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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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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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新非英语专业学生（第二学期）

教学时长 周学时 4，一单元两周 8学时

教材名称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 3

参赛单元 第_3__册 第_4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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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4）级课程是我校通识必修课，共 64学时。秉承我校“求是创新”精神，坚持立德树人，

以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社会责任和实践智慧、基础牢固、专业扎实、能力突出的高素

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总目标为指导，针对大学英语（4）级学生思维活跃，善于学习，行

动力强，英语水平中等，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但英语应用能力偏弱的特点，制定以

下课程总体目标：

思政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切实做到语言、文化与思政教学无缝对接，培养国际意识，

树立文化自信，助力学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

知识目标：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助推各学院培养懂英语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能力目标：培养创新能力、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

素养目标：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形成公允、包容的文化观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及自主探究的兴趣

和团队协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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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的学习旨在引导学生探索单元主题和学习并应用写作技巧，提升自身综合素养和培养家国

情怀。具体的语言目标和育人目标如下：

2.1 语言目标

1）能够探讨不同种类的探索和探索对世界、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意义；

2）能够识记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理解并分析作者的叙事风格；

3）能够应用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分享个人探索经历；

4）能够综合单元内容，以模拟申请和面试的方式表达个人成为探索者的意愿和分享探索能力储备。

2.2 育人目标

1）能够领会探索的内涵，分析和评价不同种类的探索及其利好和挑战；

2）能够综合理解并评价人类不懈的科学探索精神，传承探索者精神；

3）能够分析探索对于人类文明和国家发展的意义，领会中国在探索领域取得的成就，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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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课时分配、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单元的主题为“探索”，单元总任务设置为申请成为学校“探索者协会”的成员并参加英文面

试，具体为：学校探索者协会（Explorer’s Society）正在纳新，申请者需要填写申请表并参加面试。面

试的问题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对于探索的理解包括探索的意义，探索者的性格和特征等，探索经历

的分享等。以此总任务为单元最终产出任务，结合本单元两篇阅读篇章（Reading 1 Deep 是一篇关于

深潜的报道并阐释其意义，其中运用报告文学的叙事技巧； Reading 2 Is alien life hiding beyond Earth

2.0? 为一篇关于太空探索方法论的探讨，其中折射探索者的研究和质疑的精神。），本单元的教学设

计如图一。



图一 单元教学设计（含 Reading 1 和 Reading 2关系以及单元活动组织，具体内容和步骤见表一）

如图所示，本单元共计八个课时（四次课，每次两课时），从教学内容上讲，主要围绕单元总任

务设置三个子任务：子任务一为单元话题导入，探讨不同种类的探索以及探索的意义；子任务二围绕

Reading 1篇章展开，应用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准确、详细和生动地描述一次个人探索经历；子任

务三围绕 Reading 2篇章展开，深入了解太空探索的好处和挑战并分享探索精神的个人理解。从教学目

标上讲，本单元的设计以“产出”为导向，分为驱动、促成和产出三大环节，在驱动环节中，以让学

生熟悉单元话题为目标；促成环节中，以多样性的涵盖听说读写译等技能的课堂活动让学生具有相应

的语言内容和能力的储备为目标；驱动和促成的两大环节自然促进三大子任务的产出，并为最终总任

务的产出打好基础，而教师的评价和反馈则贯穿全程，线上线下结合，做到及时有效，以最大化学生

的学习效果为目标。

3.2 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包括课内、课外具体步骤与活动

本单元的具体教学组织流程见表一：



表一 本单元教学组织流程（含课内外具体步骤与活动）

单元总任务：申请成为学校“探索者协会”的成员

学校探索者协会（Explorer ’s Society）正在纳新，申请者需要填写申请表并参加面试。面试的

问题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对于探索的理解包括探索的意义，探索者的性格和特征等，探索经历的

分享等。

课时 内容 步骤与活动

课时一&

课时二

子任务一

Sub-project 1
探讨不同种类的探索以及探索的意义。

课堂活动一

Mini task 1

以小组为单位定义“探索”，并列举各种不同种类的探索。在活动过

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并给出建议，让学生试图对自己所列举的不同种

类的探索进行分类归纳，总结出共性和差异，并完善给定的“探索”的

定义。

课堂活动二

Mini task 2

观看视频“Why is it important to explore”，完成听力填空练习，引导

学生归纳总结视频中涉及的探索的意义。

课堂活动三

Mini task 3

以小组为单位进一步讨论并丰富“探索”的意义。每组给定 EXPLORE

中的一个字母，用该字母一个单词的首字母，用该单词总结人类探索

的原因，并作出简要解释。（分配到字母“X”的组可以使用除“E”、

“P”、“L”、“O”或“R”之外的任何字母。）

作业（课外）

1) 在 Unipus平台完成教材 P.84 课前话题导入视听练习，并自行核对

答案；

2) 观看张雨霏的游泳视频片段，完成一篇游泳运动员实时赛况报道，

评判标准为准确、详细和生动，并上传 iWrite平台，自行查看平台修

改反馈意见。

课时三&

课时四

子任务二

Sub-project 2

能够应用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准确、详细和生动地描述一次个人

探索经历。

课堂总任务一

Task 1

能够应用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准确、详细和生动地完成一篇游泳

运动员张雨霏的实时赛况报道。

课堂活动一

Mini task 1

学生观看世界自由潜水大赛中William Tribridge的比赛视频完成课文

段落原文的填空练习。



课堂活动二

Mini task 2

参照 Reading 1的段落原文学生思考并查找可迁移到运动员游泳赛事

实况报道的描述语言、内容和结构。

课堂活动三

Mini task 3

学生阅读 Reading 1的第一到第六段，定位查找报告文学的叙事技巧

在段落原文信息中的具体体现。教师提供引导并给予及时的讲解反馈。

课堂总任务二

Task 2
探索自由潜水的价值。

课堂活动四

Mini task 4

观看William Trubridge的 TED演讲，并总结他为什么要深潜，将答案

与教材课文理解中的练习内容进行比较，并通过小组讨论丰富结论。

课堂活动五

Mini task 5

略读和扫读教材 Reading 1 第八段到第十三段，寻找文中提及的深潜

的目的和意义。小组讨论，探索更多深潜的价值。

作业（课外）

1) 翻译和写作结合任务，将给定的张雨菲游泳报道翻译成英语，并用

英语补充完成报告。试着运用叙事技巧，做到准确、详细和生动。

2) 录制一段不超过两分钟的短视频，描述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探索

性活动。然后将视频提交到学校的学习平台，邀请班级同学观看并点

赞评论，获得最多点赞的视频将被宣布为获胜者。讲述时牢记文学报

道的五大叙事技巧。

3）在 Unipus平台完成教材 P.94 课前话题导入视听练习，并自行核对

答案；

课时五&

课时六

子任务三

Sub-project 3
深入了解太空探索的好处和挑战，并分享对探索精神的个人理解。

课堂总任务一

Task 1
讨论太空探索的好处和挑战。

课堂活动一

Mini task 1

听力练习，听关于太空探索的讲座并完成相应练习，两人一组讨论更

多的对于太空探索的意义解读和社会对此的争议。

课堂活动 2

Mini task 2

观看视频片段，了解宇航员在太空的生活，以小组为单位谈论太空探

索的好处和挑战。

课堂总任务二

Task 2
分享个人对探索精神的理解。

课堂活动三 观看视频“The mindset of explorers”，两人一组讨论并介绍一位伟大



Mini task 3 的探险家及其精神。

课堂活动四

Mini task 4

阅读教材 Reading 2“外星生命隐藏在地球 2.0之外吗？”，了解探险

家面临的挑战和他们的探索精神。

作业（课外）

1) 写一篇不少于 150字的叙事文章，题为“我对探索精神的理解”。在

iWrite平台上提交。

2) 准备下次课的单元总任务展示

课时七&

课时八

单元总任务展

示

模拟面试：探索者协会纳新面试。以小组为单位，小组成员分别扮演

探索者协会的面试官和个人应聘者，用英语面试，面试内容可涵盖探

索的意义，探索的经历和探索的能力储备等方面。

单元测试 完成线上单元测试。

注：本单元教材上 Read and Understand，Read and Practice 和 Read and Translate部分部分均由学生

自行在 Unipus平台上完成，教师根据完成情况在课堂上进行针对性的反馈和讲解。

3.3 本单元教学过程如何体现数字赋能，创新育人

本单元教学过程中，教师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教学方法和内容，充分体现了“数字赋能，创

新育人”的理念。首先，教师运用数字技术改变了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线上自主

学习和线下课堂学习的融合。例如，本单元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在 Unipus平台上进行线上自主学习，

完成教材 Get Ready to Read，Read and Understand，Read and Practice和 Read and Translate等学习内容，

从而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其次，教师积极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教学评价方式，提高教学评价的效率和科学性。本单元教学中，

教师将指导学生在 iWrite平台上完成作文。学生线上提交作文后，平台会自动给出即时评价和修改意

见。在随后的线下课堂中，学生和教师也会针对写作完成情况进行师生合作评价，从而实现了线上线

下相结合、机器评价和师生合作人工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新模式。

再次，教师积极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本单元教学将充分融合文字、图像、音频、

视频等多模态教学资源，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的形象化和生动化。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方法，融合

师生问答、小组讨论、线上自主学习、短视频拍摄等多种教学活动，创建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人

机互动的多元学习场景，营造了情境体验良好的育人环境，提高了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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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的教学评价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主要遵循产出导向法的师生合作评价理念，将“以评为学”

作为评价目的。同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融合教师评价、同伴互评、师生合作评价和机器评价等

评价方式，力求创建一个教师专业引领、学生广泛参与、科技手段有效补充的多元评价体系。具体评

价方式如下：

1) 教师评价

教师对本单元中各项产出任务的评价流程包括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即时评价主要在促成环节进

行，教师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即时评价，及时纠正学生的语言错误，同时对子任务中讨论话题

归纳和总结，启发并深化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延时评价中，教师结合 iWrite平台对学生产出任务

在语言、内容和结构方面的评价，指出学生存在的典型问题。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的结合能有效促成

学生产出任务的完成。

2) 同伴互评

同伴互评主要应用于视频课外作业的评价（即要求学生录制一段不超过两分钟的短视频，描述已

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探索性活动。然后将视频提交到学校的学习平台，并邀请班级同学点赞评论，获

得最多点赞数的视频将被宣布为获胜者）。学生依据教师给出的评分规则模版，从语言、内容、结构、

视频制作等方面评价同伴作品。同伴互评中学生具有评价者和被评价者的双重身份，有助于学生从被

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知识探索者。

3) 师生合作评价

师生合作评价主要应用于子任务二的产出任务。针对学生在 iWrite平台完成的试产出写作任务（一

篇有关游泳运动员张雨霏的实时赛况报道），教师基于 iWrite平台对各样本给出的评价，根据目标导

向和重点突出原则，确定典型样本。课中利用问题驱动，根据支架渐进原则，向学生提供从隐性到显

性的递进式支架，最终让学生掌握文学报道的叙事特征。课后再次布置写作任务，并进行推优示范。

4) 机器评价

本单元教学中主要依托 Unipus平台、iWrite平台和本校自有数字平台，三个平台互为补充，以提

高评价的有效性和科学性。Unipus平台主要用来评价学生课内语言知识和课前听力练习，增强学生自

主学习的效率；iWrite平台可以从词汇、语法、结构等角度精确评判学生的作文产出，并将机评和人

评深度结合，可以极大提升写作教学的效果。本校自有数字平台可以开展实时在线测试与反馈，教师

通过该平台发放单元测试，即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并向学生提供有效反馈。



可见，数字化测评工具融于各种评价方式之中，数字技术同时也创新各种教学评价方式，有助于

突破教学难点，强化教学重点，提高教和学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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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教学目标源自于单元教学目标中的语言目标（2）和（3）和育人目标（1）

和（3），具体可以细化成以下两个方面：

1.1 语言目标

1）能够掌握自由潜水的过程描述，掌握相关词汇、内容和结构的迁移使用；

2）能够识记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分析作者在报道自由潜水赛事时采用的叙事风格；

3）能够应用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准确、详细和生动地完成一篇游泳运动员张雨霏的实时赛况报

道；

2.2 育人目标

1）认识和分析和深海探索的原因和方式变化，反思人类的亲身参与在探索活动中的核心地位；

2）能够关注中国在海洋探索领域的科技创新与发展的不断突破，领会科技强国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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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本课时设计理念

课 堂 教 学 展 示 环 节 设 计 理 念 的 依 据 为 文 秋 芳 教 授 提 出 的 “ 产 出 导 向 法 ”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教学展示部分是帮助学生完成单元产出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环节，

教学设计合理遵循产出导向法“驱动—促成—评价”的教学流程。本课时为 Reading 1部分的第一

课时。

驱动环节课前学生线上完成：1）在 Unipus 平台完成关于 Unit 4 Reading 1 Watch for

information 有关深海探索的视听练习（P84）；2）在 iWrite 平台完成一篇游泳运动员张雨霏的

实时赛况报道，评判标准为准确、详细和生动。学生完成两个课前任务后，Unipus 平台和 iWrite



平台自动给予及时、科学的评价，指出语言、内容和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课内，教师结合平台

的反馈给予综合评价，指出学生在完成课前任务 1 和 2 中存在的共性不足。针对个性化的课前任

务 2，教师邀请学生自评产出过程中的困难，激发他们通过课堂学习解决问题的自驱力。 基于

学生在产出任务中存在语言、内容和结构的不足和叙述技巧的欠缺。我们将本课时的语言目标设

定为：1）学会描述自由潜水的过程，掌握相关词汇、内容和结构的迁移使用；2）能够识记文学

报道的叙事技巧，分析作者在报道自由潜水赛事时采用的叙事风格；3）能够应用文学报道的叙

事技巧准确、详细和生动地完成一篇关于游泳运动员张雨霏的实时赛况报道。

促成环节：通过课前写作试产出尝试和课中师生反馈的驱动，教师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

激发尝试解决问题的学习欲望。在展示环节的促成设计上，教师首先结合视频素材，布置 Reading

1 自由潜水描述部分的文本填空练习，引导学生结合填空练习的结构和视频内容针对性产出语言

内容，比对与课文原文描述在语言、内容和结构上的差异；接着，引导学生思考并查找可迁移到

运动员游泳赛事实况报道的描述语言、内容和结构，鼓励学生开展学习迁移。然后，通过学生讨

论分析试产出写作与课文原文在叙事特点方面的差异，掌握报告文学的叙事特点，识别这些叙事

技巧在段落原文信息中的体现。

产出环节：产出活动贯穿课前、课中和课后。课前，学生在 Unipus 平台和 iWrite 平台完成

任务 1 和 2 的产出；课中，基于学生在课前任务 2 产出中存在的语言、内容、结构和叙事技巧方

面的不足开展三项促成活动的产出；课后，要求学生双人合作同通过翻译和写作相结合的形式再

次完成课堂展示环节的产出任务：应用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准确、详细和生动地完成一篇游泳运

动员张雨霏的实时赛况报道。

评价环节：本课时的主要评价理念为 POA 理论指导下的“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简称）。TSCA 是 POA 针对中国高校教师面临的学生产出文本多、评

价效果差的现状而提出的新型评价形式。此外，教师也会积极运用数字化测评手段和工具，以提

高评价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在课前任务反馈环节，AI 数字化评测和师生合作评价让学生从个性

和共性的角度清楚认识到写作任务试产出中存在的语言、内容和结构的不足，激发通过课堂学习

解决问题的自驱力和开展针对性学习的着力点。 在促成环节，教师评价贯穿文本填空练习、查

找自由潜水描述中可迁移于游泳赛况描述的语言、内容和结构和文本的叙事特征等练习，有效地

促成展示环节产出任务的语言输入。在产出环节，学生通过双人合作的模式实现同伴互评，提高

总产出任务的产出质量。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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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页码 选取内容 选取依据

1 P.93 Read and Write: Use

narration in literary

reportage

该部分介绍了文学报道的定义和特征。结

合授课内容，选取依据有两点：

（1） 选取并改编 Step 2中的写作任务，

使其成为驱动场景。按照 POA 的

教学材料使用原则“选、调、改、增”，

我们设定了“亚运会志愿者报道游

泳赛事”这一驱动场景，激发学生产

出兴趣。同时作为课前任务，让学

生尝试产出，使他们认知到自身的

语言和内容缺口。

（2） 结合 Step 1的提问，教师引导学生

发现文学报道写作的五个基本特

征，并通过文本细读方法加深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认知。

2 P.84 Get ready to read:

Watch for information

该部分是课前视频作业，学生通过观看关

于深海探索的视频，完成相应作业，了解

深海探索的意义以及开展探索的方式。此

部分作为 Reading 1课文阅读的先导，可以

启发学生思考自由潜水的价值和意义。

3 P.85-86 Reading 1: Para.1-6 该部分是 Reading 1的前半部分，作者用文

学报道的手法描述了一次自由潜水锦标

赛。作为促成环节的主要教学材料，我们

选取的依据有两点：

（1） 通过将第 4、5段改编成填空练习，

使学生关注并鉴赏课文中作者生

动形象地描述自由潜水的词句。引

导学生思考如何通过语言迁移，完

成一篇准确、详细、生动的描述性

文章。



（2） 通过第 1-6段文字的阅读，教师带

领学生赏析文学报道的叙事特征，

从语言、内容和结构三个方面促成

对运动员游泳赛事实况报道的描

述。

3.3 教学展示环节的教学组织流程

教学环节 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活动/产出形式

课前 话题导入

产出任务的驱动

1.教师引导探索话题的讨论

由大类转向深海探索主题；

2.教师简要呈现驱动场景，

布置展示环节的产出任务，

说明产出要求。

引导学生在试产出

过程中自己发现困

难，从而激发通过

课堂学习解决问题

的自驱力。

教师讲解

视 听 练 习

（Unipus平台）

写作（iWrite平

台）

课中 Step 1：评价 1. 教师简要点评 Reading 1

课前导入视听练习，导入深

海探索主题。

2. 学生和教师轮流评价尝

试产出的写作任务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并指出学生在

产出要求中未能达到准确、

详细和生动所对应的语言、

内容和结构的不足。

1.达成育人目标：

a)认识和分析和深

海探索的原因和方

式变化，反思人的

亲身参与在探索活

动中的核心地位；

b)能够关注中国在

海洋探索领域的科

技创新与发展的不

断突破，领会科技

强国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加强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

2. 驱动同学总结个

性产出问题的同时

关注共性产出问

题，找到开展针对

教师讲解；

口头简答



性学习的着力点，

为促成活动做好准

备。

Step 2：促成环节 1 1. 活动：学生观看世界自由

潜 水 大 赛 中 William

Trubridge 的比赛视频完成

课文段落原文的填空练习。

2. 教师从语言、内容等方面

评价学生在该促成活动中的

产出是否符合准确、详细、

生动的要求，参照 Reading 1

的段落原文扩充语言的表

达。

1. 让学生结合填空

练习的结构和视频

内容针对性产出语

言内容。

2. 引导学生关注课

文中关于自由潜水

的实际描述，达成

语言目标 1：能够掌

握自由潜水的过程

描述。

全班活动；

笔头简答；

教师讲解

Step 3：促成环节 2 活动：参照 Reading 1 的段

落原文学生思考并查找可迁

移到运动员游泳赛事实况报

道的描述语言、内容和结构。

促动学生开展学习

迁移，产生实际获

得感

全班活动；

口头简答

Step 4：促成环节 3 1. 活动：学生讨论并分析试

产出报告与 Reading 1 的段

落原文在叙事特点方面的差

异。

2. 教师介绍什么是报告文

学并引导学生基于上面活动

中的讨论和分析来概括报告

文学的叙事特征，并结合教

材完善补充。

达成语言目标

1）能够识记文学报

道的叙事技巧，分

析作者在报道自由

潜水赛事时采用的

叙事风格；

2）能够应用文学报

道的叙事技巧准

确、详细和生动地

全班活动；

口头简答；

教师讲解



3. 活动：学生定位查找报告

文学的叙事技巧在段落原文

信息中的具体体现。

完成一篇游泳运动

员张雨霏的实时赛

况报道；

课后 任务产出 布置课后作业 检验教学展示环节

产出任务的

翻译+写作任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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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中，教师积极使用教材，实施产出导向法“选调改增” 教材理念，努力实现本课时教学

目标。

首先，教师分别对教材中的 Read and Write: Use narration in literary reportage（P. 93）环节的两个

任务进行了改编。使 Step 2任务成为驱动场景，激发学生产出兴趣，让学生了解自身的语言和内容

缺口。同时，结合 Step 1提问，引导学生发现文学报道写作的五个基本特征。本部分主要对标本课

时语言目标 2（能够识记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和语言目标 3（能够应用文学报道的叙事技巧准确、

详细和生动地完成一篇游泳运动员张雨霏的实时赛况报道）。

其次，教师有效使用教材 Get ready to read: Watch for information（P. 84）部分，通过观看深海探

索视频并完成相应作业，让学生认识和分析和深海探索的原因和方式变化，反思人的亲身参与在探

索活动中的核心地位（育人目标 1）；能够领会海洋探索的意义，科技强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关注

中国在海洋探索领域的科技创新与发展的不断突破，加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育人目标 2）。

最后，教师充分利用教材 Reading 1的第 1-6段（P. 85-86），进行文本细读，帮助学生掌握自

由潜水的过程描述，掌握相关词汇、内容和结构的迁移使用（语言目标 1），识记文学报道的叙事技

巧，分析作者在报道自由潜水赛事时采用的叙事风格（语言目标 2），最终能够应用文学报道的叙事

技巧准确、详细和生动地完成一篇游泳运动员张雨霏的实时赛况报道（语言目标 3）.

此外，教师充分挖掘传统课堂学习以及数字化学习的双重优势，“盐溶于水”寓课程思政于教学

全过程，实现数字赋能，提升育人效果。

一方面，教师借助多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传统课堂学习的时空限制。事先布置学生数字

化网络学习平台上以下两项作业：1) 在 Unipus平台完成关于 Unit4 Reading 1 Watch for information

有关深海探索的视听练习（P.84）；2) 在 iWrite平台完成一篇游泳运动员张雨霏的实时赛况报道。



另一方面，通过课前预习与课内检查相结合，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相结合的教学形式，既发挥教师

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作用，又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形成良好的

学习生态，优化教学效果，提升教学效率，在帮助学生强化外语知识和能力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最终提升整体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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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时的主要评价理念为 POA 理论指导下的“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简称 TSCA）。TSCA是 POA针对中国高校教师面临的学生产出文本多、评价效果差的

现状而提出的新型评价形式。此外，教师也会积极运用数字化测评手段和工具，以提高评价的有效

性和科学性。

首先，针对学生课前通过 Unipus平台完成关于 Unit 4 Reading 1 Watch for information有关深海

探索的视听练习（P.84），学生在平台上提交练习填空练习答案后，平台会自动给予评价，提供了评

价的及时性和科学性。课内，教师针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给予综合评价，实现机器自动评价和人工

评价的优势互补。此外，针对学生在 iWrite平台完成的试产出写作练习（一篇有关游泳运动员张雨

霏的实时赛况报道），iWrite平台会针对学生试产出情况在语言、内容等方面及时给予评价。课上，

学生自评在试产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激发他们通过课堂学习解决问题的自驱力。接着，教师基于

iWrite平台学生报告，总结出学生在产出任务中存在语言、内容和结构的不足和叙述技巧的欠缺。总

之，本课时设计中，教师通过多种手段，努力实现数字化测评与师生合作评价的深度融合，促进教

学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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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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