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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聚焦于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以《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

讲教程》为依托，探讨其在课前、课中和课后环节的具体实施。研究发现，混合式教学模式有

效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增强了文化自信，为英语口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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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in oral English teaching.
Based on "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 A Course in English Speaking, " this study explores it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effectively improved students ' oral English ability, enhance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provided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oral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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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强调要培养

学生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能力，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

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改

善大学英语听说教学提供了新的契机，混合式教学模式将传

统教学与网络化教学的优势相结合，极大提高了英语口语教

学的效果和质量。

本研究以英语专业《英语口语》课程为依托，以《理解

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为基础，以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

为教学对象，进行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目的在于提升学生

英语口语综合表达能力，同时为本土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探寻

新的路径和策略。

2 混合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国外从 20

世纪 90年代开始探索，最初侧重于技术整合，通过网络平

台提供学习资源。进入 21世纪，国外研究转向以学生为中

心，关注教学策略、设计与评估，形成丰富成果。近年来，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国外开始尝试将这些

技术应用于混合式教学，以实现个性化学习支持。

国内混合式教学模式发展经历了探索、实践和创新三个

阶段。早期主要进行理论探索和初步应用尝试，近年来在教

育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得到广泛应用，

国内研究还关注混合式教学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协作交流

能力的影响，以及教师在实施过程中的角色转变和面临的挑

战。

3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旨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学习与英语演讲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该教材通过演

讲微技能训练、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等教学活动，帮助学生

提高英语演讲能力，特别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在教学应用方面，该教材强调“产出导向”，每单元开

篇明确任务，通过主题内容学习和演讲技能训练，帮助学生

达成传播中国声音的目标。同时，教材注重合作探究，教师

指导学生课前检索文献，查找中国治理实例，并通过多样化

小组学习活动，提升学生的英语表达与沟通能力。

从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来看，该教材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元

素，通过“POET（产出式情感赋能教学）”理念，将情感

与思维赋能和英语演讲知识技能产出融合，提高学生演讲综

合应用能力。此外，该教材还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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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用书、教学课件、音频资源等，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开展

教学。通过这些资源和教学方法，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英语演

讲能力，还能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文化，增强跨文化

交流能力。

4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设计基于文秋芳教授提出的“产出导向法”（POA）

的语言教学理念和美国发展分子生物学家 John Medina提出

的 Emotionally Competent Stimulus（ECS）理论，创新形成

“POET（Production-oriented Emotive Teaching）产出式情感

赋能教学”教学设计理念，助力学生在有效习得演讲技能的

同时，强化文化自信和价值观引导。

4.1 课前准备：自主学习与知识储备

课前阶段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为学

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建立知识框架，为课堂上

的口语输出做好充分准备。

4.1.1. 教师准备

教师提前熟悉《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的教材

内容，根据单元主题设计课前学习任务。例如，对于“中国

传统文化”这一单元，教师在线上教学平台（学习通）上传

相关的微课视频、英文演讲片段、文化背景资料等资源。同

时，教师布置具体的预习任务，如要求学生观看微课视频后，

用英语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一特点，并在平台上提交简短

的语音或文字作业。

4.1.2. 学生自主学习

学生在课前通过线上平台自主学习，完成教师布置的预

习任务。他们可以观看微课视频，了解演讲主题的背景知识，

学习相关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例如，在“中国科技创新”单

元中，学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中国 5G技术、高铁等的英文

视频，积累相关词汇，如“5G technology”“high-speed rail”

等。此外，学生还可以通过阅读教材中的“Lead-in”（导语）

和“Pre-Class Work”（课前准备）板块，进一步熟悉主题内

容，思考可能的演讲角度。学生在完成预习任务后，将作业

提交到线上平台，教师可以提前批改并给予反馈，帮助学生

纠正错误，提升学习效果。

4.2 课中实施：互动交流与口语实践

课中阶段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核心环节，教师通过组织

多样化的课堂活动，引导学生进行口语实践，同时融入思政

教育，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

4.2.1. 导入与讲解

教师在课堂上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回顾课

前预习内容，导入新课主题。例如，教师可以提问学生：“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通

过这样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同时复习课前预习

内容。接着，教师结合教材中的“Warming-up”（热身练习）

板块，进行演讲技巧的讲解和示范。例如，教师可以讲解如

何在演讲中使用合适的肢体语言、如何组织演讲结构等，为

学生提供实用的演讲策略。

4.2.2. 小组合作与演讲准备

教师将学生分成小组，围绕教材中的“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理解当代中国）和“Making Your Voice

Heard”（传播中国声音）板块内容，开展小组讨论和演讲

准备活动。例如，在“中国环境保护”单元中，教师可以要

求每个小组讨论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准备一

段 3分钟的演讲。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查找资料，

有的负责撰写演讲稿，有的负责练习演讲。教师在小组间巡

视，提供指导和帮助，确保每个小组都能顺利进行讨论和准

备。

4.2.3. 演讲练习与评价

各小组推选代表进行有备演讲或即席演讲，其他学生认

真倾听并进行评价。例如，在“中国科技创新”单元中，小

组代表可以分享中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演讲结束后，其他学生可以从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

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教师对学生的演讲进行点评，

指出优点和不足，并给予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例如，教师可

以指出学生在演讲中使用了较多的复杂句式，但语速过快，

建议在演讲中适当放慢语速，让听众更好地理解内容。

4.2.4. 互动交流与拓展

通过课堂提问、小组辩论等形式，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思

维和口语表达欲望，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提高口语交流能力。例如，在“中国教育改革”单元中，教

师可以组织小组辩论，讨论“Is online education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在线教育是否比传统课堂

教学更好？）通过辩论，学生不仅能够锻炼口语表达能力，

还能培养批判性思维。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教材中的

“Language Bank”（语言库）板块，引导学生积累更多相关

词汇和表达方式，为后续的口语练习提供支持。

4.3 课后巩固：拓展学习与能力提升

课后阶段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要补充环节，通过线上

平台和线下活动，帮助学生巩固课堂所学，拓展学习内容，

提升口语能力。

4.3.1. 线上练习与反馈

学生利用线上平台的口语练习功能，如语音识别技术进

行发音纠正，继续巩固演讲技巧和口语表达能力。例如，学

生可以在平台上找到与单元主题相关的口语练习题，通过模

仿标准发音，提高语音语调的准确性。同时，学生完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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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Language Bank”（语言库）板块练习，积累更多相关

词汇和表达方式。教师布置课后口语作业，如要求学生针对

单元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演讲准备，并录制视频提交到线上平

台。教师及时批改作业，给出详细的反馈和建议，学生根据

反馈进行改进。

4.3.2. 拓展学习与实践

教师鼓励学生通过线上资源，如观看 TED 演讲、参加

线上英语口语交流社区等，进一步拓展学习，提升口语水平。

例如，教师可以推荐一些与当代中国相关的英文演讲比赛或

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

线下的英语角或演讲俱乐部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口语实

践机会。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可以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提

高跨文化交流能力，增强自信心。

4.3.3. 总结与反思

学生在课后进行学习总结与反思，回顾自己在课堂上的

表现和课后练习中的收获与不足。例如，学生可以写一篇简

短的学习反思日记，记录自己在演讲中的优点和需要改进的

地方。教师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发布学习总结模板，引导学

生进行系统总结。同时，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后作业和学习情

况，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为下一堂课做好准备。

5 教学效果

5.1口语能力提升

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得到了显著

提高。经过两个学期的英语口语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

的口语成绩平均提高了 7.13分，且 87.5%的学生对用英语进

行交流更有信心了，94.3%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

得到提高。

5.2 降低口语焦虑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完成了语言和知

识的输入，课堂活动设计以小组学习为主，教师融入小组讨

论，课堂气氛轻松、融洽，有利于降低学生的口语焦虑感。

研究发现，在该模式下学生的口语焦虑值处于中下水平，低

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研究结果。

5.3 思政教育成效

学生在学习英语演讲技能的同时，深入了解了当代中国

的成就、历史和文化，增强了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实现了

知行合一，推动了课程思政目标的达成。同时也为英语课程

思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案例，通过将思政元素有

机融入英语口语教学中，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

引领的有机统一。

5.4教学模式创新

为英语口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将混合式教学

模式与《英语口语》相结合，充分发挥了线上和线下教学的

优势，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形式，提高了教学效果。

5.5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有助于培养既具备扎实英语口语能力，又能够向国际社

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高素质外语人才，满足社

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6 结语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英语口语教学中

的应用，以《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为蓝本，通过

课前自主预习、课中互动实践和课后拓展巩固，实现了教与

学的有机融合。实践表明，该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英

语口语能力，还增强了其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同时，

混合式教学模式为教师提供了更多教学策略选择，有助于激

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教学相长。未来，应进一步优化线

上线下教学资源，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推动混合式教学模式

在英语口语教学中更广泛、更深入地应用，助力培养更多具

备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高素质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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