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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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写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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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英语专业学生 

教学时长 4 课时（180 分钟） 

教材名称 《新交际英语写作教程 3》 

参赛单元 第_3_册 第_1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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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院校特色 

本校对接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着力打造外国语言优势突出、实践应用能力突出的办学特色，培

养具有优秀的公民道德品质、良好的科学人文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宽阔的国际视野、实践能

力突出、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应用型人才。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的教育

方针，遵循“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文化塑校”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作为发展的根本

任务，以内涵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将提高质量摆在发展的中心位置，将人才引育作为发展的关

键支撑，将强化特色作为发展的取胜之道，将文化建设作为发展的精神引领，让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成

效与进步真正体现在学生的不断成长与进步之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 

学校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学科特色为“固英语语言文化之本  强英汉运用能力之技 开交叉融合汇



通之源  拓创新实践赋能之路”。英语学科是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学校龙头学科。英语专

业、翻译专业为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为省级重点专业。 

1.2 教学对象特点 

本课程教学对象为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英语专业、英语（师范）专业和翻译专业大一下学期学生。

大部分学生语言能力相当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第三或第四级，语言基础较为薄弱，词汇

量缺乏，在英语写作能力方面，经过《英语写作（1）》课程的学习，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写作技术细节

和标点符号运用、句子写作技巧和段落写作技巧，但对中英写作的区别尚缺乏足够认识，对英文文章

的基本结构和关键句写作技巧缺乏了解，对支持句写作的细节丰富性掌握不足，对篇章组织模式的了

解不多。除此之外，他们的思辨技能和品质也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如对概念的理解模糊。在学习

动机方面，大部分学生积极性较高，但因从“为高考而学”过渡到“为专业学习”不久，失去高考带

来的外在学习动机，又尚未建立将英语作为专业学习的内在动力，部分同学容易对英语和英语写作产

生抵触情绪。在学习习惯方面，大部分学生从小使用微博、微信、抖音等各种网络社交媒体，是“网

络原住民”，对移动工具设备非常熟悉，对教师在教学中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作为教学资源和教学工

具有所期待。 

1.3 本课程时长及总体目标 

本课程开设时间为 1 学期 16 周，每周 2 学时，总共 32 学时，每学时 45 分钟，总时长 1440 分

钟。本课程要求学生系统掌握英语议论文文体的基本理论、写作技巧和策略，能够独立完成基础议论

文写作，学生应重点掌握中英写作区别、英语篇章基本结构、句与句之间逻辑关系、论证组织结构、

主旨句和主题句写作、支持句细节写作，以及篇章组织方式之定义、分类和过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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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语言目标 

学生能正确区分正式定义和延申定义，在延申定义篇章写作中能提供丰富详尽的细节。 

2.2育人目标 

本单元教学在润物细无声中引领学生心智成长。本单元示例和范文所探讨话题和写作练习话题将



培养学生清晰准确把握概念内涵意义的思辨品质（disposition），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饭圈非理性行为、

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另外，同伴互评活动将有利于培养学生向他人学习的谦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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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和课时分配 

本单元主要内容为正式定义和延申定义的区别、写作中应界定事物或概念的场合、定义在篇章中

出现的位置、以及在定义写作中如何呈现丰富细节。本单元共 2课时，第 1课时通过示例讲解正式定

义和延申定义的区别、写作中应界定事物或概念含义的场合、定义在篇章中出现的位置，初步学习延

申定义中丰富细节写作，并进行延申定义段落写作练习和“短时同伴互评”（约 20分钟）及教师反馈

和陪伴写作，第 2课时通过课本范文深入学习在定义篇章写作中如何充分呈现细节，课后进行延申定

义篇章写作练习和“长时同伴互评”（约两周）。 

3.2设计理念与思路 

在社会文化视角下，写作过程具有社会性，是一种交际行为，应在恰当场合、以恰当方式起到有

效传递信息的作用, 本单元除讲解教材中正式定义和延申定义区别、进行教材范文分析之外，补充增

加“写作中应界定事物或概念含义的场合、定义在篇章中出现的位置”等内容，帮助学生了解在写作

中定义的场合和定义的位置。 

社会文化理论强调学生通过互动获得发展的动力，在写作中学生不应只是教师指导的客体，而应

是在学习实践中逐渐获得自主性的写作主体，学生角色的转换能够增强其责任意识，激发其自我调控

能力和学习自主，本单元课上设置“模拟教师向其他同学讲解细节”“延申定义段落写作”环节，课

后布置“延申定义篇章写作”任务，学生亲自参与实践活动，有利于学生深刻理解内化所学知识，最

终有效运用所学知识。布置的任务注重意义的建构，而非语言形式的简单操练，激发学生内在表达愿

望，体现任务型教学的理念。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教师不是写作的权威，而是与学生地位平等的写作参与者，其主要作用在于创

建情境促使学生发挥主体性作用，并为其提供有效指导。动态评估研究的正是如何通过教师的合理调

节，深入了解学生的语言发展状态，进一步指导教学，本单元教师进行“陪伴写作”，即学生写作 a 

good girlfriend/boyfriend 的同时，教师也就同样话题进行写作，教师的写作内容体现定义细节写



作技能，能积极调节学生语言发展，同时教师亦将相较于学生更全面更成熟的爱情观在潜移默化中传

递给学生，起到课程思政的作用。 

写作不仅是构建意义的过程，更是作者与潜在读者协商和对话的过程，作者不仅要表达个人观点，

更要考虑个人观点的合理性和读者的接受度，“同伴互评”体现了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的一种

意义协商活动，本单元教学安排了课上“短时同伴互评”和课下“长时同伴互评”活动。 

3.3 教学组织流程 

 

3.4 数字赋能、创新育人 

  本单元课堂“短时同伴互评”通过微信小程序“金山表单”中的“文件收集”功能，将学生评价

者昵称、习作作者昵称、评价等级和纸质作品照片收集到线上，方便在课室呈现和评讲。课外“长时

同伴互评”运用美国匹兹堡大学开发的始建于 2002 年的 Peerceptiv英语写作同伴在线互评系统，

实现多对一匿名互评，适时监控评价进度，数据透视性高，作者可回评，评价客观、全面、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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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教学评价秉承“assessment for learning”（为学而评）、“assessment as learning”（评



即学习）、教师针对学情适时提供支架（scaffold）的理念，采取同伴反馈与教师反馈相结合的评价

方式。同伴反馈有两次，一次短时在课上，一次长时在课下，分别运用微信小程序“金山表单”中的

“文件收集”功能和 Peerceptiv 英语写作同伴在线互评系统进行，“短时同伴反馈”之后、“长时同

伴反馈”期间及之后进行教师反馈。同伴互评均采用匿名形式，有利于学生提出高阶问题和建议、做

出种类多样的反馈。“短时同伴互评”安排在学生初步学习延申定义细节充分性写作（即学习第 1 篇

文章第 2 段）、进行延申定义段落写作后，在课上进行，提供机会给学生了解同伴学习成效、及时调

整自身知识结构；“长时同伴互评”安排在学生深入学习延申定义细节充分性写作（即学习第 1 篇文

章第 3、4段和第 2篇文章）、进行延申定义篇章写作后，在课下进行，多名学生评一份习作，多人意

见比一人意见更具说服力，有利于作者采纳意见建议、提高文本质量，同时作者对评价者评语进行清

晰性、正确性和帮助性三个方面的回评，督促评价者认真对待他人作品，调动同伴互评积极性，在评

价过程中深入理解所学内容。 

“短时同伴反馈”和教师反馈步骤请见“三、参赛课时教学设计方案”。 

“长时同伴反馈”和教师反馈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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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课时的语言教学目标是学生能正确区分正式定义和延申定义，能完成含较丰富细节的延申定

义段落写作。该课时的育人目标是培养学生清晰准确把握概念内涵意义的思辨品质，引导学生正确看

待饭圈非理性行为，树立正确爱情观，培养向他人学习的谦虚态度。 

该课时为单元教学的第 1课时，课时目标是单元整体教学目标的浅层版本，第 2课时将在第 1课

时学生了解延申定义涵义、适用情况、篇章位置和细节充分性写作的基础上进行延申定义细节充分性

写作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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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课时设计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充分关注学生与话题、同伴、文本、教师等之间的互

动调节作用。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小组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饭圈文化中的一类人群 diehard fans（死忠粉）的涵义，针对一

些关于死忠粉的关键词，教师将进行启发式提问使学生意识到每个人的理解不完全一样，对死忠粉有

褒有贬，褒的是这类粉丝对艺术和美好事物的理性热爱，贬则是因为将死忠粉和脑残粉（brainless 

fans）混淆了，教师借此引导学生在平时生活和写作中应注意区分概念，同时应理性追星。之后，教

师展示教材第 46页第 2单元第 2篇文章中第 4段作者的定义，提问学生该定义体现的作者对 diehard 

fans 的态度，同时请学生在词典 APP 上查找 diehard fans 的定义，学生会发现只能找到 fan 和

diehard的定义，并且词典对 fan和 diehard的定义不带感情色彩，非常客观，教师在此时指出正式

定义和延申定义的区别，告诉学生本单元将进行延伸定义写作学习。 

学生在了解什么是延申定义之后，教师展示源自课外的一个删除定义的段落，让学生通过微信小

程序“金山表单”对段落中某个词的涵义进行猜词游戏，再展示原段落，提问学生应在何种情况下写

作延申定义，总结指出当写作涉及多义词、抽象概念或专业术语时应呈现作者的理解和所指，即写作

延申定义。之后，教师让学生观察原段落中定义的位置、浏览第 3-4页第 1单元第 1篇文章，提问延



伸定义应该在篇章中出现的位置。接下来，学生寻找划出该文章第 2 段中关于 football fans 的细

节，教师说明延申定义的写作要领是呈现充分的细节，帮助学生初步理解细节是现象级别的、可视化

的、人们所看到或所做的事。   

学习以上知识后，学生通过做来学（learn by doing），就 a good boyfriend/girlfriend 进行

延申定义段落写作，要求尽可能包含丰富的细节，限时 5 分钟，署名昵称，之后学生进行 1 对 1 互

评，互评焦点为细节充分性，评 A/B/C等级，上传至“金山表单”，教师点评作文。点评后，教师展

示自己创作的 a good boyfriend 延申定义段落，在对其写作内容和思路进行解释时引导学生建立更

加成熟全面的爱情观。 

2.2所选取的教材内容 

教材第 3-4 页第 1 单元第 1 篇文章为本族语者所写，对学生有较大语言和文化学习价值，鉴于

该课时涉及延申定义的涵义、位置和定义细节充分性的初步了解，仅让学生浏览全文、对第 2段进行

细节的查找。在对死忠粉的定义进行讨论时，展示了第 46页第 2单元第 2篇文章中第 4段的内容，

虽然第 2单元关于篇章组织方式中的分类，与延申定义不直接相关，但第 1 单元和第 2单元的融合

恰恰体现了“一篇文章可同时运用多个组织方式” 的写作策略，可教授给学生。 

2.3教学组织流程 

 



2.4 使用教材实现教学目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本课时虽属于第 1 单元 Definition教学，涉及到第 2单元范文部分内容，有利于学生整合教材

各个章节，在写作实践中灵活运用教材所讲授的各种篇章组织方式。在课上使用词典 APP、“金山表

单”等线上工具，不仅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而且符合当代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对 diehard fans/a 

good boyfriend/girlfriend 的涵义进行思考讨论并进行延申定义细节写作，能够培养学生准确认识

概念的思辨品质，同时，同伴互评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向他人学习的谦虚态度，“短时同伴互评”后

的教师评讲和陪伴写作可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爱情观，比如择偶时，不应受不良影视作品影响被表面

言语行为蒙蔽，应充分认识了解对方的品质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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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时采取“短时同伴互评”和教师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步骤和方式如下： 

 

本课时在学生完成对延申定义涵义、写作场合、篇章位置和写作要领，即细节写作初步学习后布

置延申定义段落写作练习，通过“短时同伴互评”和教师反馈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了解学生学习

的阶段性成果，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适时了解学情，为第 2学时“延申定义写作细节充分性深入教

学”打下良好基础，充分发挥过程性评价的作用。 

众多研究者和教育者指出，同伴互评促使学习者为做出评价复习巩固课程内容，使同伴成为外语

学习者的学习资源，提高学习者写作参与度，改进写作质量、写作能力和认知能力，同时，同伴互评

对学习者写作自我效能感也有积极影响，教师在阅读和评讲学生习作的过程中，能适时了解学生掌握



情况，及时调整课堂内容和设计，本课时秉承“assessment as learning”（评即学习）和“assessment 

for learning”（为学而评）的理念进行教学。 

“短时同伴互评”将同伴视作学习资源，利用“金山表单”中“文件收集”功能方便快捷搜集学

生纸质作品及评阅等级，并实现匿名评价，打消实名互评带来的情感顾虑，评阅者能如实评价，写作

者的自信心受到应有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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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