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语读写课程》案例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理解当代中国：法语读写课程》 

授课教师：彭郁 

学校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课 

学时学分：32 学时（2 学时/周×16 周）；2 学分 

教学对象：法语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建设方式：新增 

二、课程设计方案 

1.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深度融合外语人才

培养和课程思政，旨在培育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

有专业本领的，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高素质国际化外语人才。 

素质目标：了解国际动向，熟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坚定“四个自信”。 

知识目标：掌握中国特色的时政文献的语篇特点及规律，

夯实法语基本功，进一步深化读、译、写等方面学习。 

能力目标：提高外语应用、思辨、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跨文化和国际传播等能力。 

2.课程教学重难点 

重点：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理论及实践，理解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逻辑。通过课文学习，

提高时政文本的阅读能力。 

难点：立足全球视野，以思辨的方式解读中国实践，讲

好/写好中国故事。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高语言质量和时

政文献的写作能力。 

3.课程教学方法 

借鉴翻转课堂，强调课前准备。布置学生课前阅读、学

习课文、自查词汇并完成课后练习。课堂上，老师针对学生

的问题进行解答或组织讨论，并以对个人提问或全班抢答的

方式检测学生的理解和课前自学的效果。 

精读、泛读有机结合。主课文精读，引言及全球视野泛

读。精读部分教师从词汇、习语到句法结构，再到修辞表达

进行讲解，并对相关政治术语和思政主题进行重点解读。泛

读部分注重理解，引导学生划重点，找关键词，概括段意，

回答问题。 

以读促写，以写促读。课后布置课文内容概要或阐述自

己观点等短篇小习作，实现阅读和写作能力同步提高。 

以课堂展示“讲好中国故事”为复习、总结和评估手段。

根据每个单元的主题，组织学生分组讲述相应的“中国故事”。

教师当堂提问及点评，作主题总结，引导学生展开思辨讨论。 

4.课程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由平时成绩加期末成绩两部分构成。 



1）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60%。包括每个单元的小练笔

（20%），课堂小组任务“讲中国故事”中的准备（讲稿和 PPT）

和现场表现（40%）。 

2）期末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评价形式为闭卷笔试。 

三、单元教学设计方案 

1.单元教学目标 

以课本第三单元《高质量的发展》为例。本单元力求完

成以下目标： 

素质目标：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主要内容、理论和实践

意义；了解中国发展理念进化历程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理念。 

知识目标：用法语准确表达新发展理念的核心概念及相

关术语；用精确的动词代替万能动词，从而实现更准确、更

丰富的表达；懂得中法文中隐喻修辞手法的异同。 

能力目标：自主学习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和内容；思

辨理解其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合作探究并用法语流畅地讲

述实例并反思。 

2.单元教学方法 

第三单元课文较长，不宜采用全篇通讲的方式，所以教

师采用学生自主学习+老师强调重点并答疑+课堂讨论及展

示的教学方法。立足课本，课程思政与语言教学相结合，讲

解与互动相配合。用问题引导话题，用抢答活跃气氛，用图

示梳理结构，用精讲和练习提升语言表达，用讨论深化理解。 



3.单元教学过程 

本单元分三个教学阶段：思政（2 学时）+语言（2 学时）

+产出（1 学时） 

 

⚫ 思政：梳理课文结构，引导发展主题的思辨活动 

课前准备：安排学生预习导语及课文，思考课后理解问题。 

教学方法：问答法、思维导图法 

设计意图：检测学生预习效果，激发思维，活跃课堂气氛，

培养学生表达能力。通过思维导图清晰梳理课文结构，让学

生了解各部分逻辑关系，培养学生总结能力。 

教师活动：（1）提问引导学生走进话题。（“怎样的发展才是

高质量的？”“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中国发展有什么样的

成果和问题？”）播放对新发展观的总结性微课。（2）根据课

文内容安排 10 道抢答题，并讲解文中出现的重要事件和概

念。（3）利用思维导图梳理课文结构。（4）组织学生讨论“发

展是否等于经济发展”。 

学生活动：（1）思考并回答引导性问题，观看中文微课，了

解背景、理解新的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必要性和意义。（2）

抢答课文内容相关问题。了解课文重、难点。（3）完成思维

导图，细化各部分内容。（4）参与讨论，推举代表发言，加

深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 

教学评价：根据学生对问题的回答正确与否以及思维导图的



完善与否，即时评估是否达到期待的预习效果。根据学生的

讨论结果及代表陈述，即时评估学生对于新发展观科学性和

必要性的理解是否到位。 

课后作业：写一篇关于自己对新发展观的五个方面之一的理

解的短文。（200 字左右） 

 

⚫ 语言：精讲课文重点词汇、句型、段落、练习 

课前准备：安排学生自查生词，划出文中短语和固定搭配。 

教学方法：讲授法、练习法 

设计意图：精讲字词、句子以及段落，实现对语言“点—线

—面”的夯实。边讲边练，加速学生对语言知识点的领悟、

吸收和实际使用。在讲和练中提高时政文献的读、译、写能

力。 

教师活动：（1）辨析文中出现的与“会议”相关的近义词。

（2）课文短语、句型结构举例讲解。（3）精讲“创新”及“国

际国内局势和挑战”等重点段落。（4）讲解文体、修辞知识

及课后语言练习。 

学生活动：（1）了解近义词的构成、意义和不同的使用语境。

（2）学习短语、句型并使用其造句表达。（3）学习重点段落，

能够翻译或用自己的话表达。（4）学习文体、修辞知识，完

成课后语言练习。 

教学评价：根据学生造句、翻译和练习的正确率，即时评估



学生对于语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课后作业：概括国际视野一文。（150 字左右） 

 

⚫ 产出：合作探究，讲好中国故事，反思加深理解 

课前准备：安排学生设计一次采访，展现农村脱贫致富的理

念及过程。 

教学方法：任务导向法、讨论法 

设计意图：让学生讲出新发展观理论与脱贫致富、乡村振兴

的实践融合的实例，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结合实例讨论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和逻辑的理解。 

教师活动：（1）组织并倾听各组产出，针对其内容向听众提

问并在每组展示结束后点评。（2）组织分组讨论，倾听讨论

结果并点评。 

学生活动：（1）分组合作完成任务。提升合作能力、沟通能

力、思辨能力、研究能力和法语表达能力。（2）结合新的发

展观讨论中国要搞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原因，用实例、实

践深入分析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

观点和逻辑。 

教学评价：根据各组学生产出，对其形式、语言、思想深度

等方面进行即时点评并给改进出意见。对讨论代表陈述的观

点进行即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