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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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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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专业大二年级学生

教学时长 4学时

教材名称 《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

参赛单元 第_一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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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为省属重点师范类大学，省级“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英语专业为国家级“一

流专业”建设点，拥有国家级一流课程 3 门，省级一流课程 4 门，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

织 2个，孔子学院海外实践基地 1个。拥有教师教育实训中心和省级英语语言示范中心，

配备了 Unipus、智慧树等学习平台，构建了线上线下混合式、立体式外语学习社区。

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为适应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要求，努力培养富有高尚师德，深厚教育

情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英语学科知识和教育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中

学英语教学实践能力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具有较强的班级管理和综合育人能力，具

有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能胜任中学英语教学的高素质教师。



1.2 教学对象特点

（1）学习动机特点

本专业学生一志愿录取率 90%以上，学生的专业学习积极性高，外语学习时间和精

力投入大。学生愿意参与课程学习、外语竞赛和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2）学情差异特点

我校英语专业学生主要以本省为主，同时面向全国多个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招生。

由于学生生源地不同，入学英语水平差异大。除了个别优秀学生能力较强外，大部分学

生来自县域、乡镇高中，英语水平能力达到《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第 5 级要求，

但是英语交际能力和逻辑思辨能力较弱。课堂以女生居多，部分学生自信心不强。

（3）智慧学习特点

在多元平台的支持下，多门专业课程建有课程门户，学生逐步适应了课堂教学、手

机 APP、unipus 学习资源库等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学生能够主动根据课程安排自主

完成预习和课后复习任务。平台学习数据也是学生平时成绩的重要依据。

（4）跨文化能力特点

通过修改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钟华等，2013）对本校学生的随机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发现我校跨文化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意识和态度。

但是受制于地域特点和近年来疫情环境影响，中外文化交流频度减少，导致跨文化知识



和跨文化技能较弱。

1.3 课程时长

《跨文化交际》是师范类英语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程。面向二年级学生开设，

总学时 32 学时，周学时为 2，其中理论 16 学时，实践 16 学时，学分为 2学分。

1.4 总体目标

本课程目标以通过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典型案例，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形成和发

展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培养处理文化差异问题的对策。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

感，坚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开展文化交流、合作与共享；能够平等地看待各国文

化差异，尊重不同的文化体系，促进不同文化体的合作，实现学生在民族性与国际性上

的有机统一，领会新时代“文明互鉴观”的深刻内涵。

本课程依托中西文化对比分析的项目任务，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跨文化

沟通能力和思辨能力等，用英语进行典型跨文化问题的讨论、分析和写作能力。

培养学生学习综合素质，在混合式学习模式下，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

习能力，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能力，以及利用多元媒体渠道下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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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语言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适当的语言交际策略，准确有效地传达中国文化信息；

（2） 能够理解并准确表达涉及文化差异、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复杂思想和观念。

2.1 学习能力目标：

（1）通过多元化学习任务，训练学生根据学习特点灵活选择各项英语学习策略；

（2）通过小组学习，训练学生的沟通、合作学习能力；

（3）通过混合式学习，训练学生在信息技术条件支持下的自主学习能力。

2.3 文化意识目标：

（1）增强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

（2）发展跨文化沟通技能，懂得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适应性与应变能力；



（3）学会通过开放思维、互动交流等方式加深多元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2.4 思维品质目标：

（1）掌握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方法，理性思考和解决涉及跨文化交际的问题；

（2）培养情感智慧，增强自信心和自主性，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意识；

（3）通过学习拓展视野，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和习俗，发展跨学科的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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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说明本单元的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

（1）主要内容与课时分配

本单元教学内容首先是通过跨文化沟通案例，认知跨文化意识；其次，从西方媒体

文化冲突案例分析，透视种族中心主义及其表现形式；第三，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西

对比分析，引导学生形成发展和对比的视角，建构讲述中国故事的框架；最后，通过对

中国故事产出任务的多轮评价与实践探索，提升学生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水平。

教材模块主要包括跨文化思辨、西方媒体、中国故事 3 个部分，本设计将 3 个部分

融合为线上智慧学习和线下课堂研讨，共计 4个学时。

（2）设计理念

产出导向法（POA，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该理论以“学习中心、学用一

体、文化交流、关键能力”为教学理念，主张输入型学习与产出型运用相辅相成，构建

外语教学“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学习、以评为学”的教学假设。由若干个“驱动

（Motivating）— 促成（Enabling）— 评价 （Assessing）”环节构成教学流程。

产出导向法

1.跨文化思辨 场景分析 跨文化解读 辩证思考 0.5 学时

2.西方媒体 案例分析 西方视角 辩证思考 1.5 学时

3.中国故事 中国媒体视角 中国故事 辩证思考 2学时



（文秋芳，2018b）

跨文化思辨教学法（LICTIA,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ritical Thinking Integrated

Approach）：该理论是通过语言与内容的融合式学习，同步提高语言能力、思辨能力、

跨文化能力和人文素养的英语教学范式（孙有中，2017）。即通过跨文化与思辨融合的

语言交际活动，有效提高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实现立德树人效果（孙有

中，王卓，2021）。

（3）设计思路

本课程在以上两种理念指导下，在考虑教材特点和学生学情的特点后，将以发展和

辩证的视角讲好中国传统故事为主要产出任务，为实现这个任务目标为导向，设计了驱

动、促成、产出、评价和反思五个教学阶段，思维层次的训练从初阶的认知现象，探求

本质，到形成高阶辩证思维、表达思想阶段。

①驱动阶段（Motivating）：以在线视频、篇章、对话的方式，通过对典型的跨文化冲突

案例和主题，激发学生对跨文化意识概念认知和原因探讨。

②促成阶段(Enabling)：以在线文本阅读的方式，通过对西方广告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误解

案例分析，发现西方媒体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深层原因及其表现形式。随后，引导学生形

成发展和对比的视角下，建构讲述中国故事的框架。

③产出阶段（Producing）：以本单元产出任务为中心，通过学生的初写、第二轮修改、

第三轮中国故事的演讲呈现，从框架布局、语言修辞、视频制作等方面训练学生多维能

力。

④评价阶段（Assessing）：以师生合作评价为原则，评价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注重



写作中国故事写作的多元评价取向，以评促改，以评促学。

⑤反思阶段（Reflecting）：以小组头脑风暴的方式，反思新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创新形

式和价值，践行“文明互鉴”观，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3.2 说明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包括课内、课外具体步骤与活动

（1）教学组织流程

本教材的单元教学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均为驱动、促成、产出、评价与

反思五个环节。第一个是跨文化视角阶段，通过日常交流案例，认知跨文化意识概念及

原因；第二阶段是西方媒体视角。通过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广告冲突案例，深入理解西方

社会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及其原因和应对策略；第三个阶段是探究中国文化符号，解读

中国文化符号内涵和误读原因，通过辩证的视角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实践活动。

模块

4学时

第一次课

跨文化思辨

（0.5 学时）

第二次课

西方媒体

（1.5 学时）

第三次课

中国故事

（2 学时）

课前驱动：

(线上平台)

场景分析：

跨文化冲突对话

文化意识概念自测

名师微课智慧学习

文化意识观念认知

案例分析：

阅读《起筷吃饭》案例

分析西方媒体冲突案例

篇章与语言在线自测

中国媒体视角：

茶文化国际传播案例

篇章与语言在线自测

名师微课智慧学习

对比解读文化符号

误读原因

课中促成

（线上、线下）

跨文化思辨：

理解文化意识概念

研讨跨文化意识策略

辩证思考：

中外师生交流案例

西方媒体视角：

解读种族中心论主义概念

初探种族中心论形成原因

思考避免种族中心论对策

名师微课智慧学习

种族中心论内在原因

种族中心论应对策略

辩证思考：

加拿大语言案例

中国故事：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对比解读文化符号演示

辩证思考：

对比分析中国文化符号

误读案例

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逻辑框架

共创国际传播途径



课后评价

（线上、线下）

语言知识在线自测 语言知识在线自测

对比分析案例分享

讲述中国故事产出任务

形式：

主题演讲

专题视频

国际传播力短视频大赛

3.3 说明本单元教学过程如何体现数字赋能，创新育人。

本课程构建了由线上智慧树、Unipus 课程平台、Itest 测评中心和线下的课堂学

习组成的智慧学习生态系统，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开展混合式学习。建构了数据赋能

的多维评价方式和学习成果展示平台。

智慧学习生态系统

（1）线上平台：课前低阶知识输入

课前学生进通过过平台自主进行案例和文本的输入，并进行学习自评，完成线上低

阶知识输入。在课中的概念归纳阶段，通过名师微课深化概念理解。通过课程平台的论

坛和作业功能，学生上传写作任务，分组进行生生互评和师生共评，改进产出成果，提

高学生的语言技能。课程平台的学习进度分析能够提供学生的形成性评价结果。

（2）线下课堂：课中高阶思维输出

课中线下翻转包括“生生初评、任务产出、师生互评反馈”三部分。将课堂教学活

动的重心从“单边讲解”过渡到“思辨理解”，组织开展“话题讨论、角色扮演、反思

研讨”等教学输出活动，充分展示其“理解”的程度，实现知识的内化。

（3）测试平台：监测学习进程发展

ITEST测试系统是专业外语测试平台。教师依据英语等级考试的题型，通过设计单元

测试，解决了大规模语言测试的操作难题，提高了测试的信度和效度。



（4）社交媒体：助力学生成果应用

学生最具产出性的成果，即讲述中国故事短视频，将以竞赛的形式在主要社交媒体公

开发布，既锻炼了学生的学习竞争力，又训练了学生的视频剪辑等信息技术能力，充分

发挥高校外语学习者的社会文化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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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评价理念

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简称 TSCA）

本课程的评价理念依据产出导向法的基本理念，坚持“以评为学、选择学习、输出

驱动、输入促成”的评价原则。本课程根据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宗旨，在课前阶

段，对关系产出任务的跨文化意识、种族中心主义等重点概念的进行考查。在课中，着

力于问题驱动的文化冲突原因和对策研讨。加深对学生思维层次的考查，重点考查学生

归纳、总结和推理等思辨能力。在课后的学习中，主要以课程平台的学习数据情况体现

过程监控。对最终的产出写作任务，通过机器自评、生生互评、教师点评等形式构建的

师生合作评价模式，推动学习发生。

（孙曙光，2020）

4.2 评价方式

（1）自我评价：学生对线上平台学习任务通过机助评价。讲述中国故事产出成果首先由

学生评价标准自评。

（2）同伴互评：学习小组中国故事写作任务提交课程平台论坛，根据评价标准，开展同

伴点赞互评，推选优秀作品。

（3）教师点评：教师通过点评中国故事写作任务，归纳逻辑框架与写作技巧。



（4）大数据评价：课程平台通过分析班级学习大数据信息，出具学生平时学习情况画像，

为教师的学情掌握、进度调控提供依据；基于“词云”的学生成果文本分析，能够有效

归纳同类主题的文本质量和感情色彩。多个教学班学生的单元检测通过 iTEST 大数据测

评系统开展机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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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语言能力

（1）能够认知和应用中西方典型传统文化符号核心词汇及语言结构；

（2）能够用恰当的英语完成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翻译、写作和演示等任务活动；

2.2 学习能力：

（1）能够在混合式学习模式下，自我调控各种学习策略，完成单元学习目标；

（2）能够以小组合作形式分析和研讨本单元相关文化主题内容；

（3）能够灵活运用各类新媒体技术手段和传播渠道，进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活动；

2.3 文化意识

（1）理解中西方典型的传统文化符号及内涵；

（2）增加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敏感自觉意识；

（3）认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觉与自信；

2.4 思维品质

（1）构建跨文化的对比分析视角，形成跨文化的沟通素养；

（2）掌握跨文化意识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对策；

（3）发展新时代背景下传播中国文化途径与模式。

（4）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文明互鉴观”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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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课时设计理念有明确的目标和教学程序，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文化自信和

批判性思维为重点。采用 POA 教学方法，以讲好中国传统故事为主要产出任务，运用驱

动、促成、产出、评价和反思五个教学阶段，学生在课程中不断实践和反思，提高其学

习动力和尝试能力。

本课时所用教材选自外研社出版的《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第一单元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第三次课，第 16 至 19 页。采用产出导向法，通过语言、批判思维

与跨文化交际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解。

2.2 教学组织流程：

教学环节 教学步骤 教学目标

驱动 1.通过回顾上节课内容，激发学生思考在西方媒

体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思潮下，如何更好讲述中国

语言能力目标：



（Motivating） 故事的议题。

2.检查线上作业：观看一个西方人介绍茶文化的

视频，之后分组分别介绍三个中国文化符号。

能够认知和应用中西方典型传

统文化符号核心词汇及语言结

构；

学习能力目标：

能够在混合式学习模式下，自

我调控各种学习策略，完成单

元学习目标；

课中：促成

(Enabling)

1. 通过讨论课前看的视频，引出介绍中国文化的

逻辑框架；

2. 通过师生共同展示一些中国文化符号（古乐、

汉服、舞蹈、旗袍），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语言能力目标：

能够认知和应用中西方典型传

统文化符号核心词汇及语言结

构；

学习能力目标：

能够以小组合作形式分析和研

讨本单元相关文化主题内容；

文化意识目标：

理解中西方典型的传统文化符

号及内涵；

增加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敏感自觉意识；

认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坚

定文化自觉与自信；

思维品质目标：

构建跨文化的对比分析视角，



3. 师生合作评价课前线上写作任务，反思篇章逻

辑结构、语言修辞特点；

4. 通过多样化的测试手段，检测学生对这三个中

国传统文化符号内涵的理解，深化文化意识；

5. 通过观摩线上名师微课，引出学生探寻“龙”

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意义，引导建构文化对

比视角，丰富讲述中国故事的逻辑框架；

形成跨文化的沟通素养；

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

“文明互鉴观”理念。



课中：产出

(Producing)

1. 根据本节课所学故事逻辑叙述框架，修改课前

中国故事写作任务初稿，上传智慧树平台。

语言能力目标：

能够认知和应用中西方典型传

统文化符号核心词汇及语言结

构；

能够用恰当的英语完成中国故

事国际传播的翻译、写作和演

示等任务活动；

思维品质目标：

构建跨文化的对比分析视角，

形成跨文化的沟通素养；

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

“文明互鉴观”理念。

课中：评价

(Assessing)

1.根据给定评价标准，进行师生合作评价，推选

优秀产出任务成果。

语言能力目标：

能够认知和应用中西方典型传

统文化符号核心词汇及语言结

构；

能够用恰当的英语完成中国故

事国际传播的翻译、写作和演



示等任务活动；

语言能力目标：

能够在混合式学习模式下，自

我调控各种学习策略，完成单

元学习目标；

能够以小组合作形式分析和研

讨本单元相关文化主题内容；

文化意识目标：

增加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敏感自觉意识；

思维品质目标：

构建跨文化的对比分析视角，

形成跨文化的沟通素养；

掌握跨文化意识和种族中心主

义的对策；

课后：反思

(Reflecting)

1. 领会习主席金句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重

要意义，实现课程思政价值塑造目标。

2. 教师以亲身经历展示作为对外汉语教师传播

中国文化的经验以及网络名人李子柒中国文化推

广的成功案例，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如何传播中

国文化；

语言能力目标：

能够用恰当的英语完成中国故

事国际传播的翻译、写作和演

示等任务活动；

学习能力目标：

能够灵活运用各类新媒体技术

手段和传播渠道，进行中国文

化国际传播活动；

文化意识目标：

认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坚

定文化自觉与自信；

思维品质目标

发展新时代背景下传播中国文



3. 布置课后作业，以赛促学：以“中国人物”为

主题制作短视频，参加外研社国才杯国际传播力

短视频大赛。

化途径与模式。

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

“文明互鉴观”理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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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有效使用教材，实现教学目标：

（1）教师引入教材，让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来认识中国文化符号、探究如何讲好中国

故事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方式等；

（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视频观看、分组合作讨论等不同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并培养学生通过比较和发展性的角度寻找讲好中国故事的窍门；

（3）学生的中国故事写作任务通过上传至在线平台进行评估。基于 TSCA原则，指



导学生进行修改和完善；

（4）通过反思课程中所学内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并

通过制作短视频参加国际交流视频比赛的任务来落实所学知识并进行实际应用。

这些教学步骤与教材紧密结合，可以有效地实现本节课程的教学目标，让学生获得

更多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知识和应用技能。

通过数字赋能，实现智慧学习：

数字赋能也成为促进育人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使用在线平台智慧树、Unipus、

iTEST以及社交媒体等数字工具，搭建出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学习生态系统，并且在

课堂上加以运用，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互动、讨论、反思与合作。教师们还通过

对学生上传至在线平台的作品进行评估和反馈，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反馈和指导，使学生

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和学习成果。这些措施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其跨文化意识和批判性思维。总之，通过有效使用教材以及数字

赋能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定制化、活跃化、个性化的语言学习环境，从

而提升教学效率和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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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评价过程贯穿始终：评价是提供反馈并加强动机、共建标准以及检验产出质量的

重要工具。在学习过程中，评价有三个关键环节：驱动环节用来识别和强化学习动机，

促成环节用来帮助师生合作共建评价标准，评价环节则通过评价来检验学习效果并提升

产出质量；

（2）评价方法多元化：自评、互评、师评、师生共评各有其优势，我们灵活运用了这

些评价方式，提高了学习有效性和针对性；

（3）评价手段信息化：依托智慧树教学云平台和智慧教学工具，课前，教师发布课前

任务，评估学生介绍中国文化符号的情况，有效拓展课前和课后的学习监测与评价；课

中，信息化平台助力过程性考核的量化评价，有效反拨后续教学，提升教师测评素养；

课后，学生将做好的中国文化符合视频上传智慧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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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