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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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辨读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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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 

教学时长 64 学时 

教材名称 《新交际英语阅读教程 2》 

参赛单元 第_2_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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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院校特色 

我校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一所石油特色鲜明，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学，

是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211 工程”重点建设和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学校坚持

“强优、拓新、创一流”的学科建设思路，构建了能源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学校传承红色基因，把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贯穿到立德树人全过程，涵养新时代能源强国、能源报国价值追求，以特

色鲜明的大学文化推动学校发展、服务社会进步。外国语学院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提炼校本特色，

2020 年，一门课程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23 年，一门课程再获“第二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课程”认定。 

（2）教学对象特点 



我校英语专业学生入学总分较高，但英语水平个体差异明显， 因此课程特别注意数字赋能的教学

设计，以期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学生有较强的求知欲和学习动力，而英语专业的学习强度较大，要

求较高，这种学习动力有助于学生在初期适应专业学习。大一新生还需要一定时间适应较为自主的学

习方式，一定程度上依赖老师及同学的帮助，这需要培养独立学习与思考的能力。 

（3）本课程时长及总体目标 

《思辨读写（II）》为英语专业本科生第二学期的必修课，课程总时长为 64 学时。课程以人文为

基，思辨为轴，价值为魂，推动全人教育模式，具体达成如下目标： 

知识目标：围绕绿色家园、教育哲学、医疗健康等主题夯实人文知识体系；掌握思辨读写的知识

框架，包括论据分类及运用、查阅和筛选文献以及思辨写作要素等。 

能力目标：英语读写能力达到《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4 级；能基于思辨元认知进行批判性阅读

分析，在写作中阐明论点并合理论证；关注环境、能源、健康、教育等全球议题，在思考问题和解决问

题中提高国际胜任力。 

育人目标：能够大力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通过“思政+思辨”的

“双思”教学模式，能够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辨国内国际问题，成为拥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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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教学单元是以“House and Home”为主题的第三单元，共包括两篇课文，分别为“The Bad News 

About Green Architecture”和“On House and Interiors”。结合教学单元主题和课程特点，本单元教学目

标设定如下： 

知识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能够 

1) 了解“绿色建筑”的特征和范例； 



2) 理解并掌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环境可持续性——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经济可持续性

——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社会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公平、文化多样性和生活质量。 

能力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能够 

1) 概括能力：准确把握文章主题及段落大意、梳理文章结构； 

2) 应用能力：准确辨认并在写作中熟练运用本课词汇、搭配和语句表达，并能用英语对课文难句进

行释义（paraphrase）； 

3) 思辨能力：掌握不同类型的证据（专家意见和数据统计），以及如何有效运用证据来支持论点，

并能在文章分析和写作中实践论证与运用证据；识别作者在文章中表达的态度和观点；理解在论

说文中恰当使用情感诉求的原则，并能在写作中恰当地使用情感诉求加强论点； 

4) 创新能力：学生能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绿色校园”或“保护中国传统村落”为主题的思辨写作和

实践项目，提升团队合作和思辨读写能力。 

育人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能够 

1) 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环境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的协调与平衡； 

2)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理解生态文明理念：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从历史和全球的维度来理解可持续

发展，及我国做出的贡献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3) 增强社会参与度：通过单元项目，让学生理解并参与解决环境与社会相关问题，将所学知识和技

能应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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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的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 

主要内容： 

本单元围绕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基于两篇课文进行学习与批判性分析，讨论可持续发

展和生态文明的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读写综合的项目实践，论证如何建设绿色校园，以及如

何可持续地保护中国传统村落。针对思辨技能，本单元主要讲解论说文中专家意见及数据类的证据，

以及如何有效运用证据来支持论点。内容总体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了解绿色建筑的特征及范例；第二部分：深入学习及批判性分析第一篇课文；第三部

分：思辨技能学习；第四部分：第二篇课文的阅读小组式学习；第五部分：读写综合的单元项目实践

及课内考察。 

课时分配：本单元共计 10 个课时。采取螺旋上升模式，理论渐进，联系实践。 

Session 1（2 学时）：课前，预习任务：使用 APP 每日英语听力跟读课文，并将跟读音频上传到学

习通（线上学习平台）的作业；将本单元的个性化生词表上传到学习通的讨论区；在学习通的讨论区

分享或回复与课文相关的阅读理解及思辨性问题。课中，通过讨论、游戏、案例和讲解，学生了解绿

色建筑的特征及范例；重点讨论和分析第一篇课文的主旨大意和文章结构。课后：阅读及观看学习通

上关于绿色建筑的材料，作为复习和巩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Session 2（2 学时）：课前，阅读及观看学习通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资料。课中：分析和讨论

课文的重点词句；通过对比可持续发展和文中绿色建筑的概念，对课文进行批判性分析，并从历史和

全球的维度来分析可持续发展，讨论生态文明建设及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课后：完成教材上的

“Language Focus”习题，背诵课文段落；观看学习通上关于生态文明和碳中和的视频；开始着手进行

单元项目。（第二部分） 

Session 3（2 学时）：课前，学生在学习通阅读本章节关于美国内华达州能源概况和飓风 Katrina 的

学习资料。课中，继续对课文进行批判性分析，应用前面单元学习的思辨技能，分析和评价文中作为

证据的例子；讲解论说文中数据类证据，并对文中的数据证据进行分析和评价；识别和总结作者在文

中表达态度和观点的语言形式，并进一步讲解在论说文中恰当使用情感诉求的原则；讨论学生在学习

通平台提出的问题；解答学生关于教材习题的问题。课后，练习复述第一篇课文。（第二部分和第三



部分） 

Session 4（2 学时）：课前，通过小组阅读的形式，完成第二篇课文的自学环节，准备课堂汇报。

课中，讲解论说文中的专家意见类的证据，以及如何有效运用不同类型证据来支持论点；针对第二篇

课文，学生进行小组课堂汇报，教师给予反馈，师生共同在学习通为该小组评分，并讨论和解答学生

在学习通上提出的问题。课后，在学习通阅读本章节的扩展材料“On House and Interiors”的完整版本。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Session 5（2 学时）：课前，完成单元项目，在学习通提交作业，准备课上小组汇报。课中，针对

单元项目，学生进行小组课堂汇报，教师给予反馈，师生共同在学习通为该小组评分；学生对第一篇

课文进行复述，教师给予反馈；进行本单元的单元测验。课后，学生在学习通提交课文背诵段落的默

写。（第五部分） 

设计理念和思路： 

本单元实施“以产出为导向，以思辨为核心、以读写为途径、以价值为引领”的设计思路，开展

“思辨阅读+思辨写作”、“技能体系+知识体系” 、“思政+思辨”的立体式思辨教学。  

通过整合多种课程资源，包括教材内容（《新交际英语阅读教程 2》中的课文、习题、单元项目，

以及其他思辨教材中的思辨技能）和主题相关的课外资源（例如，绿色建筑的国家标准、定义可持续

发展的联合国文件、丁仲礼院士关于碳中和的视频采访和学术报告等），为学生的思辨读写提供必要

的信息输入，帮助学生建立思辨元认知体系和人文知识结构。同时依托超星学习通的线上学习平台，

实现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的有效衔接。 

教学方法上推动多维融合。课前：任务前置，开展线上 SPOC 资源自学、线上分享与讨论、阅读

小组研讨等；课中：进行启发式互动教学、针对性答疑、分组研讨汇报、教师点评；课后，开展思辨读

写综合的单元项目，全过程体现学习中心，产出导向。 

教学流程上，体现读写互促和价值引领。采用阅读和写作实践，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思辨

能力。通过全过程、全方位、“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式思政教育，使学生理解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

念，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度，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践。 



成绩评定上，综合线上数据和线下记录，有效融合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包括线

上学习记录、课堂参与、平时作业、小组项目和线上单元测验。其中，小组项目采用综合评定的方式，

包括教师评价、组间互评、组内互评以及自评。 

（2）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包括课内、课外具体步骤与活动 

Session 1 

主要环节 教学步骤 

课前 学生在手机应用每日英语听力上完成课文跟读，并将跟读音频上

传到学习通的作业； 

学生将本单元的个性化生词表上传到学习通的讨论区； 

学生在学习通的讨论区分享或回复与课文 “The Bad News about 

Green Architecture” 相关的阅读理解及思辨性问题。 

目标导引 明确本单元学习目标和内容，引导学生关注学习重点。 

课程引入 通过讨论、游戏、观看视频案例和讲解，学生了解绿色建筑的特

征及范例。 

主题分析 教师介绍课文 “The Bad News about Green Architecture” 的作者

背景信息； 

学生基于速读任务，通过师生问答、同伴讨论，掌握课文主题和

课文结构，归纳课文主旨。 

小结和作业（课后） 教师总结课程要点； 

教师布置作业：学生在学习通阅读及观看本章节关于绿色建筑的

材料，作为复习和巩固。 

 

Session 2 

主要环节 教学步骤 

课前 学生阅读及观看学习通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资料。 

课程引入 复习课文主旨及结构。 

主题分析 讲解和讨论课文的重点词句，同时讨论和解答学生在讨论区提出

的关于课文理解的问题。 

思辨阅读 通过对比可持续发展和课文中绿色建筑的概念，对课文进行批判

性分析； 

通过观看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上的一个演讲视频，引导

学生从历史和全球的维度来分析可持续发展； 

通过引入“人均累计碳排放”的概念，引导学生讨论生态文明建

设及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教师布置单元项目任务：○1 建设绿色校园，○2 可持续地保护中国

传统村落。 



小结和作业（课后） 教师总结课程要点； 

教师布置作业：○1 完成教材上的“Language Focus”习题，○2 背

诵课文段落，○3 在学习通观看本章节中“生态文明”和丁仲礼院

士关于“碳中和”的采访及学术报告视频，○4 小组开始着手进行

单元项目。 

 

Session 3 

主要环节 教学步骤 

课前 学生在学习通阅读本章节关于美国内华达州能源概况和飓风

Katrina 的学习资料。 

课程引入 复习前一单元所学的论说文中例证类证据的选取原则，以及课文

主旨内容。 

思辨阅读 应用前一单元学习的思辨技能，基于补充的课前阅读材料，分析

和评价课文中作为证据的例子（同伴讨论，教师讲解）； 

教师讲解论说文中数据类证据，对文中的数据证据进行分析和评

价（同伴讨论，教师讲解）。 

思辨阅读+语言要点 教师引导学生识别和总结作者在文中表达态度和观点的语言形

式（同伴讨论+集体标记），并进一步讲解在论说文中恰当使用

情感诉求的原则； 

共同讨论并解答学生在学习通平台提出的语言问题； 

教师解答学生关于教材习题的问题。 

小结和作业（课后） 教师总结课程要点； 

教师布置作业：练习复述第一篇课文。 

 

Session 4 

主要环节 教学步骤 

课前 学生以阅读小组的形式学习教材本单元的第二篇课文“On House 

and Interiors”，完成自学环节，并上传学习记录至学习通的分组

任务，汇报小组准备课堂汇报。 

学生在学习通的讨论区分享或回复与第二篇课文相关的阅读理

解及思辨性问题。 

课程引入 复习前一单元所学的论说文中不同类型的证据。 

思辨元认知/技能 教师讲解论说文中的专家意见类的证据，以及如何有效运用不同

类型证据来支持论点。 

阅读小组汇报和讨论 针对第二篇课文“On House and Interiors”，学生进行小组课堂汇

报（汇报分为五个部分，每位成员负责其中一个：概括文章大意，

文章联系现实，主题问题讨论，重点词句，重点段落），教师给

予反馈，师生共同在学习通为该小组评分； 

师生共同讨论和解答学生在学习通上提出的问题。 



小结和作业（课后） 教师总结课程要点； 

教师布置作业：在学习通阅读本章节的扩展材料“On House and 

Interiors”的完整版本。 

 

Session 5 

主要环节 教学步骤 

课前 学生完成单元项目，在学习通提交作业，准备课上小组汇报。 

单元项目汇报 针对单元项目，汇报小组进行课堂汇报，教师给予反馈，师生共

同在学习通为该小组评分。 

学习效果考察 通过学习通抢答和选人，部分学生进行第一篇课文内容的复述，

教师给予反馈； 

通过学习通平台进行单元测验。 

小结和作业（课后） 教师总结课程要点； 

教师布置作业：学生在学习通提交课文背诵段落的默写。 

 

（3）单元教学过程体现数字赋能与创新育人: 

数字赋能 

本课程基于超星学习通网上学习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营造积极主动的学习氛围，搭建师生、生生沟通的桥梁，有效提高课堂效率及学习效果，为学生

增权，为学习赋能。 

课前，学生自学，生生互动： 

1) 利用手机应用“每日英语听力”的跟读和评分功能，学生进行课文纠音跟读；音频上传到学习通

作业任务，学生进行生生互评，进一步巩固学习效果，并相互督促和激励。 

2) 学生建立课文的个性化单词表，并分享在学习通的讨论区，便于学生之间互相督促和激励。 

3) 针对课文内容，学生提出问题，并发布在学习通的讨论区，同时鼓励解答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

以营造积极主动的学习氛围，保证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痛点。 

4) 学生自学学习通上本单元的阅读和视频资料，促进学生对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等基本概念的理

解，以便学生能够更为深入地对课文进行批判式分析，对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内容展开讨论。 



课中，高效课堂，全员投入： 

1) 利用学习通平台，通过设置主题讨论、随堂练习和抢答等多种课堂活动，保障课堂上更多的同学

参与关键概念和核心主题的学习和讨论，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教师能快速、全面了解学

生对重点词句的掌握情况。 

2) 教师并针对学生课前在线上平台的提问，当面进行解答，提高课堂效率。 

3) 课上小组汇报之后，师生通过学习通对汇报小组进行综合评价，进一步为学生增权赋能。 

4) 利用学习通平台，进行单元测验，系统自动评分，学生和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习效果，并针对突

出问题及时做出反应。 

课后，巩固深入，互学互促： 

1) 学生课后观看学习通平台上关于“碳中和”和“生态文明”的视频，进一步加深对可持续发展相关

问题的理解。 

2) 通过学习通平台布置单元项目作业，并提供和建设绿色校园相关的链接，以及和保护中国传统村

落相关的视频，保证学生对任务内容充分理解，并基于阅读和观看这些资源，更好地完整单元项

目。 

3) 通过学习通平台布置分组任务，督促学生完成第二篇课文的小组阅读任务，并上传学习记录，有

助于学生间互相督促和激励。 

4) 教师将单元项目的优秀小组作业分享在学习通的讨论区，以鼓励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5) 通过学习通的随堂练习任务，检查学生的课文段落默写，以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并节约课内时

间。 

创新育人 

1) 落实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路径。针对技能课程有待知识化和思辨化的问题，本单元教学秉承课程

有效融合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特点。具体而言，将论说文中的数据和专家意见类的

证据以及如果有效利用论据作为主要的思辨元认知教学内容，将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

的人文知识教学内容，并应用思辨技能对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同时，结合课内、

课外的可持续案例分析，以单元项目为实践形式，利用课堂内外、线上线下、移动互联的混合式

智慧教学平台，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2) 彰显校本特色的教学育人体系。立足“宽视野、有情怀，善思辨、懂能源”的优秀国际化外语人

才的专业培养目标，紧跟全球能源转型带来的深刻经济社会变革，学习研讨“绿色建筑”和“可持

续发展”这样紧扣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的主题。 

3) 开拓全球胜任力的立体培养模式。通过贯彻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学生在认知、人际

与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素养。以语言为工具，通过历史和全球的维度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和单元

项目的实践，深刻理解我国在这一方面做出的贡献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领悟个人及世界大国的

道德责任，共同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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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采用过程化、多元化考核体系，从个体到集体、从课内到课外，综合评价贯穿始终。教师制定

每单元常规任务清单（如下图所示），将本单元学生需要课下完成的任务概况提前发放给学生。通过

学习通平台，教师可以进行监督和评分，学生可以通过讨论、浏览、评价的方式进行互学互促。 

 

本单元的过程性评价内容可概括为课堂参与、平时作业、小组任务、线上参与四个部分，终结性

评价为单元测验。 



课堂参与部分，教师充分运用学习通互动功能，在线上学习平台进行签到、选人、抢答、问卷、讨

论等学习活动。一方面教师对学生的回答给予口头反馈和评价，激励学生的课堂参与，另一方面，线

上平台能够记录学生的参与轨迹，累计分数。 

平时作业部分，教师在学习通发布作业任务，根据作业内容设置评价方式：教师评价或生生互评。

线上平台为生生互评提供了便利，有助于学生之间互相学习和激励；此外互评环节能够实现匿名随机

分配，设置每人评阅数量，有助于提高评价的客观性。 

小组任务部分，教师在学习通发布分组任务，学生按分组上传学习记录或书面报告及 PPT，有助

于小组之间互相观摩学习。线上平台还能够实现小组任务的综合评价，具体为教师评价（40%）、组间

互评（40%）、组内互评（10%）和自评（10%），主观评价和分数相结合，为学生增权赋能，提高学

习的积极性。教师将优秀小组作业发布至线上平台讨论区，说明推荐理由，实现激励学生、以评促学。 

线上参与部分，教师在学习通提供多个阅读及视频类的教学资源，部分内容设置为任务点，平台

能够记录学生的学习时长及任务点完成情况。此外，平台能够统计学生在讨论区发布和回答的问题数

量。 

单元测验部分，教师在学习通平台设置题目，组建试卷，学生在线上平台进行测验。通过系统自

动批阅，学生和教师都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学习效果，并及时解决问题，调整教与学。 

总之，本单元通过数字化教学手段，学习任务均可在学习通平台留下记录，实现分数累计，提升

了全流程综合评价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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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识目标 

* 了解并能用英语讲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及原则；  

* 掌握“可持续建筑”（sustainable building）的特征和样例； 

2）能力目标 



* 概括能力：准确把握文章主题及段落大意、梳理章节思维导图； 

* 应用能力：准确辨认并在写作中熟练运用本课词汇、搭配和语句表达，并能用英语对课文难句

进行释义（paraphrase）； 

* 思辨能力：掌握论证策略，即如何利用论据进行有效论证，并能结合课文进行批判分析； 

* 创新能力：学生能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绿色建筑、绿色家园”为主题的思辨写作和实践项目，

提升团队合作和思辨读写能力。 

3）育人目标 

* 学生能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建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实现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

持续的协调与平衡；  

本课时教学目标与单元教学目标一脉相承，分别对应了单元目标中的知识目标的两点，能力目标

的前两点及后两点的部分内容，育人目标的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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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课时设计理念与思路 

课文“The Bad News About Green Architecture”选自教材第三单元第一课，单元主题为 House and 

Home，是本学期有关生活方式、绿色家园、教育哲学、医疗健康、节日文化、饮食习俗、共情伦理

和动物智慧八大主题之一。教学内容上，该课是英语专业低年级阶段建立“社会文化+科学人文”跨

学科知识体系中的一环：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的混合式学习需要理解可持续发展的三维度、掌握绿色建

筑的标准并应用于建筑分析、学会跨文化思辨西方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共性与差异、领

悟并践行绿色节能理念。思辨技能上，课文聚焦的论证策略是思辨元认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

第一学期纠正学生传统语言技能单核思维的基础上，本课重点讲授论证策略（How to analyze a good 

example），此前思辨技能已涉及识别写作目的、预测课文内容、论据分类、搜集运用资源等。 

在主题知识方面，本课聚焦“可持续发展”理念，学生通过 SPOC 资源自主学习该概念的演变、

内涵和原则，师生共同探索并分析当代所谓“绿色”建筑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以加州科学院为例展示

“绿色建筑”的“绿色”特征。在思辨能力培养方面，本课首先讲授论证策略的内涵，然后结合课文

内容，引导学生分析本文的论证策略和存在的问题，教会学生利用论据进行有效论证的方法和策略。



在思政教学方面，本课强调生态文明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吸收与超越。可持续性是西方现代发展模式遇

到挑战的概念创新，生态文明是中国吸纳西方环保理念提出的特色方案和特殊贡献，从更高层面对人

类文明形态提供了中国生态智慧：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

点，以此建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课程将引导学生讨论中国生态文明对当下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

意义，进而在生活和未来工作中自觉践行节能生态理念。 

2）教材内容及选取依据 

本课时在主题分析、思辨阅读和语言要点三个环节使用了教材。 

在主题分析环节，教师首先以提问方式带领学生略读（skimming）课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

每段的主题句，然后教师通过提问式、启发式互动讲解，与学生共同进行主题分析和结构分析，绘制

课文结构思维导图。 

  

  

在思辨阅读环节，教师首先讲授思辨策略，总结常用的四种论据（experimentation, example, 

authoritative testimony, numerical data）；然后结合课文内容，讨论本文所用论据和论证效果（P46 第

2 段）；接着针对课文内容进行思辨分析，对本单元相关话题进行批判性思考（P46 第 1 段），最后



运用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到的劝说三要素之一 pathos（情感）要素，对作者态度进行思辨解

读（P46 第 1 段）。 

  

  

在语言要点环节，教师首先引导学生透过语言分析作者的讽刺态度（P46 第 1 段），进而针对课

文的重点词汇和复杂句子进行提问和讲解（P46 第 3 段，P47 第 6 段），最后针对学生在学习通提出

的预习问题进行答疑。 

  

 

 



3）本课时教学组织流程 

主要环节 教学步骤 

1. 内容回顾（3 分钟） 回顾上节课讲授要点，建立与本堂课之间的链接 

2. 目标导引（2 分钟） 明确课程目标和内容，引导学生关注学习重点 

3. 课程引入（5 分钟） 通过设计环环相扣的系列问题，引导学生理解绿色建筑和可持续

发展之间的关系 

4. 主题分析（10 分钟） 通过师生问答、同伴和小组讨论，掌握课文主题和论证思路，运

用思维导图绘制课文结构 

5. 思辨阅读（15 分钟） 教师讲授思辨策略，引导学生对课文论据、论证效果、和作者态

度进行思辨 

6. 语言要点（5 分钟） 引导学生关注重要的语言现象，回答学生疑问 

7. 小结&作业（4 分钟） 总结课程要点，引导学生关注绿色奥运，建设绿色校园 

思辨+思政，创新+实践 

8. 课后拓展（1 分钟） 帮助学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知识网络 

4）教材使用和数字赋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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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课时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梳理课文内容、总结课文主题、学习重点词句、对论

据进行批判性分析，实现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中的概括能力、应用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以及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育人目标。与此同时，教师通过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布置章节任务，预置丰富的阅

读材料和相关视频，帮助学生全面、客观地了解“可持续发展”的三维模式，认识到生态持续、经济

持续和社会持续的协调与平衡。学生通过平台预习材料学习思辨元认知策略，并结合课文进行批判分

析，提升思辨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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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课时教学展示环节之前，学生已经在教学平台提交了跟读录音和单词表，教师根据学生完成

情况进行打分。教学展示环节之初，教师以问答形式引导学生回顾上节课讲授过的亚里士多德“劝说

三要素”，并在课文内容讲解和批判分析阶段引导学生围绕三要素进行剖析。一方面，教师通过口头

点评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价，另一方面，教师通过学习通的选人、抢答和打分功能对学生的

课堂表现进行即时评价。在本课时导入部分，教师通过学习通“主题讨论”功能发帖，了解学生对于

“sustainability”的理解，以此生成词云，学生的回帖和课堂参与情况将被及时记录在系统中，作为

过程性评价的依据。在教学展示环节最后，教师布置材料阅读、视频观看和思辨写作任务。其中阅读

材料和视频的学习情况将会在教学平台上实时呈现，每位同学的学习时长和进度都有精确的记录，写

作任务得分由教师点评（40%）、组间互评（40%）、组内互评（10%）和自评（10%）四部分构成，

教师也会通过口头及书面形式进行延时反馈。这些环节充分体现了本课程灵活运用数字化测评工具

和手段，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课程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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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