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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对人才需求模式的转变使高校的育人方式也随之转变，教育教学模式及培养目标和方案不断创新转

型。本文以OBE教学理念为支撑，在充分挖掘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本校大学英语教

学的两个层面、课程特点、授课对象，构建了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设计模式，思考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和解决方案，进一步达到学校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产出高质量应用型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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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lents’ demanding mode has pro-
voked the change of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s,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s,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etc. Based on OBE (Outcome-Based Edu-
cation) teaching concep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wo aspect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s well as 
cours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objects. Meanwhile, we construct teaching design mode of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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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 classroom, and reflect on 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order to reach the require-
ments for talents cultivation objectives, producing high-quality pract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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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各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

握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内涵与发展，紧跟时代潮流，紧随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深化本科教学改革，探寻各

种先进理论指导，进行思政建设和各专业学科建设，优化专业建设及应用型转型，丰富教学资源，加强

“金课”建设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也成为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根据教育部 2016 年颁

布的新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了新的方向，“大学英语在注重发展学生通用语

言能力的同时，应进一步增强其学术英语或职业英语交流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使学生在日常生活、

专业学习和职业岗位等不同领域或语境中能够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流。”在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方面，王

守仁教授建议“各高校应根据学校类型、层次、生源、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等，遵循语言教学和学

习规律，合理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课时，形成反映本校特色、动态开放、科学合理的大学英语课程体

系”[1]。严世清也认为，“各院校应该遵循基础英语与专门用途英语、跨文化交际相结合，必修与选修

相结合，输入类课程与输出类课程相结合的原则，开设内容丰富门类众多的大学英语课程。”[2]蔡基刚

教授的观点是，“大学英语不是一门独立的专业或学科，……学术英语课程必须是每个大学生必修的核

心课程”[3]。基于此，本文从 OBE 视角出发，充分挖掘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从本校实际情况着手，

探索适合我校教师和学生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模式。 

2. 基于 OBE 理念，挖掘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2.1. OBE 理念 

OB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或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指教学设计和教学

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图 1)。 
 

 
Figure 1. Students-oriented, production-based, continuously improved 
图 1. 以学生为中心，面向产出，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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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强调四个问题：我们想让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

果？我们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我们如何知道学生已经取得了这些学习成果？成果是

学生最终取得的学习结果，是学生通过某一阶段学习后所能达到的最大能力。OBE 要求学校和教师应该

先明确学习成果，配合多元弹性的个性化学习要求，让学生通过学习过程完成自我实现的挑战，再将成

果反馈来改进原有的课程设计与课程教学。成果导向教育能够衡量学生能做什么，而不是学生知道什么，

前者是传统教育无法做到的。OBE 将学生置于发展他们的设计能力到完成一个完整过程的环境之中。OBE
更加关注高阶能力，例如创造性思维能力、分析和综合信息能力、策划和组织能力等。 

成果导向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已有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至今已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模式，证明是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为了使我国高等工

程教育更好地适应国家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迎接新工业革命的挑战，我们应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引

导下，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着力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学科导向目标导向转变、从教师中心向学生

中心转变和从质量监控向持续改进转变。 

2.2. 挖掘校本优势 

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和课堂模式都与我校的校本优势密不可分。我校校本优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2.1. 政策优势 
2020 年 12 月，我校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

的实施办法。一方面，实施办法强调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化育人为本，强调坚持立德树人和加强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深化教学改革上，实施办法指出要加强课程建设，按

照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全面推进课程改革创新。贯彻 OBE 理念，加强优质课程建设，着力打造一批“金

课”。深化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推动学习革命和质量革命。此项校本优势为我校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和课

堂模式设计提供了政策支持。 

2.2.2. 硬件优势 
目前，我校教学主楼的所有教室都已配备多媒体设备，方便教师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还有适

合听力课程的听力教室。而且，我们还有以学校为主体、本校教师根据自身特点和学生需求所编写的《全

新主题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满足高水平人才培养的需求。我们还不断丰富课

程资源，增加课程供给量，满足学生修读需要，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和选择权。在硬件设施上提供了充

足的保证。 

2.2.3. 师资优势 
我们的外语教师都是有着多年授课经验的一线骨干教师，而且我们还开展一系列教师教学业务能力

提升工程，以教学研讨、教学咨询、教学观摩、名师讲坛、教学信息技术等培训项目为载体，充分发挥

教研室(部)等基层教学组织作用，围绕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课堂教学等方面内容，每学期至少开展 10
次集体教研活动，建立教学能力不断提升的长效机制，从师资方面给予保障。 

3. 发挥校本优势，大学英语教学探讨 

在 OBE 理念的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可以从低阶和高阶两方面入手。 
低阶方面的大学英语教学也即是分级教学，是我校所有非外语类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按照成果导

向理念，分级教学不仅能实现因材施教，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能力，同时还能让学生的个性得到

充分发展。从学生入学之初进行分级测试，按照成绩分成不同起点、学习不同教材。艺术类专业学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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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类英语，其他专业学生分成 A 班提高班、B 班普通班和 C 班稍慢班，共四种类型，每个学期还会按照

期末成绩进行微调，目的是更好地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根据 OBE 理念，各种班型所输出的学生质

量是不同的，所以在大纲制定、教学目标、进度、课堂模式、课程设计、学习时间、学习材料[4]等都要

有所侧重，因人而异。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在学校的政策支持、硬件支撑和师资优势上得到了很好的推进

实施。 
高阶层面的大学英语教学主要是特殊用途英语(ESP)。应用型本科模式下的英语教学需要 ESP 模式，

将大学英语教学和专业结合起来，体现英语的职场实用性。ESP 教学是在完成低阶层面的 EGP (一般用

途英语)教学后，在学生的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发展到一定阶段，针对学生实际需要，使教学内容贴近某

个专门行业，培养学生在行业工作中的专业英语交际能力[5]。按照我校实施办法，持续深化本科专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专业建设的应用型转型和“调、停、转、增”；主动对接辽宁全面全方位振兴，

建设航空航天类、智能制造类、信息技术类三大专业集群，全面推进“新工科”建设。因此，为满足高

水平人才培养的需求，我校大学英语在学生三、四年级学习期间提供了选修课程，主要结合专业特点设

置了航空航天英语、制造类英语、信息技术英语、学术英语写作、跨文化交际英语等课程，这些课程的

设置和我校的校本优势是分不开的。 

4. 立足校本优势，大学英语混合课堂教学模式设计 

不同课程需要有不同的课堂教学模式，基于不同级别不同班型的大学英语课堂也不例外。这里讨论

的是具有共性的大学英语混合课堂教学模式设计，依据教学大纲，探讨具有共性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等。对于低阶层面的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和高阶层面的 ESP 教学，我们分别采用了线上线下混合课堂模式

和翻转课堂模式，两个模式都属于混合设计，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4.1.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线上线下混合课堂模式 

借鉴了疫情时期全线上课程模式，我们在后疫情时代更加注重混合模式的教学。低阶层面的大学英

语分级教学，无论是 A 班、B 班还是 C 班的学生，我们都可以进行共性的混合课堂教学，内容如下(如图

2)： 
1) 课前阶段：基于钉钉平台和雨课堂平台的线上自主学习和预习以及课堂展示准备，以大学英语五

大基本能力，即听、说、读、写、译为基础，围绕教材，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将英语教学分为五大模

块分别侧重于五大基本能力，模块之间相互融合。 
2) 课上阶段：线下课堂中的具体教学。学生进行基于课前预习所做的内容展示，教师进行检测，课

程重难点讲解互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课堂评价等。学生在真实的课堂环境中可以和教师进行良好

的互动，这是疫情时期全线上课堂最大的缺陷之一。 
3) 课后阶段：线上复习、提交作业和线下实践活动。基于雨课堂的针对课上阶段的测试，基于钉钉

平台的作文和翻译作业提交，以及外国语学院举办的各种英语实践活动，如英语阅读、外语角、影视赏

析等。在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对于各个级别的学生，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对所教授内容进行适当增减和调整。 
A 班学生英语基础好，要求任课教师对教学内容做相应的扩展和延伸，将授课重点放在语言文化和

实际交流能力的提高上，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对于 B 班学生，由于学生基础相对比较

薄弱，授课重点应放在教材当中，同时也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应多注重学习方法的

指导和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等方面。而对于英语基础较差的 C 班学生，则要从他们的薄弱点入手，

慢慢增强其自信并最终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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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llege English on-line & off-line mixed course mode design 
图 2. 大学英语线上线下混合课堂模式设计 

4.2. 大学英语 ESP 教学翻转课堂模式 

ESP 教学属于我校高阶层次的英语教学，主要针对英语基础较好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对学生在

专业方面的英语需求和学生在英语方面的兴趣入手，为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或有职业取向的英语课程。 
ESP 教学同样采用了混合课堂模式；与分级教学不同的是，ESP 主要进行翻转课堂模式，以学生为

中心，以专业相关内容为依托，根据真实的工作环境，设计相关情境，通过任务法、情境模拟法、小组

合作法、角色扮演法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极大调动学生积极性，做到学以致用，真正将语言知识运

用到实际工作环境中，用英语解决相关问题。ESP 翻转课堂模式具体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ESP flipped course teaching mode 
图 3. ESP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ESP 教学中，学生英语基础高，可以有针对性地选用授课教材和讲授模式。对于“通用学术英语”，

教师可选择一些基础职场英语、商务英语、学术论文英语等教材和课程。对于与专业联系紧密类型的英

语教学，可以尝试和专业或者行业密切相关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和课程，比如：航空英语，汽车英语，

计算机英语等。这些教材针对性强，要求时效性高，可根据各学院具体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生

的英语基础等编写或选择适合本学校和相应专业的书籍。这一层次的 ESP 英语教学为学生未来的毕业方

向和职业选择都提供了很好的知识保障。 

5. 问题与反思 

在校本优势的支撑下，大学英语混合教学模式对新入学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分级教学，并实施线

上线下混合课堂教学；对英语基础高的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提供 ESP 教学，实施翻转课堂模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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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从实际出发，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获得了学校的支持。但是，文中所提到的模式也构成了挑战。 
1) 对教师的挑战。大学英语混合课堂教学模式以及 ESP 翻转模式要求高校英语教师对学科知识进行

再划分，向“双师型”发展，即专业交叉的复合型教师，教师有至少一个其他专业的发展方向，并达到

一定的行业水准。可以和其他专业教师交流学习，共同研讨，备课，积极参与教材的编写和实习，努力

从普通的语言老师转型为合格的 ESP 教师。另外，可以利用假期时间进入专业相关企业顶岗实践，通过

身份转换，真实了解专业需求，及时在教学中调整改进，使专业英语教学更好地贴合工作实际，实现毕

业生就业零距离。 
2) 考核方式的合理化。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动力，达到理想教学效果，合理的考核手段是必须的。大

学英语分级教学以考核语言点为目的，可以借助大学英语四六级作为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的加分项来增强

学生的学习劲头。而 ESP 教学则与学生将来的就业密切相关，可以引入用来评估考生在专业工作上所需

的英语能力的托业考试(TOEIC)、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负责的“全国职场英语考试(China Workplace 
English Test)”以及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测评中心(China Language Assessment，简称 CLA)研发推

出的国际人才英语考试(English Test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简称国才考试(ETIC)等。就业需求

刺激了社会发展需求，增强了学生要求学习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英语的需求度，也促进了英语考核方式的

变革。 
3) 对教学管理工作的挑战。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配套的教学管理工作应跟上来，如：制定相对不同

的教学目标、进度、教学安排和评估方式等等。我校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的实施办法中

强调深化考试制度改革，实行教考分离。考试题量合适，难度适中，考试成绩必须客观地反映学生真正

的语言水平和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个别差异。 
4) 课外英语活动的常态化。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学生课外的英语实践活动也要成为日常惯例纳

入到学生学习计划中。如：英语沙龙(英语角)、英语演讲比赛、英语作文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英

语话剧表演等；以及课外阅读、课外听力、课外口语等。 

6. 总结与展望 

在智慧教学和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教育在内都将发生重大变革。本文以校本优

势为支撑，以 OBE 教学理念为基础，提出了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线上线下混合课堂模式和 ESP 翻转课堂

模式，以适应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多样化。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变化着。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和 ESP 教学模式已经存在

了十几年，至今仍流行于各大高校的英语教学中，证明其合理性和普遍性。而高校也在不断完善其自我

的制度革新和转型，调整人才培养定位，推进课程改革创新，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进程改革，适应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需求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看到，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为适应社会

经济发展、高校改革创新、学生素养提升等，大学英语教学要不断完善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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