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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 in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and adopt multimedia teaching and innovative 
assessment methods to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English majors.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rousing students’ 
interest through artistic treat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dynamic, color and graphic elements. In the aspect of 
demonstration,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Focusky, a new generation of animation demonstration software,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attractiv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addition, it explores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s, as well as a variety 
of assessment methods to ensure the coherence and attractiveness of the course. Finally,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urriculum,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into the teaching, shaping the personality of stud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se methods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English skills, providing useful ide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English writ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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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讨论了如何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突破传统，采用多媒体教学和创新评估方法，以满足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笔者强
调了通过艺术化处理教材、引入动态、色彩和图形元素以激发学生兴趣的重要性。在展示方面，笔者介绍了新一代动画演
示软件Focusky的应用，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教学体验。此外，探讨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以及多元化的评估方式，以
确保课程的连贯性和吸引力。最后，论文强调了课程的思政创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中，塑造学生的人格。
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方法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英语技能，为英语写作课程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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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写作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英语专

业本科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写作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

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书面交流，同时增强

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

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2 《英语写作》课程教学中的“痛点”

通过长期的教学观察和反思以及学情调研笔者发现，

英语专业学生对其专业课程格外重视，十分注重语言能力的

发展。然而，他们在英语写作学习中也面临一些挑战，概括

起来，英语专业学生在写作学习中存在三大问题：写作基础

参差不齐、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缺乏实际写作机会。

①写作基础参差不齐。尽管英语专业学生在入学时已

经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但由于各自的学习经历和背景不

同，写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教师在课堂上难

以兼顾所有学生的需求，整体教学效果受到影响 [1]。

②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英语专业学生虽然对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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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有较高的兴趣，但在自主学习方面仍存在不足。他们往

往依赖课堂教学，缺乏自主学习的习惯和方法，导致学习效

果不理想。

③缺乏实际写作机会。英语专业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了

大量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际写作的机会。由于缺乏真实的

语言环境，他们在实际写作中往往感到不自信，难以将所学

知识应用于实践。

3 以学生为中心的“痛点”解决方案

针对当前英语专业本科生写作学习的客观现实，英语

写作教程将首先考虑一般能力目标的达成问题，因此，课程

的创新改革主要围绕该目标能力展开，目的是以英语专业学

生的能力产出为中心，以他们的需求为出发点，结合其专业

特点、学习风格、性格和情感特征等因素，培养他们对英

语写作的兴趣，从而调动他们写作学习的积极性。笔者选

取英语专业的写作教学为例，阐述如何问诊课程教学中的

“痛点”。

3.1 课程的理论创新

3.1.1 课程定位：协调专业目标与能力产出的“关键

齿轮”
笔者在同英语专业学生的长期接触中发现，无论是他

们的专业定位还是自我要求都十分注重语言能力的发展。这

类学生思维活跃，善于表达，具有较强的语言学习能力。然

而，这些能力的产出往往需要系统的写作训练和实践机会。

人类的语言能力作为人文学科的关注重点，一直以来都被认

为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这也反映了写作和语言之间存在天然

的纽带。作为英语专业的本科学生，他们专业培养目标的达

成与能力的产出以往都是以语言能力为前提，后者起到“关

键齿轮”的作用，能匹配学生的语言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

有效协调培养目标与能力产出。理论上，如果英语专业学生

的写作能力也与他们的语言思维和创造力同步发展，写作类

课程的学习将极大地拓展他们的认知空间，助推专业高阶能

力目标的培养与达成 [2]。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如前所述，英语专业本科生前

期写作基础参差不齐，写作学习缺乏内在动力，课堂参与度

较低，课堂中的沉默现象尤为普遍。同时外界尤其是教师对

他们普遍抱有以上负面刻板印象，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写作教

学中的一系列“痛点”，也加重了英语专业学生的挫败感和

厌烦情绪，长此以往的积累势必造成两种现象相互交织互为

因果的恶性循环。

经过实践和反思，笔者提出面向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写

作课程定位须对接英语专业的学科特点、培养目标和预期能

力产出，做好协调目标与产出之间的“关键齿轮”，助力学

科特点到专业能力的转化。因此，该写作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充分满足英语专业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

求，理清课程目标与专业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及课程设计与

学生特点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评价

措施等多个层面描绘写作课程的课程脸谱。

3.1.2 课程脸谱：基于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课堂活

动、学生需求和学习评价的课程五观
课程定位最终要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中实现。一方面，

英语专业特色和能力产出需求与其他专业有质的不同；另一

方面，在面向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写作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

从认知特征上看，英语专业学生比理工科甚至其它人文学科

专业的学生更擅长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从性格情感、学习

风格和策略上看，两者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该课程是一

个动态的有机体，课程设计和实施将涉及各个维度互动和对

接 [3]。

笔者提出面向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写作课程脸谱所独有

的特征将由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课堂活动、学生需求和学

习评价这五官来描绘。五官代表了五个维度，课程设计和实

施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将是这五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3.2 课程的实践创新
课程的理论创新最终要有具体的措施来实现，需要实

践来验证。如前所述，主观和客观等原因导致英语专业学生

学习写作的积极性不高，自主学习能力不足，而沉默乏味的

课堂氛围又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为解决这些痛点，笔

者提出以下改革措施：

3.2.1 目标·资源·互动——教学过程的重构
课程以“新文科”建设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以写

作能力培养为目标重构教学内容体系，强调学生的能力提

升、文化素质与道德养成，并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搭建

差异化、多元性、高阶性的资源库。英语专业学生普遍思维

活跃，善于表达，具有较强的语言学习能力。基于以上特点，

教师先从教材入手，在反复比较后选用了《英语写作教程》。

该教材的设计以培养学习者的写作能力为目标，通过一系列

以真实的写作情景为依据而设计的学习任务与活动，实施交

互式的课堂教学。选用的材料与现代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和

今后的工作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而且，

这本教材图文并茂，版式活泼新颖。大量色彩鲜艳、主题突

出的图片把学生带入写作情景，启发思考，激发兴趣，帮助

理解和表达 [4]。

在课堂教学的展示方面，教师尝试尽可能多地以音乐、

影像、图画材料为载体，向学生传输知识。通过对学习内

容的艺术化加工，使知识的传递呈现动态化，色彩化，图形

化，以提升艺术美感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放弃了传统的

微软 PowerPoint 课件制作软件，选择新一代动画演示软件

Focusky 来开发课件。该软件打破传统的 PPT 切换方式，模

仿电影视频转场特效，加入生动酷炫的 3D 镜头缩放、旋转

和平移特效，让幻灯片演示像一部 3D 电影般播放，给观看

者带来震撼的视觉冲击。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轻松创建思维导图风格的动态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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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以逻辑思维组织内容，从整体到局部，让学生跟随老师

的思维方式理解和思考。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更是以学生为

中心，鼓励他们朗读、回答问题，组织学生小组讨论、角色

扮演等方式，让学生有机会在写作课上展示自己，这样既能

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也能增加他们的参与度，大大提高英语

学习的动力。教师还可以专门针对英语专业学生的特点开发

系列翻转课堂游戏活动模块，由 10 多种不同的语言学习游

戏组成，针对不同的语言能力和学习者风格。同时配套录制

专门的微课视频讲解翻转课堂游戏要领，使学生在学期初能

尽快地理解游戏规则并积极参与其中 [5]。

在教学活动的组织上，教师可采取线上线下混合的教

学模式，课程主要使用“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组织基于翻

转课堂的大学英语教学。需要学生在线上线下参与课程学习

过程，学习平台基于学习内容和活动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

智能动态的统计与评估。课堂活动也主要借助网络学习平台

来组织，这从技术上突破了基于传统教材授课的单一模式，

实现授课信息和师生 / 生生互动信息流畅共享，方便了游戏、

讲解、讨论、作业、测验等活动的开展，为原本单调的课堂

氛围融入了科技、时尚、社交等充满活力的元素。

3.2.2 课程·参与·反馈——多元的评价方式
针对传统课程评价标准单一，学生缺乏英语学习内在

动力的痛点，笔者认为英语专业学生的大学英语课程的评价

机制应多元化，应设立合理且符合英语专业学生特点的课程

评价机制，切忌一刀切。期末考试一般是考查学生的基本知

识、能力、文字表达等能力的测试，是各高校常用的评价机

制之一。大学英语成绩除了期末考试，还包括平时课堂小测

验、期中考试、出勤率、课后作业、课堂表现等等。课堂小

测验可增加朗读、背诵、听写等，通过多元化考核的形式，

结合期末成绩，评定学生大学英语成绩。比如在期中考试的

形式问题上，教师可以通过调查摸底决定根据不同专业的特

点和学习者特征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

此种课程评价不仅局限于传统的老师考查学生，而是

师生的互动评价，以评促学，以评促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教师还可以在“超星学习通”上搭建自由开放的师生交流平

台，给学生创造条件让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畅所欲言，发表对

课程教学创新的看法。

3.3 课程的思政创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写作既是语言课程，也是人

文教育课程。语言教育能够更有效地传递人文教育，塑造学

生的人格。作为专业必修的课程，英语写作既要体现英语的

工具性特征，还应发挥特有的人文优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教学中，逐步实现课程的育人目标。

课程在关注语言知识传授和教学方法外，充分发挥教

学团队集体智慧，形成育人合力，集中研讨的良好氛围，通

过线上资源建设，线下教学活动等，深度发掘课程中蕴含的

思政元素，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写入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教

案中，借助视频、图片、讨论，通过生动的例子、鲜活的人物、

真实的故事，为学生创设思政情境，多角度、多方面、多层

次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初步形成显性和隐性结合、线上和

线下结合、系统化、规范化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育模式。

4 教学创新效果分析

4.1 课程建设逐步成型
教师经过几年授课经验积累，教学大纲、授课计划，

课件和教案都会形成系列，在线课程也会逐步完善，团队教

师可以申请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设在线课程，并且可以参

与一流课程的申报。

4.2 学生学习成效显著
教学方式的创新大大提高了学生对于本课程的兴趣度

和参与度，到课率和考试通过率有了显著提升，学生对于英

语写作的认同感增加，认为写作是对主修课程的有力辅助。

4.3 教师团队教学水平持续提升
团队教师为提高教学水平，探索创新模式，广泛开展

教研活动，教学水平得到持续提升，主讲教师也可凭授课教

案及课程建设参与各项教学比赛，以赛促建。

5 教学创新的反思

在课程创新改革中主要遇到两个问题。首先，虽然笔

者在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尝试模块化设计，通过不同的模块

对接不同的专业特点或能力要求，如课堂游戏、教学内容、

课程资源、教学评价和思政教学等。但是这些模块化设计还

比较简易，内在层次结构松散随机，缺乏理据性，而且模块

组之间的衔接模糊，缺乏整体性。笔者在接下来的创新实践

中将进一步探索如何打通各模块组之间的壁垒，使课程各环

节之间建立完整的生态链。其次，超星学习通的课上互动功

能可以满足课程所需，但不支持写作智能批改功能，对英语

在线测试的支持不够，主要反映在题型不够丰富。在今后的

创新中笔者会继续探索其他技术手段，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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