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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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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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专业大三学生 

教学时长 40 学时 

教材名称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 

参赛单元 第___册 第__2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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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建校 70 年来始终秉持“体育报国”

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主动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以服务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

为导向，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体育大学的进程中构建与国家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基地相

适应的一流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学校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布局课程思政建设，深挖

体育思政元素，凝聚体育特色，尤其是通过认真学习总书记给我校研究生冠军班回信精神，促进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推进体育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不断提升课程育人质量。 

近年来，外国语学院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聚焦国家体育战略需求，结合《外国语言文学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求，不断推进“外语+体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依托体育学科优势，致力于培

养综合素质高、语言功底扎实、跨文化与思辨能力强、掌握体育组织、体育赛事及主要体育项目

的相关知识，在体育以及中外人文交流等领域具备国际胜任力，具有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德智

体全面发展人才。为培养创新拔尖人才，2017 年学院招收口译实验班，对学生进行口笔译实践的

强化训练。目前口译实验班人才培养成绩显著，学生专业能力优秀，多人次参加“国才杯”英语能力

竞赛获得优异成绩，多数学生都有担任国家队随队翻译、服务国际体育赛事等经历，成为学院和

学校的品牌实验班。2022 年英语专业获批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教学对象特点：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英语专业三年级本科生（含口译实验班学生）。经过两年的英语专业学习

与实践，学生已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知识储备、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明显提高。其语言能力大致相当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 6-7 级。在专业学习和实

践中，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勤思好问，具有积极的团队合作精神，能够在教师指导下与同伴共同

开展探究性研究，完成具有一定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任务。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学生充分发挥语言优势，作为志愿者、BTP 项目成员、

冬奥组委工作人员和冬季两项国家集训队随队翻译，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 20 余个场

馆和场所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参与冬奥服务保障工作。他们时刻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

新时代中国青年精神为指引，在实践锻炼中夯实专业基础，在服务奥运中厚植家国情怀，以过硬

的专业素养、踏实的付出奉献、开拓的国际视野将个人小我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展示了青春

风采。 

课程时长及总体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核心课，共开设 40 学时，约 4 学时完成 1 个单元。课程以价值塑造为统

领、知识传授为载体、能力培养为目标形成“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结合体育院校特色和学科优势创

新融入体育思政育人元素，使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和单元思政教学重点有机融合，在价值塑造中做

到既有本色又显特色，既有理论思辨又有实践关照。教学中注重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习近平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等

融入教材知识传授中，通过协同培养语言运用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国情文化比较

能力、传播实践能力等，不断提高学生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能力，使学生实现从认识真实、立体、

全面的当代中国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英文表达，肩负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的历史使命，成为具有创新精神、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专门人才。同时，通过筑

牢思想政治素养、夯实专业素养、培育传统文化素养全面提升教学团队思政素养，促进课程建设

与教师发展同向同行。通过数字赋能，全面完善课程评价体系，形成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多维度、多主体、动态化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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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为《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第二单元，单元主题为 Beautiful China 美丽中

国。本单元教学目标体现为语言目标、能力目标、育人目标三个方面。通过融合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内容的语言教学，提高学生政治思想素质，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 

语言目标：  



（1）能够使用核心词汇、短语及重点句型谈论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原则和实

践； 

（2）能够根据中国特色时政英语翻译标准、运用翻译方法和传播技巧，用英语讲好中国环

保故事。 

（3）能够融合体育特色，以英语为载体，阐述体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传播绿色奥运理

念，讲好北京冬奥会的环保故事。 

能力目标：  

（1）增强词义理解，能够准确进行词义辨析，提升翻译中的跨文化意识； 

（2）能够灵活运用评价表，在口语表达中提升批判性思辨能力； 

（3）能够结合本单元主题词和 iWrite 线上写作平台，在书面表达中加强英语写作能力，提

升国际传播能力。 

育人目标  

（1）深入理解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政策和中国智慧，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2）科学全面地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3）深刻认识体育与环境的关系，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推进体育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厚植爱国情怀，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引导学生落实“建设美丽中国从我做起”的理

念。 

（5）拓展国际视野，从全球视角理解中国的绿色发展，提升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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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教学内容与设计理念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的第二单元“美丽中国（Beautiful 

China）”。文章是习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新

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的五项基本原则。 

本单元教学设计以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 Oriented Approach）为指导理论，共设计 4 学时的

教学内容（每学时 45 分钟）。具体课时分配如下： 

https://www.baidu.com/link?url=-6oO7m5sxqrp1ZlJSV6URUaSyNj9fCNhygVSoFWbS5svNMlsuKhTCcpzbnb_59rOl8h6TkHAoOXphSLGP1_qgDqY1sQehGFxFQ-hj0w7Jfzmol_dE0RoMwtTm3NzE06XB6Ih3tJytR30Gukh0QBg6Xf3jjrlmrszdrZl6wZ3OikPuW4X4S0wiqnX92pA12iDS8il_UIbTR1xJMv4kribOXGn6u0OuZBOlIVbBKXPiM-pANNn5610XZ8nd48SodDFwBaiwuPrvLthzML2N0ArGq&wd=&eqid=fe14b3020075a1b200000002645fc7ce


 

 

II．课时分配与教学组织流程 

第 1 学时：导入 

a. 思想预热 

活动设计：全班讨论+雨课堂弹幕 

学生对“美丽中国”概念的理解及亲身感受 

b. 检查子任务 1 

活动设计：全班讨论+小组讨论+雨课堂投稿 

 教师带领学生复习课前发布的雨课堂练习中要求学生掌握的高频“绿色”英语词汇与表达 

 学生分组展示利用两大权威语料库“中国关键词—权威解读当代中国”与“中国重要政治词

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搜集到的其他“绿色”英语词汇与表达 

c. “美丽中国”相关讨论 

活动设计：学生个人汇报+教师启发式领学 

 教师课前要求三位学生代表分别对“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背景、具体内容及重要意义进行

调查研究，每位同学在课上用 5 分钟时间进行讲解。 

 教师在学生讲解后进行补充说明，并带领学生进一步厘清“美丽中国”与习近平新时代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重点内容如“五大新发展理念”等之间的逻辑关系。 

雨课堂智慧教学平台；权威语料库“中国关键词—权威解读当代中国”与“中国重要政治

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 

第 2 学时：课文梳理 

a. 课文论点、间架结构、论证思路 

活动设计：小组讨论+全班讨论 

将学生分为 5 组，每组分别负责一项绿色发展原则，总结中心思想、列出论证思路、找出难理

解的句子，完成小组任务表后汇报，然后进行全班讨论。 

 

b. 语言难点讨论 

活动设计：师生问答 

 教师总结归纳学生小组任务表中的重难点句子，引导学生仔细分析长难句、阻碍理解的背

景知识等难点，使学生更精确地理解文章内容、实现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同步发展。 

c. 检查子任务 2 

活动设计：全班讨论+iWrite 写作平台 

 学生完成话题为“绿色北京冬奥会”的写作任务，并在课前完成两项评价：1）按照教师提

供的评价清单自评（评价清单见下图）；2）同伴之间按照教师分组（每组 3-4 人）进行互

评和面对面交流。完成评价后，学生根据评价意见进行修改，上传作文到 iWrite 写作平

台，反思修改体会。 



 

 教师推优示范，将学生写得精妙的句子、段落或新颖的观点、独特的论证方式推荐给全班

阅读、赏析和学习。 

iWrite 线上写作教学与评阅平台 

 

第 3 学时：融入体育元素 

活动设计：视频导入+全班讨论+个人汇报 

a. 细读原则 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体育与环境的关系：教师通过视频助力学生理解运动之美，再次总结体育和环境之间的关

联点。 

 学生根据自身在 OBS（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工作经验，总结绿色办奥的具体体现。 

 师生综合评价。 

b. 翻译与传播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翻译为例，引导学生讨论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的翻译问题。 

 通过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中国关键

词等数据库工具进一步解释关键词的含义及相关的译法。 

 通过梳理联合国官方机构文件表述、中国官方机构文件表述、中外媒体表述，总结“人类

命运共同体”翻译的变化及相同点。 

c. 中国古代智慧 



 庄子、李白、荀子的观点代表的中国古代的什么哲学思想—“和” 

 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iWrite 线上写作教学与评阅平台；权威语料库“中国关键词—权威解读当代中国”、“中

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及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雨课堂智慧教学平台；

易词云 

第 4 学时：学生产出 

教学设计：小组报告+TSCA 原则指导下的师生互评 

 将课堂布置为英语系传统特色竞赛“模拟奥委会”的比赛现场，学生分为 5 个小组（每小组

3-4 人）进行小组汇报，汇报内容为阐明自己申办城市的绿色办奥理念。 

 小组报告后进行 TSCA 原则指导下的师生互评，具体评价表格如下： 

 

III. 数字赋能 

在数字时代，高校英语课程教学需要进行数字化重塑，探索数字赋能英语专业教学的教学实

践，助力英语教学高质量发展。本课程在教学中充分利用互联网数字资源、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智慧教学平台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与技术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提升

教学质量与效果，实现数字时代英语专业课程教学的“提质”目标。 

(一) 在线写作平台提高教学效率 

将 iWrite 线上写作教学与评阅平台引入课程教学，一方面解决了 TSCA 评价系统中教师任务



繁重的困境，另一方面增加了师生互动、真正提升了写作教学效果。 

在本单元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在完成自评、互评后将修改后的习作上传至 iWrite 写作平台完

成最后一步“机评”。这并不意味着，iWrite 在学生之前的写作过程中缺席。相反，在第一稿的写作

过程中，学生普遍多次运用 iWrite 平台全面纠错的特点完善自己的文章，从语言、内容、结构等

维度提升自己的写作质量。 

(二) 智慧教学平台提升教学质量 

后疫情时代，雨课堂智慧教学平台已经作为数字化学习和教学工具融入了高级英语课程教学。

师生课前、课中、课后登录学习平台，学生完成相关学习任务，教师获取实时学习信息，有针对

性地进行教学指导。 

本单元产出任务设计中，教师在雨课堂发布“绿色词汇”相关的学生测验，检查测验结果并根据

测验结果调整教学策略。学生登陆雨课堂手机客户端，完成教师发布的测验并提交（见下图）。教

师利用雨课堂平台引导学生预习课程重要词汇，为课堂学习扫除词汇障碍；利用平台统计学习结

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三) 数据库资源促进语言应用 

在本单元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课后分组利用两大权威语料库“中国关键词—权威解读当代中

国”与“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搜集“绿色”英语词汇与表达。在搜索过程中不仅

增加了学生话题相关的词汇量，也教授学生如何在互联网搜索中获得可靠可用的数据，同时培养

学生精益求精、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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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的评价体系按照产出导向法中的师生合作评价（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简称 TSCA）原则设计（具体见下表）。 

 

孙曙光：评价实施原则与 POA 教学假设关系图 

写作任务的评价体系包括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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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评和机评（iWrite 写作平台）。在课中评价环节中，教师将“评”与“讲”相结合，帮助学生找到解

决样本问题的办法。在整个评价过程中，教师都会给学生推荐质量上乘的作品，而不仅仅局限于

学生提交修改稿后。推优对被推荐者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其他学生起到示范作用。 

小组报告任务的评价体系包含了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三个环节。学生互评采用量表

形式，更容易量化评价结果，也更容易实现以评促学的目的；教师评价采用典型样本分析讲解形

式，使学生及时了解不足，促进语言目标和育人目标的深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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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目标： 

（1）能够使用核心词汇、短语及重点句型谈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和实践； 

（2）能够根据词汇表达的文化含义，了解中国特色时政英语的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和传播

技巧； 

（3）了解“用典”的修辞手法。 

能力目标： 

（1）能够准确进行近义词辨析，并挖掘其表达的文化内涵，提升翻译中的跨文化意识； 

（2）能够运用评价表，对输出任务（口头展示、模奥文本）进行评价，提升批判性思辨能

力。 

育人目标： 

（1）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中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自然观，增强文化自信； 

（2）深刻认识体育与环境的关系，以 2022 北京冬奥会“绿色办奥”实践、学院模拟奥委会

比赛为例，用英语讲好中国体育故事。 

参赛课时为《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第二单元 Beautiful China 的第二次课。该课时

的具体教学目标，紧扣单元总目标，为单元教学目标的重要实施环节。该展示环节的语

言目标对应单元目标的（1）（2）（3）；能力目标对应单元目标的（1）和（2）；育人目标对

应单元目标的（1）（3）（5）。本课时教学重点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体育

领域中的体现，以奥运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为载体，从语言目标、能力目标、育人目标

这三个方面设计相应的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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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展示环节主要内容 

本课堂教学展示环节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出自《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第

二单元第 24-25 页，第 7-8 自然段。 

教学展示环节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教学展示环节依据文秋芳教授提出的“产出导向法”（POA）而设计。以一个原则（“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两个任务（口头展示、书面评价）、一个技巧（翻译）为主要内容，将“学习中

心”“学用一体”“全人教育”有机融入（见下图），从而实现三个维度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 

 

 

教学组织流程 

根据产出导向法的 “驱动—促成—评价”流程，本环节教学增加“再驱动”环节（见教学组

织流程图），以形成不同教学环节之间的循环。其中：“驱动”为教学展示环节学习的启动阶段，

“促成”和“评价”是教学的核心阶段和升华阶段；“再驱动”为教学的延伸阶段。 

 

 



教学步骤（将步骤表分为三个部分） 

    （1）课前（驱动） 

步骤 内容 形式 

1 教师发送任务相关背景知识 论文 

(1) Beautiful China, green Olympics 

(2) “政治等效”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话语多语

种、分众化“翻译传播研究”——以“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例 

2 明确任务要求、评价标准 口头报告评价表 

模奥文本评价表 

3 教师发送相关词汇、术语表达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学习资料英译参考” 

      其中：步骤 1-2 由师生在课前进行沟通合作，明确任务要求和评价标准 

 

    （2）课中（促成与评价） 

          P（问题）提出一个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体现在哪些方面？ 

                   教师中介作用：引导学生从体育项目入手，播放“美丽中国：运动之美”视

频 

                               （哪些体育项目必须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才可以开展？） 

          C（构建）根据问题总结：冬季项目、冬奥会“绿色办奥”理念 

                   学习任务 1：口头报告“环境保护与 2022 冬奥会” 

                   教师中介作用：教师讲解国际奥委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出气候变化是

全球共同应对的问题，为后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埋下伏笔。 

          A（分析）根据学习任务 2，引出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的翻译问题。 

                   学习任务 2：模奥申报文本评价 

                   教师中介作用： 

          E（拓展）中国古代智慧 

          C（思辨）任务 1、任务 2 评价 

 

（3）课后（再驱动） 

A 要求学生根据同伴反馈与课上教师典型文本分析内容，修改自己的申报文本。 



B 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排练，并以总结的形式向教师提交存在问题和改进计划

表，为下一次课的小组报告做好充分准备。 

C 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体育背景下五大“绿色发展”原则的具体表现，并提交小

组讨论报告。 

 

Unit 2  美丽中国  教学步骤 

步骤 PPT 页码 内容 

1. 介绍本 节

课教学内容 

Pg. 2（目录页） 

 

 

 

聚焦第一个原则，完成两个课堂任务

（口头报告和模奥文本评价） 

2. 复习环节 Pg. 3-4 

 

 

 

（环境保护的）三个原因和六个原则 

学生：用一句话回答 

教师：以关键词显示 

3. 原则 1 Pg. 5 

 

 

 

教师引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问题讨论 Pg. 6-7 问答：体育与环境的关系 



 

视频：助力学生理解运动

之美，再次总结体育和环境之间的关

联点，引出口头报告 

5. 口头报 告 

及点评 

Pg. 8-10 

 

 

（1）学生根据自身在 OBS（奥林匹

克广播服务公司）工作经验，总结绿

色办奥的具体体现——指定一名学

生计时（不超过 3 分钟） 

（2）学生根据口头报告评价表（表

1），针对性点评（逻辑严谨性、内容

丰富性和启发性、语言准确性和流畅

性、演讲技巧）：优点、建议 

（3）教师给出综合评价，并利用在

线词云生成工具——易词云，生成

Beautiful China, green Olympics 一文

与学生报告的词云图（删除类似定冠

词 the、介词 in of 等高频词），通过

对比，凸显绿色办奥的重点方面。 

 

6. 国际奥 委

会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 

Pg. 11-12 

 

 

 

 

 

 

教师讲授：作为联合国体育促进气候行

动框架的创始组织,国际奥委会已将气候

变化问题作为优先事项进行考虑，并形

成框架。同时通过自身影响力鼓励奥运

迷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危机。 

7. MIOC申报 Pg. 13-23  



文本评价 

 

 

 

 

 

对 21 级四个代表队的模奥文本进行评

价： 

（1） 投票选出

最佳排版 

（2） 对文本中

的环保内容部分进行打分，分析系统打

分的特点，语言打分的维度。 

（3）学生评价：根据发放的书面报告评

价表（表 2），学生分组对报告中环境保

护部分的内容进行点评，包括是否清晰

描述环保理念，是否根据现实情况设计

合理、操作性的措施，是否分析了当前的

困难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邀请21级参加模奥同学到现场听报告点

评，进行现场反馈。 

8. 翻译与 传

播（以“人民

命运共同体”

翻译为例） 

Pg. 24-35 通过模奥文本中的翻译问题，引出中国

特色政治术语的翻译问题。 

课文原文：第 7 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双语示例 

思考： 

“命运”的英文为什么不能用 fate 或者



 

 

 

 

 

destiny 而是 a shared future? 

命运共同体 of 还是with？of 和with 有

什么区别？ 

如何进行准确的翻译？ 

 

通过以上工具进一步解释 destiny 的含

义，相关的译法。 

通过梳理联合国官方机构文件表述、中

国官方机构文件表述、中外媒体表述，总

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翻译的变化及相同

点。 

讨论：如何进行准确的翻译？如何进行

有效的传播？ 

工具的局限性、官方译法的变化性 

进行精准翻译和有效传播需要具备的能

力 

  国际传播教育的基本内容（文秋

芳论文图） 

 

9. 中国古 代

智慧 

Pg. 36-43 教师引入：课文第 7 段中的用典 

庄子、李白、荀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古代

http://www.baidu.com/link?url=tB60-5vE9-XJ-b6xQHL4h6Gi5gFWHWVDXfgMkQwqfATDznY9qc5kDRm6_psHw8ALVbDqaJ2A8rojMJyfYBHEmK


 

的什么哲学思想（“和”）？体现了中国人

对待自然的什么态度？（“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古代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体现在哪些方面？（课后阅读） 

10. 课后作业 Pg. 44-45 

 

 

小组作业：体育与其他 5 个原则的关联

体现在哪些方面？ 

参考阅读：以学术论文为主，

提升学生的学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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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理念 

评价主要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学习中心说”（Learning-centered Principle）、“学用一体说”

（Learning-using Integrated Principle）和“全人教育说”（Whole-person Education Principle）教学理

念。两个课堂教学任务的设计服务于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通过输入性学习（教师提供的学习材

料、视听材料），产出符合教学目标的结果（包括用英语讲述体育故事、评析申奥文本的中国特

色词汇及表达的翻译等）；将人文性目标（批判性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合作精神、跨文化

意识等）融入课堂教学。 

 

评价方式 

教学中通过 iWrite 系统自动评阅、同伴互评、小组合作评价、教师评价和师生合作评价等方

式，践行“以评促学”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反思能力和合作精神。 

根据教学目的设计评价表格，帮助学生学会评价，也引导学生在小组作业中着力培养评价表

中所涉及的能力要求。以小组报告评价为例，在注重语言能力和演讲技巧的同时，重点考察学生

的思辨思维能力，通过考察演讲的结构逻辑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和启发性引导学生在给定话题中

聚焦研究问题，清晰表述问题，展示探究过程，准确表达观点，合理论证，科学获得结论。在小

组作业重点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精神。小组作业展示后安排学生根据评价表格进行有针对

性评价，通过自评和互评，培养反思能力。 

 



 

 

 

数字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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