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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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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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 

教学时长 每单元 4课时（2 课时线上，2课时线下） 

教材名称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读写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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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建于 1925年，是一所拥有近百年历史沉淀与底蕴的省属应用型本科高校，坐落于千年商都广州，

地处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96载风雨兼程, 扶助农工不倦，学校依托农、工学科为优势，服务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多学科协调发展。校训“注重实践，扶助农工”也充分体现了我校师生务实笃行，

实践先行。我校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把学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重点研究解决农业生产实践

中的实际问题。通过科技小院等创新形式，我校把大学办在田间地头，让科教研力量直接转化为乡村

振兴发展动力，高效培养知农、爱农、兴农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外国语学院成立于 2002年，始终注重实践贯穿教学，注重创新，注重开展多种形式的技能训练，注重

实习基地的建设，积极打造外语专业教育实践和实训平台，目前拥有阅读、翻译、跨境电商等多个实

训平台，在实践中形成了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依托乡村振兴，

服务三农的校本特色，我院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致力以做好区域农业发展和外宣的语言服务工

作为抓手，持续推进农业英语、岭南农耕文化等教材和课程建设。我院教学口碑好，贯彻“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理念，师生分别在教学比赛和学生竞赛中屡获佳绩。 



教学对象特点： 

商务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绝大多数学生已通过英语专业四级的考试。学生的能力水平相当于中国英

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 5 级，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参照商英《国标》的商务英语能力要求的能

力维度，结合教材理念和本次比赛的数字赋能主题，本团队从以下 4个能力维度分析学生特点： 

➢ 英语应用能力 

阅读： 

✓能从字面理解一般性或商务类话题的材料的主旨，抓住重点，明晰观点和细节，领悟他人意图和态

度。 

× 缺乏对材料延伸和探究，较少会主动分析、评价材料中的观点、态度和隐含的意义。 

写作： 

✓能进行专业等级考试常见议论文体的写作，有论点和论据，衔接手段多样，语义连贯。 

× 缺乏文体意识，对叙述文体风格不了解，重抽象空泛，轻事实细节。语言不生动，不擅长使用修辞

手法。 

× 缺乏写作实际应用场景和实践意识，受众对象意识，写作仅停留在考试层面。 

 

➢ 跨文化思辨能力 

✓具备思辨意识和创新意识，能零散地发散思维与思考，有一定的批判精神 

× 缺乏系统缜密的逻辑推理或辩证能力 

× 缺乏质疑精神和勇气、自信 

× 缺乏思辨深度：知识储备不够，语言没有内容支撑，没能产出高质量观点 

× 缺乏全球视角下的思辨对比意识与能力 

 

➢ 自主与协作学习能力 

✓在外驱力下能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比如能完成老师布置的线上任务，能为了考试与就业等需要而

学习 

✓习惯、喜欢小组合作学习模式 

× 缺乏内驱力下的自主深度学习和兴趣 

× 缺乏问题导向意识 

 

➢ 信息素养能力 

✓能够迅速适应多媒体、网络等手段辅助教学的模式 

✓能高效地检索和使用、应用资料，能玩转 AI辅助工具，数字媒体，数字工具等 

× 缺乏信息数据来源可靠性和客观性的判断 

× 未能坚守信息伦理道德，存在拿来主义普遍现象，甚至是抄袭等 

本课程教学时长： 

本课程是我院新开设的一门读写类选修课程，主要面向商务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三年级学生。按照

教材的教学建议，每单元安排 4课时，总共有 10单元。目前我院将其设置为 40课时，20课时为线下

授课，20课时为线上学习。 



本课程总体目标： 

➢ 读懂大中国，讲好小故事（由大见小的理解，由小见大的讲述，在宏大主题下用普通大学生的视

角去挖掘小故事） 

➢ 立足国际视野，进行跨文化思辨，树立文化认同和自信，提高学生融通中外的跨文化传播力。以

理解-认同-讲述的主线推进，思辨贯穿全程。 

以上总体目标可以用以下的比喻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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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言与思辨目标 

1. 理解高质量发展理念 （阅读） 

1）阐释新发展理念的 5 个维度的核心内涵：能用伞形思维导图呈现出整个发展理念的概念图谱：每个

维度与多级子维度的逻辑关系，也能撰写完整的 summary。 

2）举例中国高质量发展成就的故事（案例）：挖掘、分享、对比（包括跨文化视角的对比），通过鲜活

故事来理解宏大的理念 

3）评价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例子-评价高质量发展理念 

4）共情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例子-认可中国高质量发展理念，形成文化认同 

 

2. 讲述中国高质量发展故事 （写作） 

能选题：基于理解环节中举例的故事为讲述的故事（小故事，见人见事），然后做到： 

1）讲述有主线：逻辑和篇章结构 

2）讲述有细节：见人见事 

每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念或概念都分别是一棵大树： 

宏大，包罗万有，内涵丰富 

理解 1-梳理出树干、树枝： 

阐释出清晰的、全面的、不同的、逐渐细化的理解维度（概念图谱） 

理解 2-选择某个树枝上的某片叶子： 

关注某个维度下的某个具体例子（故事） 

 

理解 3-观察叶子的脉络： 

挖掘某个具体例子（故事）的闪光点或独特点 

每个叶子都不一样：每个学生观察探究的例子（故事）都不尽相同 

学生通过分享-对比-评价-共情-认同 

理解 4-化为春泥或种子让原来的大树长得更茁壮或长成另一棵大树： 

讲述（参与）成为每个中国思想的传播者，智慧和实践的贡献者或创新者，为世界进步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3）讲述有依据：事实，信息可靠性，思辨合理性，评价独特性 

4）讲述有融通：如何让（跨文化视角下的）受众理解 

➢ 数字赋能下的学习能力目标 

1. 问题导向下有内驱力的自主深度学习能力 

2. 实践导向下有外驱力的团队协作学习能力 

3. 信息素养综合能力：信息来源与可靠性，工具使用 

➢ 育人目标 

1. 认同中国高质量发展理念，形成四个自信 

2. 立足国际视野，在对比下对各国发展持开放包容、理解尊重、互惠互利的态度 

3. 学会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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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发展理念。本单元主课文节选自习近平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 年 1月 18日）。文章清晰的阐释了高质量

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发

展成为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共享发

展成为根本目的这 5个维度的发展。 

课时分配： 

4 课时 （第 1、3课时线上，第 2、4课时线下） 

设计理念： 

POA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产出导向法 

➢ POA学习中心说 

POA 提倡的“学习中心说”主张课堂教学的一切活动都要服务于有效学习的发生，教学要实现教学目

标和促成有效学习的发生。以持续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POA 强调学习的是系统的知识和

框架，而不是讨论零碎知识。 

本单元的线上课时会体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深度学习的设计，而线下课时则展示学生的启发式和探

究式学习过程。本单元会提出两个原创的 4E阅读和 4C写作模式，引导学生如何形成系统知识和框架。 



➢ POA输出假设： 

POA 输出假设强调：第一，认真选择产出任务的话题，认真设计产出任务，设计任务要置于具体场景

中，具有场景的交际性。第二，精心选择为产出任务服务的输入材料，才能使输入促成有效学习。 

本单元在产出任务设计时充分考虑产出场景的交际真实性。所以选择了以赛促学的理念，凸显产出任

务的实践意义。 

➢ POA教学流程：驱动-促成-评价 

POA 驱动环节的目的是通过让学生尝试完成产出任务而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

的积极性和产出的意愿。 POA 将产出的“驱动”置于新单元的开头。“驱动”包括 1）教师呈现交际场

景 2）教师说明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 3）学生尝试产出。POA认为“促成”主要发挥教师脚手架作用，

包含３个主要环节：1）教师描述产出任务 2）学生进行选择性学习，教师给予指导并检查 3）学生练

习产出，教师给予指导并检查。POA 的评价环节主要强调形成性评价的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也强调

师生合作评价模式 TSCA(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 

本单元的每节课都以驱动-促成-评价流程来设计。 

设计思路： 

总产出任务设计基于“以赛促学”设计： 

教材本单元的讲述中国故事模块的产出任务为： 

Telling China’s Story to the World (P.56)：Imagine you are a delegate to a high-level conference at the UN 

headquarters to share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Work in small groups and prepare to give a 10-minute 

presentation to illustrate how China has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o boost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考虑到团队对教材使用的总体目标是理解大中国，讲述小故事，并综合分析学情（地方性应用型高校，

学生特点和综合能力），团队觉得教材任务-到联合国总部参加高水平会议做汇报的场景, 真实实现实

践的可能性较低，所以把单元总产出任务做了调整： 

以赛促学：依托北外和外研社（2023.5.11）最新启动的 2023“外研社国才杯” “理解当代中国”全

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紧贴大赛主旨之一“讲好中国故事，服务国际传播”，选择英语组国际传播综

合能力赛道：对标其三轮比赛环节，第一轮：阐释中国话语，第二轮：提出解决方案，第三轮：讲好

中国故事（一为讲述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故事或案例（3分钟），二为就演讲故事内容进行自由辩论）

为参考框架，设计了对标比赛的产出任务。解决了产出任务设计四个要素问题： 

1）话题-产出的内容是什么-中国高质量发展 



2）目的-为什么产出-为参加理解当代中国传播中国比赛而产出 

3）身份-谁产出，产出给谁-普通大学生产出，产出给看到比赛的受众（评委、老师、同学、中国网友、

外国网友等） 

4）场合-在何处产出-比赛平台 

 

调整后的单元产出总任务为：理解并讲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对标比赛要求） 

1）子任务 1：阐释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高质量发展理念 

2）子任务 2：讲述一个具体的当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故事或案例（写作，字数以讲述 3分钟时长

计算）：自选角度，从教材文章发展理念的多层级维度挖掘，充分考虑广东区域特色和校本农工特色，

从小处着眼 

3）子任务 3：探究中国高质量发展目前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案。 

 

教材有效使用： 

Interpret （挖掘解读）--- select (直接选用) --- revise （根据学情改编）--- supplement (增

补拓展)。本单元按以上思路有效使用教材，增补贴合区域特色和校本特色的具体素材。 

 

单元整体安排： 

教学主线 课时 1（线上） 课时 2（线下） 课时 3(线上) 课时 4（线下） 

驱动 产出任务： 

用思维导图画出

对概念理解的概

念图谱； 

以此框架撰写阅

读 summary 

产出任务： 

修改完善思维导

图和 summary，完

整阐释中国高质

量发展的理念 

  

产出任务： 

以举例部分的例

子为参照，思考、

检索、学习、选择、

确定讲什么具体

故事并讲述该故

事（写作） 

产出任务： 

修改完善课时3的

写作产出，形成第

二次写作产出 

促成 阅读：教材文章； 

拓展资料：习近平

治国理政第 4卷高

质量发展专题、二

十大报告高质量

发展模块和广东

高质量发展报告； 

观看： 

教师微课 1个 

网络视频 2个 

教材文章第 9-12

段，以 4E 模式推

进理解子维度：协

调发展； 

 

启发式教学：Q&A, 

学生以个人、组

队、小组活动等形

式参与 

阅读：有代表性、

具体的中国高质

量发展的故事素

材若干； 

 

观看： 

师兄师姐演讲比

赛获奖视频 2个 

  

以 4C 模式推进：

使用教材：赏析文

章总体结构和逻

辑，关注文章修辞

使用，名言引用，

视角转换等； 

分析学生写作作

业 

评价 教师评价、机器智

能评价： 

评价标准：根据学

生写的子维度是

否完整 

  

师生合作评价： 

 

评价标准：学生是

否理解概念 

  

师生合作评价 

学生互评： 

评价标准：是否选

了具体的故事切

入，是否能写好故

事。 

师生合作评价： 

对标 4C 标准，教

师批改反馈，学生

互评，选出前三

名。 



两节线下课时的具体设计： 

课时 2和课时 4两节线下课分别关注阅读和写作，分别按照 4E和 4C模式推进：4E与 4C是相关联的：

讲述的故事基于理解部分第 2个 E的具体例子，并且每个 E和每个 C是一一对应的。阐释要做到的是

清晰，例证要做到的是具体，评价要做到的是有理有据，共情要能寻找到关联点，比如情感共鸣等。 

 

课时 2（线下）：阅读：如何理解什么高质量发展其中一个维度-协调发展（根据课时 1 作业分析学生

重难点而选择的这个维度） 

主线  使用教材 教学内容与活动 

Elaborate  第 11段 什么是协调发展？包括几个维度？ 

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

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不同维度的全面阐释） 

活动：阅读，问答 

Exemplify  第 12段 每个维度下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呢？ 

教材例子、日常生活中能看到、体会到、参与到的例子，有区域特色的

例子，校本特色的例子-例子分享、（跨文化）对比等 

活动：阅读，问答，随机点名分享，小组讨论 

Evaluate 第 9段 

第 10段 

为什么需要协调发展？协调发展为什么是对的？（教材视角） 

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事物发展矛盾对立的本质规律 

解决很多具体对立统一的现象或情况（事实依据，在思辨中有正面的评

价） 

活动：阅读，问答 

Empathize  第 10段 那你认同协调发展是必要的吗，是对的吗？（学生视角） 

认同：从以上的具体例子和现象，可以见证并且感受到这些发展确实改

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提升了幸福感，从情感的角度产生共鸣。 

活动：阅读，问答，总结 



课时 4（线下）：写作：如何讲好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小故事？ 

选用四个学生作业（优良中差）作为每个步骤讲解后的分析样本，师生共评共同修改 

 

主线  使用教材 教学内容与活动 

Clear  全文 课文高质量发展的五个维度，到协调发展的四个子维度，用思维导图

呈现平行结构，和总分（抽象到具体）的结构，提醒学生注意篇章的

主线设计或逻辑结构 （以形动人） 

活动：阅读-讲解-共评共改框架 

Concrete   第 12段 

第 35段 

结合上节课的 exemplify 举例的部分判断学生所讲故事在 

内容上是否聚焦一个企业，一个人，一件事等，是否是一个故事，讲

述的视角是否具体独特。(以事服人) 

语言的具象化描述等 

活动：阅读-讲解-共评共改细节讲述 

Convincing  第 26段 

P.55 拓展文

章里面的不

同人的观点 

内容的有理有据：讲好中国故事不单纯是讲故事, 还要带有观点地讲

述故事。观点有支撑，信息来源可靠。引用他人观点、数据、等（以

理服人） 

活动：阅读-讲解-共评共改，梳理观点或事实依据等 

Connected   第 6段、第 11

段的比喻和

对比 

P.55 拓展文

章里面的外

国人观点和

评价 

受众意识：如何让外国人听得懂、看得懂。 

语境与修辞：一个是西方语境下的比喻（Archilles’ heel），一个是

中国语境下的比喻(play the piano) 

中国人的视角还是外国人的视角 

寻找情感共同点或者发展共同点 （以情动人） 

活动：阅读-讲解-共评共改，寻找共情之处 

 

单元教学过程的数字赋能，创新育人： 

主要数字平台或工具使用：雨课堂，外研社 Iwrite平台，NLP分析学生作业 

 

创新线上教与学的过程： 

1. 构建线上学习资源与任务清单设置： 

线上资源构建：素材丰富，形式多样，充满挑战。可以像自助式下拉菜单一样，在共享的同时又能满

足学生的自主选择和自主学习。根据素材设置的任务清单可轻松实现区分必做环节和选做环节或闯关

环节，能充分体现个性化、差异化学习和渐进式高阶性学习。也可以随时根据学情对学习内容动态化

调整。 

比如第 1课时（线上）： 

必做任务清单： 

1）阅读教材主文章，理解高质量发展是什么，画思维导图和写 summary。 

2）观看教师自制微课：抽象概念如何具体理解：“化”说新零售，理解该如何具体阐释概念-新零售的



三个特点：场景化、社交化，数字化，并完成微课里面的作业：阐释新零售的另一个特点：协同化是

什么。协同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子维度协调发展有关联性。 

选做任务清单： 

1）阅读 20大报告（2022年）中高质量发展部分的中英文对照版，画思维导图和写 summary， 

与教材主文章（2016年）的思维导图和 summary对比，看看高质量发展理念核心内涵有哪些变化，并

尝试思考为什么有这些新的变化？ 

2）拓展阅读：阅读习近平治国理政第 4卷中高质量发展章节的中英文对照版。鼓励任何创新形式分享

读后心得。可以直接在平台上编辑文档标注，可以评论区评论，可以投稿等。 

 

比如第 3课时（线上）： 

必做清单： 

1）确定要讲述的小故事是什么，并写好（讲述）这个故事 

2）观看本专业师兄师姐参加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之“数字中国”和“低碳中国”主题的视频演讲获奖

视频（省级一等奖作品）。在留言区评论师兄师姐的演讲内容好在哪里？ 

选做清单： 

3）高质量发展视频（外国人视角的视频-他者视角） 

4）“广东高质量发展”英文阅读拓展资料，帮助学生找到具体故事。 

 

2. 构建学生学习电子档案袋：线上学习产出、学习效果可视化和追踪化 

学生所有的写作产出都上传到 Iwrite 平台，学生所有的成果和评价都被记录。 

 

3. 线上平台智能诊断和学情分析报告自动生成，智能评阅和人工智能生成检测等可以解决基本的语言

问题和学术道德问题。 

 

创新线下教与学的过程： 

1. 线上学情分析有利于线下教学重难点精准化。数字赋能教学诊断和评价。教学内容与设计更有针

对性。 

2. 增加互动形式和互动内容和效果可追踪等，让教学过程更高效。实现全程多人参与式、互动式、

协作式的教学。比如教师使用雨课堂实现了随机点名、分组、实时弹幕等功能，方便教师提问和

提升小组活动的有趣性和有效性，也会留下痕迹记录供教师课后总结反思。教师线下课堂的 PPT

提前上传到雨课堂，线下授课时学生实时同步在教师讲到某个环节时在线上的 PPT 具体位置进行

标注，评论，提问，点赞等。老师课后根据学生在具体位置做的标注进行解答，也能个性化推送

上传新的学习资料。根据雨课堂课件不同位置不同时段学生点赞数量和位置，知道学生的兴趣点

和关注点。 

实现线上与线下联动，重新定位师生角色 

 

 



师生关系：师生学习共同体 

教师新角色：教师在线上精选资源和素材的过程，并以此设置任务清单一并上传到雨课堂的过程就是

一个自我学习过程。教师在线下教学的过程中变成学习过程的促进者和探究启发式教学的引导者 

学生新角色：学生在线上学习部分可以自主安排，自主选择，实现个性化学习，有利于成为学习自驱

者。学生可以在雨课堂留言、评论、投稿，编辑教师的交互式课件等，成为分享者和评价者。 

师生成为实践合作者：多任务协同，以产出实践为学习目标，在做中学，在合作中学，实现跨越时空

的实时互动，促进任务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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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理念与方式： 

形成性评价：雨课堂与 Iwrite 平台都实现评价全过程，实现线下课堂即时互动与评价反馈，线上即时

延时评价与反馈。 

师生合作评价：雨课堂贯穿教学过程，使得评价主体多样化，师生互评、生生互评、学生自评、AI评

测等。 

评价维度多样化：教师自制评价量表：语言-知识-能力（跨文化思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等）-人文素

养（价值观）-情感（文化认同）等。 

主观性评价和客观性评价：客观性的评价可设置参考答案，由数字平台即时生成，主观性评价形式也

非常多样化：弹幕，评论区，投稿，反思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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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课的教学目标： 

以 4E模式理解什么是新发展理念 5个维度的其中一个维度：协调发展 

1. 阐释协调发展维度的核心内涵和子维度 

2. 举例讲述协调发展的例子 

3. 评价协调发展为什么是必要的 

4. 共情：从情感上认同协调发展是对的发展 

 

展示课目标与单元目标的关系： 

1.单元目标中的语言与思辨目标分为理解和讲述两大部分，展示课展示的是理解的部分，并对应展

示理解的四个过程如何一步步推进 

2.单元目标是关注新发展理念的 5个维度，展示课展示的是其中 1个维度 

3.展示课隐性融入了单元育人目标的第 1、2点：认同中国新发展理念，理解、包容、尊重他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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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理念： 

基于线上学习可以展开知识类内容学习，和精准的学情分析，本节课强调探究性启发式教学，贯穿

思辨全过程。 

 

设计思路：以 4E模式推进理解。 

选取教材内容： 

页码 选取内容 选取依据 

42 Read and respond 环节的

第二个题目作为导入设

问 

突出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 seeking growth to seeking better 

growth 

61 Further reading 环节的第

二篇 

突出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 

quality growth 

45-4

6 

主课文第 11段 

第 46页 1-5行 

阐释了协调发展的四个子维度是什么 

46 主课文第 12段 更一步阐释了四个子维度的不同方面，并举例说明，具体的例

子可以引起学生的共鸣 

44 主课文第 9段 指出了协调发展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对事物发展本质规律的界

定，可以作为评价该理念是否必要的理论支撑 

53 Critical thinking 环节的

第二个题目 

What are the major problems of imbalanced development 

hinder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 What measures 

would you recommend to solve them accord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作为该节课课后的高阶思考题（小

组调研，小组讨论，小组汇报） 

61 Ancient Chinese Wisdom

环节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鼓励学生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

形式、新内容、新故事等（因为文章选自 2016 年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习主席的讲话，已过了 6年多，鼓励学生从历时的角度

解读更多新内涵。 

 

 



具体教学组织流程、步骤和活动 

 

 



 

 



 

 

 



 

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教学，提升育人成效 

课前环节：数字赋能学生灵活地进行课前自主学习 

课前，教师利用数字工具雨课堂提供的“预习课件”和“语音讲解”功能，能方便快捷地制作出新

课内容的“预告片”，把新课的重点内容通过微信发布给学生，引起学生探索新知识的兴趣。同时，

教师也能通过“预习课件”里设置的问题，检测学生的预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侧重点，为新课的

开展做好准备。于学生而言，学生只要携带一台手机，就能随时随地通过雨课堂微信小程序来查看

教师发布的“预习课件”。学生可以摆脱沉重的课本，根据自己的学习节奏，自由灵活地完成线上自

主学习任务。 

课中环节：数字赋能创新的师生互动 

课中，教师利用数字工具雨课堂提供的特色功能，如“弹幕”、“投稿”、“课堂红包”和“限时抢答”

等互动形式，能较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他们的参与度。特别是“弹幕”功能迎合了零零后

学生交流互动的新时尚，“课堂红包”功能用学生喜欢的方式来进行答题奖励，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

色的一种创新，能在很大程度上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于学生而言，雨课堂提供的创

新互动功能是新鲜的，学生有较高的参与兴趣。此外，雨课堂提供的多渠道互动方式，使学生人人

都能发言，勇敢分享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良好的课堂氛围。值得一提的是，雨课堂把教师 PPT 共

享到学生的手机屏幕上，并在每页 PPT 中提供的“不懂”按钮，让学生可以在遇到知识难点时及时

向老师反馈自己的疑惑，与此同时，老师也能收到实时推送，立即回应学生的疑惑，当场把知识点

讲透，提升教学实际效果。 

课后环节: 全景的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评测 

课后，教师可以收到一份雨课堂自动生成的“课堂报告”，包括全周期的教学数据分析（如学生的出



勤率、答题正确率和课件知识点掌握情况等关键课堂表现），课前-课中-课后，每一步学生的学习情

况都以数据化形式一清二楚地呈现给教师。教师通过雨课堂提供的数据，可以全面精确地了解每一

个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为后续的备课调整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此外，教师在课后还可以应用人工智能 Iwrite，批量自动批改学生的写作作业。教师可在 Iwrite自

动评级分档的基础上，选取优、良、中、差各类型的初稿进行复评，并选择样本用于课堂分析。结

合 NLP 作业词频和词类统计与分析，教师还可以设置电子档案袋，使学生每节课的学习产出和评价

能实现全过程可视化，并自动计算积分用于平时成绩计算。 

总而言之，雨课堂、Iwrite 和 NLP 词频统计分析等全新数字工具的应用，让学生的课前学习灵活自

主，让师生的课中互动创新有趣，让教师课后的总结反思更有依据，让学生的课后练习更即时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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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理念为形成性评价和师生合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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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