力评价：教师通过设计开展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课堂交际活动，采用作品设计、课堂展示的

方法评价学生的思辨、跨文化交际等能力。

【评价方式】

本单元主要采用过程性评价的方式，把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互评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学习评价

的杠杆和引导作用，评学结合、以评促学，以期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应用能力、提升自主学习意识和发

展自主学习行为、增强文化意识和拓展鉴赏能力、发展以传播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交际能力，多维度进



行评价，具体内容如下：

教师评价内容： 学生评价内容：

1. 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情况

2. U校园平台上的作业完成情况

3. 小组讨论参与度情况

4. 课堂写作完成情况

5. 课堂阅读理解情况

6. 课堂演讲展示情况

1. 团队合作精神

2. 知识掌握情况

3. 课堂参与情况

4. 口语交际情况

5. 写作输出情况

6. 问卷调查情况

三、参赛课时教学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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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课时的具体教学目标】

1. 语言能力目标：

 学生能够正确识读本单元中与书法相关的英文单词和术语表达（如 the seal script, the official

script, the cursive script, the regular script, the running script,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等），熟

练掌握关于书法文化负载表达语块；

 学生能够运用流畅的英语介绍①五种书法字体（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由来、

特征及其代表作；②书法使用工具（笔、墨、纸、砚）的起源与分类。

2. 文化意识目标：

 学生能够了解书法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意义；

 学生能够理解中国书法在不同时代的鲜明特征及其渐趋融合的特性；

 学生能够感受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及其特有的包容性。

3. 综合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欣赏能力，加强对中国书法艺术作品的共情与理解；

 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加强对中国书法文化的认同，提高自我文化自觉性；

 提高学生的汉英翻译能力，为学生日后对外传播中国书法文化打好基础。

4. 思政育人目标：

 学生能够了解中国书法和文房四宝等，增加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学生能够进一步理解传承和保护中国书法文化的意义，建立并养成文化保护的意识；



 学生能够自信大方地展示中国书法文化，塑造积极健康的文化观，成为中国书法文化的传

播者。

【课时目标与单元教学目标间的关系】

选取课时目标是关于“中国书法”模块的具体教学目标，可以帮助教师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书法”

主题教学活动。它与单元教学目标是相互依存的，是实现单元教学目标的具体手段，而单元教学具

标则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主导方向。本课时旨在使学生掌握“中国书法字体”及“文房四宝”相关语言

知识，同时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使之能用流畅的英语向外国展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进

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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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课时以“理论和实践一体化”为导向，帮助学生全面了解中国书法文化的特征的同时，实现语言

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综合培养，达到学科育人目的。整个教学环节由“导入-讲解-实践-评价”

一个完整的闭环构成。

导入：利用 U 校园平台上发布的课前任务“If you were to give a present to one of your foreign

friends, what would you choose?”作为导入，邀请学生头脑风暴，选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礼物，以此引入

中国书法；

讲解：教师通过整合教材内容，辅以教师主讲和师生互动的课堂活动，根据时间顺序详细介绍

五种书法字体（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由来、特征及其代表作；

实践：教师讲解完中国传统书法字体后，通过古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引出书法工具（即

文房四宝）的文化内涵的学习——笔、墨、纸、砚分别代表着精神、技艺、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文

化积淀，具有广泛的传承意义。教师通过教具的展示，让学生实际感受宣纸的质地、欣赏砚台的造

型等，并设计学生课上写毛笔字的活动，增加实践趣味性。

评价： 本课时最后环节是设计任务以检验学习产出，通过书法字体的特征识别活动及书法作品

欣赏交流活动，培养“为用而学，以用促学，在用中学”的学习观念，将接受性知识转化为实际交流的

产出性知识，在学生完成任务的同时，给予多元化的形成性评价。



【本课时选取的教材内容及依据】

本课时选取《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中的 Chapter 3 Arts里的 Calligraphy ( P64-70)。选取此

内容，目的在于使学生感受中国书法文化的艺术魅力，并能切身体会到其中精髓，从而能更好的保

护和宣传中国文化，成为讲好“中国书法”的传播者。

【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说明】

具体环节详见下表：

教学环节 教学组织流程 教学材料 学习程度

驱动

(5 mins)

导入

1. 提出问题：If you were to give a present to one of your
foreign friends, what would you choose?
2. 展示日常生活和外交场合中的书法元素，引出书法的重

要意义。

使用图片、

PPT等

分析

促成+产出

(15 mins)

课堂任务一

1. 教师通过整合教材内容，辅以教师主讲和师生互动的课

堂活动，根据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五种书法字体（篆书、隶

书、草书、楷书、行书）的由来、特征及其代表作；

2. 要求学生欣赏和观察五种书法字体的特征，引导学生做

出相应的口语表达。

使用教材、

PPT
理解、分

析、应用

促成+产出

+即时评价

(15 mins)

课堂任务二

1. 教师通过展示书法工具“文房四宝”，让学生实际学习

毛笔的抓握、感受宣纸的质地、欣赏砚台的造型等，并设

计学生课上写毛笔字的活动；

2. 针对学生课堂活动的完成情况，进行师生评价和生生互

评。

使用教材、

PPT、教具

理解、分

析、应用、

创造、评价

促成+产出

+即时评价

(5 mins)

课堂任务三

教师设计书法字体特征的连线任务和书法作品欣赏活动，

以此检验学生的语言知识吸收情况和口语表达产出情况。

使用教材、

PPT
理解、分

析、应用、

创造

产出+延时

评价

(5 mins)

自我测评及课后任务

1. 回顾课堂知识点，要求学生下节课以“向外国朋友介绍

一副中国传统书法作品”为主题进行 5分钟的话题展示；

2. 教师课后在 U校园发布调研活动，要求学生就“如何

弘扬中华文化，让书法走进校园”为主题分享自己的建议，

下节课进行统一点评；

3. 教师课后在 U校园发布自我评价的问卷调查，要求学

生完成本课时学习的自我评价。

使用 PPT、
U校园平台

记忆、分

析、评价、

创造



【本课时的教材使用及数字赋能教学】

本课时以教材为支撑，优化课程设置，通过学习教材文章及多样化课堂活动的设计，学生在吸

收重难点词汇及传统文化语言表达的基础上，对中国书法艺术有更清晰的认知；课堂设计坚持“以教

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通过“驱动-促成-评价”三个环节促成有效输出，实现“做中学”、

“学中评”的效果，在锻炼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课时主要使用 U校园在线发布课前与课后任务，监测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数字化考核评价。

通过 U校园线上发布课前任务，有助于学生了解本课时的学习方向，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预习工作，

从而提升课堂参与度；线上发布课后任务，可以随时监督学生作业完成情况，从而对学情更好地把

握，进行及时的反馈与讲解。

本课时设计了提问、作品欣赏、书法实践等多种活动，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自主讨论的过

程中，发现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和精髓，从而树立保护和宣传“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意识，积累中国

书法相关的语言知识和综合应用技能，从而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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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时的评价理念】

本课时以产出导向为指导，从以下 3个方面做出评价：

 课堂参与度评价：教师通过设计①书法练习②书法字体与特征配对③识图问答等多种课堂活动，评

价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且记入过程性考核；

 重难点学习评价: 教师通过 U校园平台发布课前任务和重难点知识的讲解，采用课堂问答等方法评

价学生的知识吸收情况；

 综合应用能力评价：教师通过设计开展小组活动，采用书法实践、课堂展示的方法评价学生的英语

综合运用能力、思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课时的评价方式】

本课时主要采用多维度评价方式，将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生生互评结合起来，发挥学习评价

的杠杆和引导作用，评学结合、以评促学，以期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自主学习意识、

发展以传播中华文化为主体的跨交际能力。

学生自评是在 U校园上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具体内容见下图。



教师评价和生生评价的具体内容如下：

教师评价内容： 生生互评内容：

1. 课前预习完成情况

2. U校园课后任务完成情况

3. 小组讨论参与度情况

4. 课堂演讲展示情况

1. 团队合作精神

2. 课堂参与情况

3. 口语交际情况

4. 写作输出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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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