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学为中心的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 

以英国文学欣赏指南为例 

外文学院  席坤 

 

1.项目的背景 

《英国文学欣赏指南》于 2022 年重新面向在校本科生开放，且

被归类为含有美育学分的课程，作为本课程的任课组长以及任课教师

迫切需要通过系统性的教学改革与创新使得《英国文学欣赏指南》在

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更符合新需求，具体需求包括 1）强化英语文

学内容中的美育与思政内容，使得其更加符合含有美育学分课程的课

程总体预期；2）推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创新性教学模式；3）

强化课堂内数字技术的使用，使其更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设置；

4）推进“赛学联动”、多通路、多场景教学模式，使得课堂教学能效

进一步提升。基于以上需求本人申请了本次教改项目并在学校与学院

的支持下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教改项目。 

2.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 

以下分三方面具体阐释本次改革的侧重点 

1) 强化英语文学内容中的美育与思政内容，使得其更加符合含有美

育学分课程的课程总体预期 

在本次改革过程中，本人着重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进行了创新，

在单元设置上进行了整体调整与翻新，加入了关于 “自然美”、

“人性美”、“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等美育与英语文学教学有机互

动的新内容，在教学内容中设置了关于“中国风”与英语文学中的



中式建筑书写、工业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爱、

家庭与社会：十九世纪英国女性作家与其书写；自然、崇高与怀

旧：浪漫主义诗歌等等板块，试图由此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

英语水平、道德水平、美育素养，使得英语文学课不仅仅承担通识

英语教育的功能，也同时成为实施思政教育、德语美育教育的综合

性教学场域。以上在教学内容层面的改革与创新还被应用至本人作

为负责人和主讲人参与的复旦大学第四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以及第

四届上海市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参赛样课以及其余资料中，创新性

的内容获得了校级特等奖和市级优胜奖的肯定。 

2) 综合利用数字技术推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创新性教学模

式 

   教学改革的另一项尝试是综合利用在线教育技术以及复旦大学的

智慧教室功能进一步强化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由此进一步提升教学能效。具体尝试使用的新技术包括雨课堂中的

“弹幕”、“词云生成”以及“课堂数据统计”等功能以及第六教

学楼智慧教室的多屏幕切换放映功能。以雨课堂的“弹幕”功能为

例，教师在提出问题后，学生通过雨课堂小程序发送答案，答案便

能以弹幕滚动形式面向全班共享，教师和学生可同时看到多名学生

的答案反馈，教学能效大大提高。由于弹幕功能贴近学生的日常生

活，将其应用于教学场景能激发学生的共鸣以及学习兴趣，经由课

堂实践检验是该举措是效果非常好的创新性尝试。同时，在此次教

学改革中我们尝试使用第六教学楼智慧教室的多屏幕切换放映功能



来组织“学术会议海报展示”以及“分组翻译”等课堂活动，智慧

教室多屏幕的设置能够使得课堂真正活起来、学生真正动起来，学

生之间和老师之间的互动都因此增强了。 

3) 推进“赛学联动”的多通路、多场景教学模式  

由于本人同时也承担着“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全

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阅读以及笔译赛项的指导教师之一，所以在

此次教学改革中，寻找日常教学与大赛的联动通路也是重点之一。

在“中国风”与英语文学中的中式建筑书写这一章节的教学过程

中，我们在设置随堂任务时要求学生完成“大同”、“丹青”、“亭台

楼阁”等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词汇的翻译，这些翻译不仅与课程内容

相关，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的备考词

汇。如此一来我们的课程的实用性以及应用性得到了强化、改革后

的课程内容不仅是关于课程本身、也成为了英语赛事备考与学习的

延伸性场域。 

3.项目的主要成效与价值 

经过系统性地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以及教学场景的综合改革，

本课程初步形成了更为细化的教学体系，依托改革成果，本人作为

负责人和主讲人参与复旦大学第四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以及第四届

上海市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并取得了校级特等奖和市级优胜奖的好

成绩，这侧面说明了本次改革的有效性、严谨性以及创新性。与此

同时，改革创新后的教学实践收到了学生的良好反馈。以“中国

风”与英语文学中的中式建筑书写这一章节为例，学生普遍表示对



于能够在课堂上了解到英语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集以及中国文

化对英语世界的影响感到新鲜与兴奋；同时由于内容本身基于我国

文化传统，学生在习得时兴趣更强烈，学习热情更高。 

4.项目设计和实践中的困难、问题和建议；下一步进行改进的思

路。 

本次教改过程中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尝试收获了良好的成效，故本

人希望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更广泛地应用在线教育技术、人工智能

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进一步赋能课堂教学，寻求通识类英语课程

的在教学手段层面的不断突破与进化。举例来说，针对培育学生对

于自然美的板块目前我们应用了多模态教学法来使得课堂教学活动

更多样化，在下一学期的教学中我们希望探索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来

进一步“活化”教学内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