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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高中英语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 UNIT 1 Charms of Nature Reading and Thinking。

本单元主要围绕自然之美展开，通过阅读文章让学生了解自然景观的描写和赞美。教材内

容涉及不同自然景观的描述，如山川、湖泊、森林等，引导学生欣赏自然之美，并思考人

与自然的关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写作能力和跨文化交

际能力。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与课本紧密相连，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素养。

核心素养目标分析

本节课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首先，通过阅读和思考，学生将提升语言能力，尤其是在理解、分析和表达自然景观的描

述方面。其次，通过了解不同文化中自然景观的象征意义，学生将增强文化意识。在思维

品质方面，学生将通过分析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最后，通

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和完成任务，学生将提高学习能力，包括自主学习策略和合作学习

技巧。

学习者分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相关知识。

学生在此前学习过程中，已接触并掌握了一些基础的英语阅读技巧，如词汇理解、句意推

断和篇章结构分析。此外，学生对自然景观有一定的认知，能够识别和描述一些常见的自

然元素，如山脉、河流、森林等。

2. 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

学生对自然和环境保护通常有较高的兴趣，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的英语

阅读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可能具备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而部分学生则需要更多的指

导和支持。学习风格方面，学生中既有偏好独立学习的，也有倾向于小组合作的学习者。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学生在阅读理解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包括词汇量不足、句子结构复杂难以理解、文化背景

知识缺乏等。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学生可能面临语言组织困难、表达不清晰的问题。此外

，对于不同自然景观的描述，学生可能缺乏观察力和想象力，难以形成生动的语言表达。

教学资源准备

1. 教材：确保每位学生都有本节课所需的教材《高中英语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和

配套阅读材料。

2. 辅助材料：准备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自然景观图片、地形图、气候分布图等，以及与文章

内容相关的视频片段，以丰富学生的视觉体验和背景知识。

3. 实验器材：本节课不涉及实验，无需实验器材。

4. 教室布置：布置教室环境，设置分组讨论区，提供便利的桌椅安排，以便学生进行小组

活动和讨论。同时，确保屏幕、投影仪等电子设备正常工作，以便展示多媒体资源。

教学过程

1.



 导入（约 5分钟）

- 激发兴趣：通过展示一组自然景观的精美图片，引导学生分享自己最喜欢的自然景色，

激发他们对自然之美的兴趣。

- 回顾旧知：简要回顾上节课学到的自然景观相关的词汇和描述性语言，帮助学生复习和

巩固已有知识。

2. 新课呈现（约 30分钟）

- 讲解新知：

- 阅读文章：学生分组阅读《Charms of Nature》一文，教师讲解文章大意和主要观点。

- 词汇讲解：针对文章中的生词和难词，进行详细讲解，并提供例句和语境帮助理解。

- 结构分析：分析文章的篇章结构，如引言、主体段落和结论，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组织

方式。

- 举例说明：

- 通过展示不同自然景观的描述，让学生分析并总结描述性语言的常见表达方式。

- 使用多媒体资源展示自然景观的视频，让学生通过视觉和听觉感受自然之美，并模仿文

章中的描述进行口头表达。

- 互动探究：

- 小组讨论：学生分组讨论文章中的自然景观描写，分享各自的观察和感受。

- 角色扮演：让学生扮演文章中的角色，模拟对话，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3. 巩固练习（约 20分钟）

- 学生活动：

- 完成课后练习：学生独立完成教材中的练习题，包括填空、选择题和简答题，巩固所学

知识。

- 创作练习：学生根据所学内容，创作一段关于自己家乡或旅行过的自然景色的描述性文

字。

- 教师指导：

- 巡视课堂，观察学生的练习情况，提供必要的个别指导。

- 针对学生的练习结果，进行集体点评，指出优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4. 总结与反思（约 5分钟）

- 总结：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和所学知识，强调自然之美的重要性。

- 反思：引导学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保护自然环境。

5. 作业布置（约 2分钟）

- 布置作业：要求学生撰写一篇关于自然之美的短文，并结合所学内容进行个人反思。

整个教学过程将围绕学生的参与和互动展开，旨在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如阅读、讨论、写

作和角色扮演等，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文化意识。

教学资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 自然保护组织的资料：介绍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绿色和平组织等自然保护组织的活

动和工作，让学生了解全球自然保护的重要性。

- 自然地理纪录片：推荐《地球脉动》、《蓝色星球》等纪录片，通过视觉享受，增强学

生对自然景观的认识和保护意识。

- 诗歌与文学作品：选取一些描写自然景观的诗歌和文学作品，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余光中的《乡愁》等，通过文学欣赏，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

2. 拓展建议：



-



 阅读拓展：鼓励学生阅读更多关于自然保护的书籍，如《寂静的春天》、《物种起源》等

，了解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深层次问题。

- 观影拓展：组织学生观看自然纪录片，引导他们撰写观后感，讨论如何将环保理念融入

日常生活。

- 实践拓展：鼓励学生参与环保志愿者活动，如植树造林、清理垃圾等，将所学知识转化

为实际行动。

- 写作拓展：指导学生以自然景观为主题，进行写作练习，如写一篇短文、诗歌或故事，

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 研究拓展：引导学生选择一个特定的自然景观进行研究，包括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

的知识，撰写研究报告。

- 交流拓展：组织学生参与线上或线下的环保知识竞赛，增加他们对自然保护知识的了解

和兴趣。

- 创意拓展：鼓励学生发挥创意，设计环保宣传海报或视频，通过艺术形式传递环保理念

。

- 跨学科拓展：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如生物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开展综合性的学习活

动，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教学反思

今天的课程结束了，我想对今天的授课进行一些反思。首先，我觉得这节课的整体效果还

是不错的，学生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很高。但是，在反思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需

要改进的地方。

首先，我觉得在导入环节，我可能没有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虽然我展示了一些自然景

观的图片，但可能还需要更多创意性的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比如，我可以尝试用一

些有趣的谜语或者故事来引入今天的主题，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入学习状态。

接着，我在讲解新知的时候，发现有些学生对于文章中的复杂句子结构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英语基础还不够扎实。因此，我意识到在以后的教学中，我需要更

加注重基础知识的巩固，同时也要适当调整我的教学方法，比如通过更直观的图表或者实

例来帮助学生理解。

在互动探究环节，我发现学生们对于小组讨论的参与度有所不同。有些学生非常积极地参

与讨论，而有些学生则显得比较被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学习风格不同。所以，我考虑

在未来的教学中，可以尝试不同的分组策略，比如按照学习风格或者能力水平来分组，以

便更好地调动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巩固练习环节，我注意到一些学生对于课后练习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这让我想到，可

能需要更多的个性化指导。我计划在课后花更多的时间与这些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具体

困难，并提供针对性的帮助。

此外，我还发现，在课堂管理上，我有时会显得过于严格，这可能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挥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需要更加灵活地管理课堂，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空间，同时也要确

保课堂秩序。

最后，我想谈谈教学资源的使用。虽然我准备了丰富的多媒体资源，但在实际教学中，我

发现有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如，我展示的视频片段，有些学生并没有完全看完

。因此，我需要更加精心地设计教学活动，确保每个资源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典型例题讲解



在今天的英语阅读教学中，我们将通过以下典型例题来讲解如何分析自然景观的描写和赞

美，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描写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例题 1：

阅读以下段落，然后回答问题。

"The mountains rise majestically from the horizon, their peaks capped with 

snow. The river meanders through the valley, carving its path through the 

rugged terrain. The trees, tall and ancient, stand as silent sentinels, 

watching over the changing seasons."

问题：这段文字中使用了哪些修辞手法来描述自然景观？

答案：这段文字中使用了以下修辞手法来描述自然景观：

- 比喻（majestically）：用“majestically”来形容山峰，赋予了山峰人的特质，增强

了描写的生动性。

- 拟人（sentinels）：将树木比喻为“sentinels”，赋予了树木守护者的角色，使描写

更具情感色彩。

例题 2：

阅读以下段落，然后回答问题。

"The golden rays of the setting sun kissed the waters of the lake, creating a 

symphony of colors. The wind whispered through the reeds, a soft, soothing 

melody that seemed to harmonize with the distant calls of the birds."

问题：作者如何通过感官描写来表达对夕阳下湖泊景象的感受？

答案：作者通过以下感官描写来表达对夕阳下湖泊景象的感受：

- 视觉（golden rays, symphony of colors）：描述夕阳的余晖和湖水的色彩变化。

- 听觉（whispered, melody, distant calls of the birds）：通过风的低语和鸟儿的鸣

叫，创造了一种宁静和谐的氛围。

例题 3：

阅读以下段落，然后回答问题。

"Every step on the trail was a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the forest.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the scent of pine and earth, and the sounds of the forest were 

a constant companion. The ancient trees stood like guardians of time, their 

roots intertwined with the very ground they stood upon."

问题：这段文字中，作者如何通过描述环境来传达一种特定的情感或氛围？

答案：作者通过以下描述来传达一种宁静和庄重的氛围：

- 视觉（ancient trees, like guardians of time）：描述古老的树木，给人一种时间沉

淀的感觉。

- 嗅觉（scent of pine and earth）：通过嗅觉描述，增加了环境的真实感和亲近感。

- 听觉（constant companion）：强调森林的声音作为伴随，营造出一种持续的和谐感。

例题 4：

阅读以下段落，然后回答问题。

"The moonlight shimmer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casting a silvery glow 

over the waves. The stars twinkled above, as if they were watching over the 

calm, peaceful night. In this moment, the world seemed to pause, and all was 

quiet."

问题：这段文字中，作者使用了哪些手法来描绘夜晚的海边景象？

答案：作者使用了以下手法来描绘夜晚的海边景象：



- 视觉（moonlight shimmered, silvery glow, stars



 twinkled）：通过视觉描述，营造出夜晚的明亮和宁静。

- 听觉（world seemed to pause, all was quiet）：通过听觉描述，强调了夜晚的宁静

和时间的静止。

例题 5：

阅读以下段落，然后回答问题。

"The sunrise painted the sky in hues of pink and orange, a canvas of colors 

that seemed to awaken the world. The first rays of light touched the mountain 

peaks, turning them into a golden crown. The birds began to sing, heralding the 

new day."

问题：这段文字中，作者如何运用描写来传达日出的美好和希望？

答案：作者通过以下描写来传达日出的美好和希望：

- 视觉（pink and orange hues, golden crown）：通过视觉描述，展现了日出的色彩和

美丽。

- 听觉（birds began to sing）：通过听觉描述，传达了新的一天和生命的活力。

教学评价与反馈

1. 课堂表现：

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整体积极，参与度高。大部分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对自然景观的

描写和赞美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角色扮演环节，学生们表现出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能够准确传达文章中的情感和意境。

2. 小组讨论成果展示：

小组讨论环节，学生们能够围绕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分享各自的观点和感受。在展示环节

，各小组能够清晰、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讨论成果，体现了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3.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结果显示，学生对自然景观的描写和赞美有一定的理解，能够在文章中找到相应

的例子，并进行分析。但在词汇运用和语法结构方面，仍有部分学生存在困难。具体表现

在：

- 部分学生无法正确运用形容词和副词来描述自然景观。

- 部分学生在句子结构上存在错误，如主谓不一致、时态错误等。

4. 学生自评与互评：

在课堂结束时，学生进行自评和互评，评价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大部分学生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并表示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加努力。

5. 教师评价与反馈：

针对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以下是我的一些评价和反馈：

- 针对课堂表现积极的学生，我给予肯定和鼓励，希望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

- 对于在词汇运用和语法结构方面存在困难的学生，我建议他们在课后加强相关练习，多

阅读、多积累，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

- 在小组讨论环节，我观察到部分学生参与度不高，建议他们在今后的学习中积极参与，

培养自己的团队合作精神。

- 针对随堂测试中出现的问题，我将针对性地进行讲解和指导，帮助学生克服困难，提高

英语水平。

- 我将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态度，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提高自

己的英语表达能力。



板书设计



① 自然景观描写的关键词和短语

- Majestic, picturesque, serene, tranquil, breathtaking

- Snow-capped, rugged terrain, lush forest, shimmering waters, golden rays

- Whispering wind, distant calls, ancient trees, time-honored, intertwined 

roots

② 自然景观描写的修辞手法

- 比喻（Metaphor）：e.g., "The mountains rise majestically from the horizon."

- 拟人（Personification）：e.g., "The wind whispered through the reeds."

- 排比（Parallelism）：e.g.,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the scent of pine and 

earth."

③ 自然景观描写的感官描写

- 视觉（Visual）：e.g., "The golden rays of the setting sun kissed the waters 

of the lake."

- 听觉（Auditory）：e.g., "The wind whispered through the reeds, a soft, 

soothing melody."

- 嗅觉（Olfactory）：e.g., "The scent of pine and earth filled the air."

- 触觉（Tactile）：e.g., "Every step on the trail was a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the forest."

④ 自然景观描写与情感表达

- Descriptive language to evoke emotions: e.g., "The sunrise painted the sky in 

hues of pink and orange."

- Conne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feelings: e.g., "The ancient trees stood 

like guardians of time."

- Reflection on the beauty and importance of nature: e.g., "In this moment, the 

world seemed to pause, and all was quiet."

⑤ 自然景观描写的写作技巧

- Observation of details: e.g., "The mountains rise majestically from the 

horizon, their peaks capped with snow."

- Use of vivid language: e.g., "The river meanders through the valley, carving 

its path through the rugged terrain."

- Imagery and symbolism: e.g., "The stars twinkled above, as if they were 

watching over the calm, peaceful night."

UNIT 1  Charms of NatureLanguage Focus 1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教材分析



高中英语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 UNIT 1 Charms of NatureLanguage Focus 1本单元

主要围绕自然之美展开，通过描述自然景观、生物、气候等，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对于自

然的热爱与敬畏。本单元词汇涉及地理、气候、生物等多个领域，语法点包括现在进行时

和一般现在时。课程内容贴近学生生活，有助于激发学生学英语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英语

应用能力。 

核心素养目标

1. 文化意识：通过学习自然景观的描述，学生能够了解英语国家对于自然的态度和价值观

，增强跨文化理解能力。

2. 跨文化交际：学生能够在真实语境中使用英语进行自然景观的描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

力。

3. 学习能力：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词汇和语法点，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问题的能力。

4. 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对自然的热爱和保护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学习者分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相关知识：

学生在进入本单元学习前，已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包括基础的词汇、语法和日常交流能

力。他们对自然景观有一定的了解，但可能缺乏用英语描述自然之美的具体词汇和句型。

2. 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

高中学生对自然和旅行通常具有浓厚的兴趣，这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学生的英语

学习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可能在词汇积累和语法运用上较为薄弱。学习风格上，有的

学生倾向于通过视觉和听觉进行学习，而有的学生则更擅长通过阅读和写作来提高语言能

力。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在学习本单元时，学生可能会遇到以下困难和挑战：一是词汇量不足，难以准确描述自然

景观；二是语法结构复杂，难以在描述中正确运用时态和语态；三是缺乏实际语境，难以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真实的交流中。此外，学生可能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了解有限，这可

能会影响他们对文本的理解和情感共鸣。

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用于介绍自然景观的相关背景知识和英语表达，帮助学生建立知识框架。

2. 讨论法：通过小组讨论，鼓励学生运用所学词汇和句型描述自然之美，提高语言运用能

力。

3. 案例分析法：选取具体的自然景观案例，引导学生分析描述技巧，提升学生的综合分析

能力。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辅助教学：利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资源，直观展示自然景观，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

2. 互动式教学软件：运用互动式软件，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练习描述自然景观，增强实践

操作能力。

3.



 网络资源整合：利用网络资源，提供丰富的英语学习材料，拓宽学生视野，促进自主学习

。

教学流程

1. 导入新课

详细内容：

- 利用多媒体展示一幅世界著名的自然景观图片，如长城、大峡谷等，引导学生描述图片

中的自然之美。

- 提问：“What do you see in the picture? What is the charm of this 

landscape?”

- 通过学生的回答，自然地引入本节课的主题：“The Charms of Nature”。

2. 新课讲授

详细内容：

a. 词汇讲解（用时 5分钟）

- 展示与自然景观相关的词汇，如：mountain, river, forest, beach等。

- 通过图片和例句，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这些词汇。

- 进行词汇运用练习，如：用所学词汇造句。

b. 语法点讲解（用时 5分钟）

- 介绍现在进行时和一般现在时在描述自然景观中的用法。

- 通过例句和练习，让学生理解两种时态的区别和适用场景。

c. 情景对话（用时 5分钟）

- 设计一个关于描述自然景观的对话场景，让学生角色扮演。

-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词汇和语法，进行对话练习。

3. 实践活动

详细内容：

a. 观看视频（用时 5分钟）

- 播放一段关于自然景观的视频，让学生观察并总结视频中的特点。

b. 写作练习（用时 10分钟）

- 让学生写一篇短文，描述一个他们喜欢的自然景观。

- 提供写作框架和提示，如：开头介绍景观，中间描述特点，结尾表达感受。

c. 小组展示（用时 10分钟）

- 学生分组，每组选取一个自然景观，用英语进行描述和展示。

- 鼓励学生运用多媒体手段，如图片、视频等，丰富展示内容。

4. 学生小组讨论

详细内容举例回答：

a. 关于词汇使用：

- 学生讨论如何用英语描述自然景观中的“美丽”、“壮观”等形容词。

- 举例：The view is breathtaking.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beyond



 words.

b. 关于语法应用：

- 学生讨论现在进行时和一般现在时在描述自然景观时的区别。

- 举例：The sun is rising slowly. The trees are swaying gently in the wind.

c. 关于文化差异：

- 学生讨论不同文化对于自然景观的不同感受和表达方式。

- 举例：In my country, we appreciate the tranquility of nature. In your 

country, do you have similar feelings?

5. 总结回顾

内容：

- 回顾本节课所学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

- 强调自然景观描述中的重难点，如词汇的准确运用和时态的正确选择。

- 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多练习，提高英语表达能力。

- 总结本节课的学习成果，并布置课后作业，如：收集关于自然景观的图片或视频，用英

语进行描述。

用时：45分钟

教学资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a. 自然保护组织资料：提供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组织的官方网站或宣传册，介绍全

球自然保护项目，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等。

b. 地理杂志和书籍：推荐《国家地理》杂志或《我们的地球》等书籍，这些资源可以提供

丰富的自然景观图片和深入的自然环境知识。

c. 生态旅游信息：收集关于国内外生态旅游景点的信息，包括旅游攻略、环境保护措施等

，以便学生了解自然景观的保护现状。

2. 拓展建议：

a. 阅读拓展：

- 鼓励学生阅读关于自然保护的文章或书籍，如《寂静的春天》、《沙与海》等，通过文

学作品了解自然的重要性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 安排学生进行读书报告，分享阅读心得，促进学生对自然保护议题的思考。

b. 视频观看：

- 建议学生观看与自然景观相关的纪录片，如《地球脉动》、《蓝色星球》等，通过视觉

体验增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

- 组织学生观看纪录片后进行讨论，分享他们对自然保护的看法和感受。

c. 实践活动：

- 组织学生参与或模拟参与环保活动，如植树节、清洁河流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如何

保护自然环境。

- 安排学生进行环保小调研，如调查校园周边的污染情况，并提出改善建议。

d. 语言学习：

- 提供英语自然保护相关的词汇表，鼓励学生积累更多专业术语。

- 安排学生进行英语短文写作，主题可以是描述家乡的自然景观或探讨环保议题。

e. 文化交流：

- 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志愿者来校进行讲座，分享他们的研究和经验。

- 安排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环保意识和文化差异。



f.



 网络资源：

- 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如 YouTube上的自然探索频道，学习自然知识和环保理念。

- 教授学生如何批判性地评估网络资源，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教学反思与改进

教学反思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环节，它帮助我发现教学中的不足，从而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提高教学效果。以下是我对本次“高中英语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 UNIT 1 

Charms of Nature”教学活动的反思与改进措施。

1. 设计反思活动

a. 课后学生反馈：我会收集学生的课后反馈，了解他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课堂参与

度和学习兴趣。

b. 教学日志：记录每节课的教学过程、学生的反应和学习进度，以便回顾和总结。

c. 同行评议：邀请其他教师观摩我的课程，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2. 制定改进措施

a. 词汇教学：

- 针对学生词汇量不足的问题，我计划在课前准备更多的词汇卡片和例句，帮助学生更好

地记忆和理解。

- 在课堂上，我将采用多种教学策略，如游戏、竞赛等，提高学生学习词汇的兴趣和效率

。

b. 语法教学：

- 对于语法点的讲解，我认识到需要更直观、生动的教学方法。因此，我打算利用图表、

视频等资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法规则。

c. 实践活动：

- 为了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我计划在未来的课程中增加更多的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活

动，让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运用英语。

d. 学生反馈：

- 我会认真分析学生的反馈，针对学生的需求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e. 教学资源：

- 我将探索更多与自然景观相关的教学资源，如在线课程、互动软件等，丰富教学内容，

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

在教学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以下几点：

- 教学内容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 教学方法要多样化，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

- 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课堂上有所收获。

- 教师要不断反思和改进，以提高教学效果。

我相信，通过不断的教学反思和改进，我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帮助他们提高英

语水平和综合素质。

板书设计

八、板书设计

① 本文重点知识点：

- 自然景观的英文描述词汇

- 现在进行时和一般现在时的语法结构

-



 自然景观保护的英语表达

② 关键词：

- mountain, river, forest, beach, lake, valley

- now is/are + 动词 ing形式

- generally + 动词原形

③ 重点句型：

- The scenery is breathtaking.

- The trees are swaying gently in the wind.

- People enjoy hiking in the mountains during the weekend.

UNIT 1  Charms of NatureExploring the Theme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教材分析

高中英语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 UNIT 1 "Charms of Nature: Exploring the Theme"

主要围绕自然景观的魅力展开，引导学生关注和保护自然环境。本单元结合课本内容，通

过阅读、写作、口语交流等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观，培养环保意识。

课程内容与课本紧密相连，包括自然景观的描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等。教学实际中，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活动设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

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核心素养目标

1.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通过学习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观，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然观

念。

2. 增强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3. 提升学生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通过分析文本，学习如何用英语描述自然景观。

4. 强化学生的口语交流能力，通过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提高英语口语表达水平。

5.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通过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

学习者分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相关知识：

学生在进入本单元学习前，已具备一定的英语词汇量和语法知识。他们可能对一些基本的

自然景观词汇有所了解，如 mountain, lake, forest等。此外，他们对环境保护有一定的

认识，可能通过课本、网络或日常生活有所接触。

2.



 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

高中学生对自然景观通常具有浓厚兴趣，愿意探索未知领域。他们在英语学习上可能表现

出不同的能力，如有的学生在阅读理解方面较强，有的则在口语表达上更为自信。学习风

格上，部分学生可能偏好通过视觉和听觉学习，而另一些则更倾向于实践操作。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在学习本单元时，学生可能面临以下困难：

- 阅读理解方面：由于自然景观描述往往涉及抽象概念，学生可能难以准确理解文本。

- 写作表达方面：学生可能难以用英语准确描述自然景观，或表达自己的观点。

- 口语交流方面：学生可能担心在表达自己看法时语法错误或发音不准确。

- 环境保护意识方面：学生可能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需要引导和启发。

教学方法与策略

1. 教学方法：采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确保学生既能系统学习知识，又能积极参与

互动。通过讲授引入新概念，讨论则鼓励学生分享个人观点和经验。

2. 教学活动设计：

- 角色扮演：学生分组扮演不同角色的游客，描述他们所见的自然景观，并讨论如何保护

这些景观。

- 实验活动：设计简单的环保实验，如水质检测，让学生亲身体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游戏活动：通过英语词汇接龙或猜谜游戏，提高学生对自然景观相关词汇的掌握。

3. 教学媒体使用：

- 多媒体课件：利用 PPT展示自然景观图片和视频，增强视觉效果。

- 网络资源：引入在线文章和视频，拓展学生视野，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 环保宣传资料：分发环保宣传册，让学生了解实际的环境保护案例。

教学流程

1. 导入新课（用时 5分钟）

- 利用多媒体展示一系列自然景观的图片，如山川、湖泊、森林等，引导学生回忆并说出

这些景点的英文名称。

- 提问：“What do you think of nature? What are the charms of nature?”（你们如

何看待自然？自然有哪些魅力？）让学生自由发言，激发学生对自然景观的兴趣。

2. 新课讲授（用时 15分钟）

- 第一条：讲解自然景观的英文描述方法，例如使用形容词、动词和名词等，举例说明如

何用英语描述自然美景。

- 第二条：介绍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结合实例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强调保护

自然的重要性。

- 第三条：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承担起保护

环境的责任。

3. 实践活动（用时 10分钟）

- 角色扮演：学生分组扮演不同角色的游客，描述他们所见的自然景观，并讨论如何保护

这些景观。

- 实验活动：设计简单的环保实验，如水质检测，让学生亲身体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游戏活动：通过英语词汇接龙或猜谜游戏，提高学生对自然景观相关词汇的掌握。

4. 学生小组讨论（用时 10分钟）

- 第一方面：让学生讨论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观特点，例如：“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s in different regions?”（不同地区的自

然景观有哪些特点？）

- 第二方面：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保护自然景观，例如：“How can we protect the



 natural landscapes?”（我们该如何保护自然景观？）

- 第三方面：讨论个人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例如：“What is your attitude towa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你对环境保护的态度是什么？）

5. 总结回顾（用时 5分钟）

- 回顾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如自然景观的英文描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

系。

- 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环保。

- 鼓励学生在课后继续探索自然景观，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本节课重难点分析及举例：

- 重难点一：自然景观的英文描述方法。例如，学生可能难以运用形容词和副词来准确描

述自然美景，教师可举例说明如何使用这些词汇。

- 重难点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例如，学生可能对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认识不足，教

师可通过实例分析来加深学生的理解。

- 重难点三：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学生可能难以理解如何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承

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

（用时：5分钟导入 + 15分钟新课讲授 + 10分钟实践活动 + 10分钟学生小组讨论 + 5

分钟总结回顾 = 45分钟）

知识点梳理

1. 自然景观的基本描述词汇

- 山川：mountain, hill, peak, valley

- 湖泊：lake, sea, ocean, pond, reservoir

- 森林：forest, jungle, wood, woods

- 沙漠：desert, sandy, dune

- 河流：river, stream, creek, waterfall

2. 自然景观的形容词和副词

- 雄伟的：magnificent, grand, towering

- 美丽的：beautiful, stunning, picturesque

- 独特的：unique, peculiar, distinctive

- 幽静的：peaceful, tranquil, serene

- 多姿多彩的：vivid, colorful, diverse

3. 自然景观的保护措施

- 环保意识：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onservation

-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 生态旅游：ecotourism

- 法律法规：laws and regulations

4. 自然景观对人类的影响

- 生态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such as water purification, climate regulation

- 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 such as tourism, natural resources

- 文化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 such as heritage sites, sacred places

5. 自然景观的英文表达句型

- "The scenery is breathtaking."（这景色令人叹为观止。）

- "This area is rich in



 biodiversity."（这个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

- "The forest is a haven for wildlife."（森林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6.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human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 全球气候变化：global climate change

- 生物多样性丧失：loss of biodiversity

- 水污染和空气污染：water and air pollution

7. 个人行动与环境保护

- 减少浪费：reduce waste

- 垃圾分类：waste classification

- 节能减排：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 支持环保组织：support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8. 国际环境保护组织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9. 自然景观的保护案例

- 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 大峡谷国家公园（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 喜马拉雅山脉（Himalayas）

10. 自然景观的文学和艺术作品

- 诗歌：《自然》（Praise of Nature）作者：约翰·济慈（John Keats）

- 小说：《荒原》（The Waste Land）作者：托马斯·艾略特（T.S. Eliot）

- 电影：《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导演：肖恩·潘（Sean Penn）

课堂

1. 课堂评价方法

- 提问：通过提问，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检验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语

言运用能力。例如，教师可以提问：“What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 

forest?”（森林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 观察：教师通过观察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小组合作情况、口语表达等，评估学生的学习

状态和进步。例如，观察学生在角色扮演中的表现，是否能准确描述自然景观。

- 测试：定期进行小测验或课堂练习，检验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例如，设计选择题

或填空题，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 课堂评价内容

- 知识掌握：评估学生对自然景观相关词汇、描述方法、保护措施等知识的掌握情况。

- 能力提升：观察学生在口语表达、写作、阅读等方面的能力提升。

- 思维发展：通过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评估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学习态度：观察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对环境保护是否有正确的认识。

3. 课堂评价实施

- 在新课导入环节，通过提问检查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掌握。

- 在新课讲授过程中，通过观察学生的参与度和互动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 在实践活动环节，通过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评估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



-



 在总结回顾环节，通过提问和测试，检验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4. 课堂评价反馈

- 及时反馈：对学生的回答和表现给予即时的正面反馈，鼓励学生的积极行为。

- 个别指导：对于表现不佳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帮助他们克服学习困难。

- 成长记录：建立学生的成长记录，记录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存在的问题，为后续教学提供

参考。

5. 作业评价方法

- 认真批改：对学生的作业进行仔细批改，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 点评指导：在作业上给出具体的点评，指出学生的优点和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 及时反馈：将作业批改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并鼓励他们

继续努力。

6. 作业评价内容

- 写作能力：评估学生的写作水平，包括语法、词汇、句子结构和逻辑性。

- 阅读理解：通过作业内容，检查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信息的提取能力。

- 应用能力：评估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的能力。

- 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在作业中展现创新思维和独特的见解。

7. 作业评价实施

- 定期收集：按计划收集学生的作业，确保评价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 分类评价：根据作业的类型和难度，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

- 多元评价：结合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价。

板书设计

① 本文重点知识点

- 自然景观描述词汇

- 环境保护措施

- 人与自然的关系

-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② 关键词汇

- Natural landscape (自然景观)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

-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 Ecosystem services (生态系统服务)

- Economic value (经济价值)

- Cultural significance (文化意义)

③ 重点句子

- "The scenery is breathtaking."（这景色令人叹为观止。）

- "This area is rich in biodiversity."（这个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

- "The forest is a haven for wildlife."（森林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 "Human activ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人类活动对

环境有重大影响。）

-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保护环境是我们对后代的责任。）



反思改进措施



反思改进措施（一）教学特色创新

1. 融入多媒体教学：在课堂教学中，我尝试运用多媒体课件展示自然景观的图片和视频，

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提高学生的视觉体验。

2. 强化互动式学习：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互动环节，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

习，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反思改进措施（二）存在主要问题

1. 教学组织方面：部分学生在课堂讨论中参与度不高，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话题不感兴趣或

缺乏自信。此外，课堂时间的分配有时不够合理，导致某些环节过于仓促。

2. 教学方法方面：虽然我在课堂上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但有时过于依赖讲授，未能充分

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 教学评价方面：评价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依赖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未能全面评估学生

的综合能力。

反思改进措施（三）改进措施

1. 针对教学组织方面：我会尝试调整课堂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针对不同学生的

特点，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鼓励。同时，优化课堂时间分配，确保每个环节都能得到充分展

开。

2. 针对教学方法方面：我将进一步丰富教学方法，如引入案例研究、项目导向学习等，激

发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3. 针对教学评价方面：我将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小组合作、自

评和互评等，全面评估学生的综合能力。此外，鼓励学生参与课程评价，提高他们的主人

翁意识。

UNIT 1  Charms of NatureLanguage Focus 2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设计意图

本节课将围绕人教版高中英语选修第一册 Unit 1 Charms of Nature中的 Language Focus 

2展开，旨在帮助学生巩固和拓展词汇，提高口语表达能力。通过设置贴近学生生活的语

境，引导学生运用所学词汇进行实际对话，培养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

同时，通过小组合作、角色扮演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 

核心素养目标



1. 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通过词汇学习和口语练习，提高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

力。

2. 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通过学习关于自然风光的词汇和表达，引导学生关注和尊重不

同的文化背景。

3. 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通过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

力。

4. 强化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通过小组活动，让学生学会合作学习，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5. 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通过欣赏自然风光的描述，激发学生对美的感受和创造力。

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 词汇积累：重点掌握单元中出现的新词汇，如“mystery”、“majestic”、“serene”

等，并能够正确使用这些词汇描述自然景观。

- 语法点：掌握现在分词作定语和状语的用法，例如“standing on the cliff, we could 

see the vast ocean”。

- 交际功能：能够运用本单元的句型进行描述和讨论，如“I think it's amazing how 

the trees sway gently in the breeze”或“When you stand there, you feel so 

small compared to the mountain range”。

2. 教学难点：

- 词汇的灵活运用：学生可能难以将新词汇灵活地融入句子中，例如在描述自然美景时如

何恰当地使用“mystery”和“majestic”。

- 语法结构的理解：现在分词作定语和状语的结构对学生来说可能比较复杂，需要通过具

体例句和练习来加强理解。

- 语言输出的准确性：学生在实际对话中可能因为缺乏信心或词汇量不足而难以流畅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

- 文化背景知识：对于一些与自然景观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学生可能不太熟悉，这可能

会影响他们对文本的理解和表达。

教学资源准备

1. 教材：确保每位学生都拥有人教版高中英语选修第一册 Unit 1 Charms of Nature的教

材，以便于学生跟随课文内容进行学习。

2. 辅助材料：准备与自然景观相关的图片和视频，如瀑布、山脉、森林等，以及相关的英

语描述，用于帮助学生理解词汇和句子结构。

3. 互动工具：准备一些互动软件或应用程序，用于进行词汇游戏和角色扮演活动，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4. 教学卡片：制作包含关键词汇和句型的教学卡片，以便于学生在课堂上随时复习和记忆

。

5. 教室布置：设置一个小组讨论区，提供足够的座位和空间，让学生能够舒适地进行小组

活动。

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环节（5分钟）

1.



 创设情境：播放一段关于自然风光的英语纪录片片段，引导学生关注画面中的美景和描述

。

2. 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自然风光如此迷人？”

3. 小组讨论：分组讨论，让学生分享自己最喜欢的自然景观，并尝试用英语描述。

4. 导入新课：总结讨论结果，引出本节课的学习主题“Charms of Nature”。

二、讲授新课（15分钟）

1. 词汇讲解：展示新词汇卡片，讲解其意思、用法和例句，如“mystery”、

“majestic”、“serene”等。

2. 语法点讲解：介绍现在分词作定语和状语的用法，结合例句进行讲解。

3. 交际功能讲解：展示交际功能句型，如“I think it's amazing how...”和“When 

you stand there, you feel...”，并讲解其使用场景。

三、巩固练习（15分钟）

1. 词汇练习：让学生根据所学词汇描述自然景观，如“a majestic mountain”、“a 

serene lake”等。

2. 语法练习：让学生运用现在分词作定语和状语的语法点进行句子改写，如将“Standing 

on the cliff, we could see the vast ocean”改为现在分词形式。

3. 交际功能练习：让学生运用交际功能句型进行角色扮演，如模拟游客和导游之间的对话

。

四、课堂提问（5分钟）

1. 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用英语描述自己最喜欢的自然景观。

2. 学生回答：邀请几位学生分享自己的描述，并给予点评和鼓励。

五、师生互动环节（10分钟）

1. 小组合作：将学生分成小组，让他们合作完成以下任务：

a. 选择一个自然景观，用英语描述其特点；

b. 运用所学语法点和交际功能句型，编写一段对话；

c. 进行角色扮演，模拟游客和导游之间的对话。

2. 小组展示：每个小组展示自己的成果，其他小组和教师给予评价。

六、核心素养拓展（5分钟）

1.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通过旅行来体验和欣赏自然风光；

2. 鼓励学生关注环境保护，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七、总结与作业布置（5分钟）

1. 总结本节课所学内容，强调重点和难点；

2. 布置作业：让学生课后查阅资料，了解一个自然景观，并用英语进行描述和介绍。

总用时：45分钟

学生学习效果

学生学习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词汇掌握：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并熟练运用单元中出现的新词汇，如

“mystery”、“majestic”、“serene”等，能够将这些词汇正确地融入句子中，描述自

然景观。

2. 语法应用：学生能够理解和运用现在分词作定语和状语的语法结构，例如在描述自然美

景时，能够使用“standing on the cliff, we could see the vast ocean”这样的句子

。

3.



 口语表达能力：学生在课堂上的角色扮演和小组讨论活动中，能够运用所学词汇和句型进

行流畅的口语交流，提高了实际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

4. 跨文化意识：通过学习自然风光的描述，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对自然的看法和

表达方式，增强了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5. 团队合作能力：在小组合作活动中，学生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这有

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6. 创造力和想象力：学生在描述自然景观时，不仅能够使用教材中的词汇和句型，还能够

结合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个性化的表达。

7. 学习兴趣：通过多种教学活动和互动环节，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得到了激发，愿意主

动参与课堂活动，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8. 环境保护意识：学生在了解自然风光的同时，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能够提出一些实际可行的环境保护建议。

9. 问题解决能力：在解决课堂活动中遇到的问题时，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巧，尝试

不同的解决方法，培养了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

10. 终身学习能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意识到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地

积累和应用知识，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终身学习能力。

教学反思与总结

哎，这节课上下来，感觉既有收获也有不足。首先，我觉得导入环节的设计挺成功的。通

过播放自然风光的视频，学生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讨论也相当活跃。不过，我发现有几

个学生对于自己最喜欢的自然景观描述得不够详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话题不够熟

悉，或者是英语表达能力有限。

在讲授新课的时候，我尽量用简单的语言和具体的例子来讲解词汇和语法点。我发现学生

们对于现在分词作定语的用法掌握得还不错，但是在实际运用时，还是有些学生不太能灵

活运用。这说明我在讲解时可能需要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

面。

巩固练习环节，我设计了词汇描述、语法改写和交际功能对话等练习，希望学生们能够通

过这些练习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但是，我发现有些学生在进行角色扮演时，还是显

得有些紧张，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自信，或者是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在课堂提问环节，我尽量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回答问题，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参与。不过，

也有个别学生回答问题时显得有些犹豫，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某些知识点掌握不牢固。

师生互动环节，我尝试让学生们分组合作，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但是，我

发现有些小组在讨论时声音太小，或者讨论内容偏离了主题，这说明我需要更好地引导和

监控学生的讨论过程。

1. 对于词汇和语法的教学，增加更多的实际应用场景，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巩固知识。

2. 对于口语表达能力不足的学生，可以提供更多的练习机会，比如设置专门的口语角，或

者让他们参与学校的英语角活动。

3. 在课堂管理上，更加细致地监控学生的讨论过程，确保讨论内容紧扣主题，同时鼓励学

生大胆发言。

4. 对于课堂提问，可以设计一些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思考，同时也要给予他们

足够的支持和鼓励。

板书设计

① 词汇积累



- mystery

-



 majestic

- serene

- breathtaking

- picturesque

② 语法点

- 现在分词作定语：The majestic mountain standing in the distance.

- 现在分词作状语：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we could see the sun rising.

③ 交际功能句型

- I think it's amazing how the trees sway gently in the breeze.

- When you stand there, you feel so small compared to the mountain range.

- I love visiting places where nature is untouched by time.

UNIT 1  Charms of NatureExpressing Your Ideas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教学内容分析

1.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高中英语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 UNIT 1 Charms of 

Nature - Expressing Your Ideas，主要内容包括自然之美、表达个人观点以及相关词汇

和句型。

2. 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的联系：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紧密相连。首先，

学生在初中阶段已经接触过一些关于自然景色的描述和表达个人观点的句型。其次，本节

课涉及到的词汇和句型与课本内容相关，有助于巩固和拓展学生的词汇量。此外，通过本

节课的学习，学生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基

础。

核心素养目标分析

本节课旨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具体目标如下：

1. 文化理解：通过学习自然之美相关内容，学生能够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自然景

观的描述和态度，增强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2. 语言运用：通过练习表达个人观点的句型和词汇，学生能够提高英语口语和书面表达能

力，学会在特定情境下准确、得体地使用语言。

3. 思维品质：通过分析自然现象和表达个人观点，学生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

4. 学习能力：通过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学生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学情分析



本节课面向的是高中一年级学生，这一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好奇心强，但自控能力

相对较弱。以下是针对本节课学生的学情分析：

1. 学生层次：学生的英语学习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英语阅读和表达能

力，而另一些学生则可能在基础词汇和语法方面有所欠缺。这种差异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

注重分层教学，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升。

2. 知识方面：学生在初中阶段已经接触过一些关于自然和表达个人观点的英语表达，但可

能缺乏系统性的学习和训练。因此，本节课需要帮助学生巩固和拓展相关词汇和句型，提

高语言运用能力。

3. 能力方面：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其中读写能力相对较好，而听说能

力有待提高。本节课将通过听力和口语练习，帮助学生提高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

4. 素质方面：学生普遍具备一定的学习热情，但部分学生可能存在拖延、依赖性强等问题

。教师需要通过课堂管理和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5. 行为习惯：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有的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有的学

生则较为被动。教师需要通过课堂活动设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

6. 对课程学习的影响：学生的这些特点对课程学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适应不同学生

的学习需求，教师需要灵活调整教学策略，注重个别辅导，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课堂上有

所收获。

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通过系统讲解自然之美相关概念和表达个人观点的技巧，帮助学生建立知识框

架。

2. 讨论法：组织学生围绕自然景观展开讨论，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提高口语表达能

力。

3. 案例分析法：选取典型的自然景观描述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其语言特点，学习如何运用

到自己的表达中。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辅助教学：利用 PPT展示自然景观图片和视频，增强学生对自然美的直观感受。

2. 互动式教学软件：使用英语教学软件，提供词汇和句型的练习，帮助学生巩固学习内容

。

3. 互联网资源：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查找相关资料，拓宽知识面，提高自主学习

能力。

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自主探索

教师活动：

发布预习任务：通过在线平台或班级微信群，发布预习资料（如 PPT、视频、文档等），

明确预习目标和要求。例如，提供关于自然景观的英文描述，要求学生了解常见的形容词

和动词搭配。

设计预习问题：围绕自然之美这一主题，设计一系列具有启发性和探究性的问题，引导学

生自主思考。如：“你认为哪些自然景观最能代表你所在地区的特色？”

监控预习进度：利用平台功能或学生反馈，监控学生的预习进度，确保预习效果。例如，

通过查看学生的在线讨论和提问情况来评估预习质量。

学生活动：

自主阅读预习资料：按照预习要求，自主阅读预习资料，理解自然景观的描述方法。

思考预习问题：针对预习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记录自己的理解和疑问。如，学生可能会

提出关于如何用英语描述特定自然现象的问题。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自主学习法：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在线平台、微信群等，实现预习资源的共享和监控。

2. 课中强化技能

教师活动：

导入新课：通过展示一组自然景观图片，引出本节课的主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讲解知识点：详细讲解如何用英语描述自然之美，结合实例帮助学生理解。例如，讲解如

何使用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

组织课堂活动：设计小组讨论，让学生分享自己预习时收集的资料，并讨论如何用英语表

达。

学生活动：

听讲并思考：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参与课堂活动：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经验。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讲授法：通过详细讲解，帮助学生理解描述自然之美的技巧。

实践活动法：通过小组讨论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

3. 课后拓展应用

教师活动：

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写一篇短文，描述一个他们喜欢的自然景观，并使用本节课学到的词

汇和句型。

提供拓展资源：推荐相关的英文书籍或网站，鼓励学生在课外继续学习。

学生活动：

完成作业：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巩固所学知识。

拓展学习：利用老师提供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自主学习法：引导学生自主完成作业和拓展学习。

反思总结法：鼓励学生在完成作业后，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

本节课的重难点在于如何用英语准确地描述自然之美，并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语言运

用能力。通过课前预习、课中活动和课后拓展，学生能够在实际语境中运用所学知识，提

升英语表达能力。



教学资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 自然景观图片集：收集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观图片，包括山脉、湖泊、森林、海洋等，以

便学生在描述自然之美时能够有丰富的视觉资源。

- 英文旅游指南：提供一些英文的旅游指南，让学生了解不同地区自然景观的英文描述方

式。

- 自然纪录片片段：选取一些高质量的英文自然纪录片片段，让学生通过视频学习如何用

英语描述自然现象和生态系统。

-



 诗词翻译：收集一些英文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让学生体会中西方在描述自然时的不同表

达方式。

- 英文旅游博客：推荐一些英文的旅游博客，让学生阅读真实游客的旅行日记，学习他们

的描述技巧和词汇使用。

2. 拓展建议：

- 阅读拓展：鼓励学生阅读有关自然保护的英文文章或书籍，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

学习相关的英文表达。

- 视频学习：建议学生观看英文自然纪录片，学习如何用英语描述自然现象和生物多样性

。

- 写作练习：引导学生尝试用英语写一篇关于他们家乡自然景观的短文，结合所学词汇和

句型进行创作。

- 词汇积累：推荐学生制作个人词汇卡片，记录本节课学到的自然景观相关词汇，并定期

复习。

- 对比研究：组织学生对比中英文描述自然之美的差异，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

特点。

- 小组项目：让学生分组，选择一个自然景观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其历史、文化背景和英

语描述，最后进行成果展示。

- 网络课程：推荐学生参加在线英语课程，特别是那些专注于英语写作和自然描述的课程

，以提升他们的英语水平。

- 实地考察：如果条件允许，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参观自然景观，并用英语记录观察

和感受。

- 口语练习：鼓励学生在家庭或学校环境中用英语与同伴练习描述自然景观，提高口语交

流能力。

- 社交媒体互动：引导学生关注英文的自然保护组织或旅游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学习

更多的描述技巧和词汇。

课堂

1. 课堂评价

课堂评价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

进行解决。以下是对本节课的课堂评价方法：

（1）提问评价

- 课堂提问：在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随机提问，检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情况。

- 小组讨论：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鼓励他们提出问题，分享自己的观点，提高他们的

思考能力。

- 课堂展示：让学生在课堂上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如制作 PPT、表演短剧等，以检验他

们的综合运用能力。

（2）观察评价

观察是教师了解学生课堂表现的重要手段。以下是一些观察评价的方法：

- 学生参与度：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集中程度，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 互动情况：关注学生与同学、教师之间的互动，了解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 表达能力：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口语表达和书写能力，评估他们的语言运用水平。

（3）测试评价

测试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以下是一些测试评价的方法：

- 课堂小测验：在课程结束后，进行简短的课堂小测验，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 期中、期末考试：通过期中和期末考试，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

2.



 作业评价

作业是巩固课堂知识的重要途径。以下是对学生作业的评价方法：

（1）作业批改

教师应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认真批改，确保作业质量。具体方法如下：

- 逐题批改：对作业中的每一题进行仔细批改，确保准确无误。

- 纠正错误：对学生的错误进行纠正，并给出正确的答案和解析。

- 评分标准：制定明确的评分标准，确保评分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2）作业点评

教师应给予学生及时的作业点评，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以下是一些点评方法：

- 优点肯定：对学生的优点和进步给予肯定，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 针对性建议：针对学生的不足，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帮助他们提高。

- 鼓励反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建议，共同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反思与改进

亲爱的同事们，教学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每节课结束后，我都会进行一番反思

，思考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下面，我就以这节课为例，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教学反思与改进计划。

首先，我觉得本节课的导入环节做得还不错。通过展示一组自然景观图片，我成功地吸引

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不过，我也意识到，在导入环节中，我可能过

于依赖视觉材料，而忽略了学生的听觉和触觉体验。在未来的教学中，我计划尝试更多的

感官导入方式，比如播放一段与自然景观相关的音乐，或者让学生触摸一些自然材料的样

本，以此来增强学生的整体感官体验。

在课堂活动中，我组织了小组讨论，但发现部分学生参与度不高。这可能是因为讨论的话

题不够吸引人，或者小组合作的形式不够灵活。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我打算在未来的

教学中，更加关注学生的兴趣点，设计更具互动性和挑战性的讨论话题。同时，我会尝试

不同的分组方式，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讨论。

此外，我在批改作业时发现，有些学生的写作存在语法错误和表达不清晰的问题。这说明

我在课堂上的语法讲解和写作指导可能还不够到位。因此，我计划在未来的教学中，加强

对语法和写作技巧的讲解，并提供更多的写作练习机会。同时，我会鼓励学生相互批改作

业，通过同伴学习来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

在教学评价方面，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过于依赖传统的测试和评分方式。为了更全面地评估

学生的学习效果，我打算在未来的教学中引入更多的评价方法，如形成性评价和自我评价

，以及利用学生作品展示、课堂表现等多种方式来评估学生的进步。

最后，我想说的是，教学反思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会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努

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以下是我的一些改进措施和计划：

- 定期参加教师培训和研讨会，学习最新的教学理念和技术。

- 阅读相关教育书籍，提升自己的教学理论和实践能力。

- 与同事交流教学经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如在线平台和多媒体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

- 建立学生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 定期进行自我反思，记录教学中的成功经验和改进方向。

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反思和改进，我们的教学质量一定会得到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

也会更加显著。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课后作业



为了巩固学生对“高中英语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 UNIT 1 Charms of Nature - 

Expressing Your Ideas”这一章节的学习成果，以下是一些课后作业题目，旨在帮助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技巧。

1. 写作练习：描述你最喜欢的自然景观，包括它的地理位置、特色、你对该景观的感受等

。要求使用至少五个形容词和三个副词来修饰你的描述，并确保句子结构正确。

答案示例：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an ancient and magnificent landmark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It stretches over 21,196 kilometers and is a symbo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strength and perseverance. The wall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site but also a natural wonder. It is so high that you can see it 

from miles away. When I visited the Great Wall, I was impressed by its grandeur 

and the hard work of the ancient builders. The scenery along the wall is 

breathtaking, with lush greenery and rolling hills. It's a place where one can 

feel the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history.

2. 角色扮演：假设你是一位旅行博主，正在为你的博客写一篇关于某个自然景观的介绍。

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自然景观，扮演这个角色，编写一段介绍性文字，包括该景观的地理

位置、特色、推荐的活动等。

答案示例：

Hey travelers! If you're looking for a place that combines natural beauty with 

adventure, the Blue Lagoon in Iceland is a must-visit! Located near Reykjavik, 

the lagoon is famous for its warm geothermal water and vibrant blue color. It's 

the perfect spot for a relaxing swim or a soak in the mineral-rich waters. 

Surrounding the lagoon are stunning volcanic landscapes, which offer hiking and 

exploration opportunities. Don't miss the chance to witness the Northern Lights 

after dark!

3. 词汇运用：选择以下词汇，用它们来描述你最喜欢的自然景观：breathtaking, 

serene, picturesque, majestic, vibrant。

答案示例：

The Grand Canyon is a breathtaking natural wonder that stretches for 277 miles. 

Its serene beauty and picturesque scenery have made it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canyon is majestic in its size and the vibrant colors of the rock 

formations that line its walls.

4. 写作任务：假设你是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正在为一本关于可持续旅游的书籍撰写一篇

章节。讨论为什么自然景观的保护对全球旅游业至关重要，并提出至少三个保护措施。

答案示例：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is crucial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global tourism. Firstly, preserving natural landscapes ensures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can enjoy them. Secondly, natural attractions are the backbone of 

many local economies, providing jobs and income. To protect these landscapes, 

we should implement measures such as enforcing strict regulations on pollution, 

promoting eco-friendly tourism practices, and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ation.

5.



 读书报告：阅读一篇关于自然保护的英文文章，然后写一篇读书报告，总结文章的主要观

点，并表达你自己的看法。

答案示例：

In "The Future of Na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apid pac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planet. The book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urgent action to protect natural landscapes and 

wildlife. I agree with the author's views and believe that it is essential for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work together to preserve our 

natural heritage. As a 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 I pledge to support 

sustainable practices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ation.

Unit 2 Finding HappinessReading and Thinking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设计思路

本节课以“Finding Happiness”为主题，围绕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 Unit 2的

Reading部分展开。设计思路如下：

1. 以阅读文章为载体，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内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2. 通过思考与讨论，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寻找幸福感，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3. 结合课文内容，设计相关练习，巩固词汇和语法知识；

4. 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提高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核心素养目标

1. 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能够从文本中获取信息，分析作者观点，提高

信息提取和综合分析能力。

2. 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使学生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拓宽国

际视野。

3. 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通过思考文章中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进行对比，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

4. 强化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通过模仿和创造性地使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提高学生的

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

5.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引导学生欣赏英语文学作品中的美好，提升审美鉴赏能力。

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① 理解并掌握文章中的核心词汇和短语，如“happiness”、“fulfillment”、“well-

being”等，并能正确运用到日常交流中。

② 理解文章的结构和逻辑关系，包括主旨句、论据、结论等，培养学生分析文本结构的能

力。

③ 掌握文章中的关键句型，如“it's important to...”、“on the other hand”等，

提高学生的英语语法水平。

2. 教学难点

① 理解并分析文章中涉及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东西方对于幸福的理解差异，培养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意识。

② 将抽象的概念“幸福感”具体化，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经历和感悟，思考如何在现实生活

中寻找幸福感。

③ 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够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并提出自己

的见解。

④ 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在讨论和写作环节，能够流畅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教学资源准备

1. 教材：确保每位学生都有本节课所需的教材或学习资料，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

Unit 2的 Reading部分。

2. 辅助材料：准备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片、图表、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如展示不同文化中

人们对幸福的不同表现的图片，以及与文章主题相关的视频片段。

3. 实验器材：本节课不涉及实验，故无需准备实验器材。

4. 教室布置：根据教学需要，布置教室环境，设置分组讨论区，确保学生能够自由交流；

同时，准备白板或投影仪，以便展示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 老师用英语提问：“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你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学生自由回答，老师简要总结，引出本节课的主题：Finding Happiness。

二、阅读理解

1. 老师分发教材，学生快速浏览文章，了解文章大意。

2. 老师提问：“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什

么？）

3. 学生分组讨论，分享各自的观点，老师总结：文章主要讲述了不同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和

追求。

4. 老师引导学生关注文章中的关键词汇和短语，如“happiness”、“fulfillment”、

“well-being”等，并解释其含义。

三、深入探讨

1. 老师提问：“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happiness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根据文章内容，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幸福？）

2.



 学生分组讨论，分享各自的观点，老师总结：文章提到了个人成长、家庭关系、事业成就

等因素。

3. 老师提问：“How do you think our cultural background affects our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你认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如何影响我们对幸福的理解？）

4. 学生分组讨论，分享各自的观点，老师总结：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看

法有所不同。

四、案例分析

1. 老师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幸福的图片，如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化元素。

2. 学生分组讨论，分析图片中体现的幸福观，老师总结：幸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文

化背景下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

3. 老师提问：“How can we find happiness in our daily lives?”（我们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寻找幸福？）

4. 学生分组讨论，分享各自的观点，老师总结：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培养积极向上的心

态，学会感恩，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五、课堂练习

1. 老师分发练习题，要求学生根据文章内容回答问题，如判断正误、填空、翻译等。

2. 学生独立完成练习，老师巡视指导。

3. 学生展示答案，老师点评并纠正错误。

六、总结与反思

1. 老师引导学生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强调文章的主要观点和重点词汇。

2. 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老师总结：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我们认识到幸福是一个相对

的概念，不同人、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幸福的追求和看法各不相同。我们要学会关注自己的

内心需求，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七、课后作业

1. 学生撰写一篇关于自己理解的幸福的文章，字数不限。

2. 学生分享自己的文章，老师点评并给予建议。

八、教学延伸

1. 老师布置相关阅读任务，要求学生阅读与幸福相关的英文文章，拓展知识面。

2. 学生分组讨论，分享阅读心得，老师总结：通过阅读，我们能够了解到不同文化背景下

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知识点梳理

1. 词汇积累

- happiness：幸福

- fulfillment：满足感

- well-being：健康，幸福

- personal growth：个人成长

- family relationships：家庭关系

- career achievements：事业成就

- cultural background：文化背景

- pursue：追求

- perspective：观点

- gratitude：感激

- cherish：珍惜



2.



 语法知识

- 现在完成时：用于描述已经完成的动作或状态，对现在有影响。

- 状语从句：时间状语从句（如 when, after, before, since等），条件状语从句（如

if, unless, as long as等），结果状语从句（如 so that, in order that等）。

- 过去进行时：用于描述过去某个时间正在进行的动作或状态。

3. 阅读理解技巧

- 主题句和论点：识别文章的主题句和作者的观点。

- 事实与观点：区分文章中的事实和作者的观点。

- 推理判断：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理和判断。

- 文章结构：理解文章的结构和逻辑关系。

4. 文化背景知识

-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

-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幸福感的影响。

5. 写作技巧

- 表达个人观点：清晰、有逻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 使用恰当的词汇和句型：根据语境选择合适的词汇和句型。

- 组织文章结构：合理组织文章结构，使文章条理清晰。

6. 思维品质培养

- 批判性思维：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 逻辑推理：根据已知信息进行推理，得出结论。

7. 实用表达

- 描述个人经历：用英语描述自己的经历，如家庭背景、成长过程等。

- 分享观点：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对幸福的理解、对未来的期望等。

教学反思与总结

今天这节课，围绕“Finding



 Happiness”这一主题，我觉得整体上还是挺顺利的。不过，在回顾整个教学过程之后，

我也发现了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首先，我在导入环节做得比较成功。通过提问的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让他们思考生

活中的重要事物。我发现，这种方法能够让学生更快地进入学习状态，对课堂的参与度也

有所提高。

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词汇和语法的教学，让学生通过阅读理解来掌握这些知识点。我

发现，这种方法比较实用，学生能够通过实际语境来记忆和运用新词汇。不过，我也注意

到，有些学生对于一些较难的词汇和语法点掌握得还不够扎实，这可能需要我在接下来的

教学中加强复习和巩固。

在深入探讨环节，我尝试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比如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幸福的理解

。这个环节的设计比较成功，学生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讨论中来，分享自己的观点。但是

，我发现部分学生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词汇和语法使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可能是因

为他们在日常练习中缺乏足够的语言输出机会。

在案例分析环节，我通过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图片，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幸福的

多维度。这个环节也引起了学生的兴趣，他们能够很好地参与到讨论中。但是，我也发现

，有些学生对于图片的解读不够深入，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相关文化背景知识了解不足。

在课堂练习环节，我设计了多种题型，如判断正误、填空、翻译等，以检验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情况。这个环节比较实用，能够让学生在练习中巩固所学。不过，我发现部分学生在

完成练习时，对于一些较难的题目显得有些束手无策，这可能需要我在今后的教学中加强

对他们的个别辅导。

然而，我也发现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例如，部分学生在表达观点时，词汇和语法

使用不够流畅，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练习中缺乏足够的语言输出机会。另外，部分学

生对一些较难的知识点掌握不够扎实，这也需要我在今后的教学中加以改进。

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以下改进措施和建议：

1. 在日常教学中，多设计一些语言输出的活动，如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让学生有更多

的机会练习英语。

2. 对于较难的知识点，可以通过讲解、举例、练习等多种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3. 在课堂上，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给予个别辅导和指导。

4. 加强对学生的评价和反馈，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鼓励他们不断进步。

内容逻辑关系

① 文章主题：Finding Happiness

- 重点知识点：幸福感的定义、寻找幸福的方法、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幸福的理解

② 导入环节

- 重点知识点：问题提问技巧、激发学生兴趣的方法

- 词句：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③ 阅读理解环节

- 重点知识点：文章结构分析、关键信息提取、逻辑关系理解

- 词句：main idea, supporting details, cause and effect

④ 深入探讨环节

- 重点知识点：跨文化比较、个人观点表达、逻辑推理

- 词句：cultural background, personal perspective, reasoning

⑤ 案例分析环节

- 重点知识点：图片解读、文化差异分析、情感态度表达



- 词句：visual clues, cultural differences, emotional expression

⑥ 课堂练习环节

- 重点知识点：题型设计、知识巩固、个别辅导

- 词句：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grammar exercises, individual guidance

⑦ 教学反思与总结环节

- 重点知识点：教学效果评价、学生收获总结、改进措施

- 词句：teaching reflection, student progress, improvement measures

课后作业

1. 阅读课文，总结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论据。

- 作业示例：请简要概括文章中关于幸福的定义，并列举至少三个支持这个定义的论据。

2. 结合自己的经历，写一篇短文，谈谈你对幸福的理解。

- 作业示例：Title: My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 内容示例：I believe that happiness is a feeling of contentment and joy that 

comes from within. It is not about having a lot of money or owning the latest 

gadgets. For me, happiness is spending quality time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being grateful for what I have, and striving to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3. 分析文章中提到的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幸福的理解，并举例说明。

- 作业示例：Discuss how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varies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Provide examples from the text to support your points.

4. 创作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人物如何通过努力找到幸福。

- 作业示例：Title: A Journey to Happiness

- 内容示例：In the story, a young woman named Emily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her life. She loses her job, her relationships become strained, and she feels 

lost. However, through perseverance and a positive attitude, she eventually 

finds happiness by starting her own business and reconnecting with her loved 

ones.

5. 设计一个问卷调查，询问你周围的人对幸福的看法，并撰写一份简短的报告。

- 作业示例：Title: Survey on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 内容示例：The survey includes questions such as "What do you consider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your life?" and "How do you measure your own 

happiness?" After collecting responses, the report summarizes the common themes 

and differences in opinions among the participants.

课堂

1. 课堂评价

- 提问技巧：通过提问，我能够了解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程度。我会设计开放性问题，

如“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on happiness?”（你认为作

者对幸福的观点是什么？），以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看法。

- 观察学生参与度：我会在课堂上观察学生的参与情况，包括他们是否积极参与讨论、是

否能够流利地回答问题等。例如，“How engaged are the students in the group 

discussions?”（学生们在小组讨论中的参与度如何？）

- 小组活动评估：在小组活动中，我会观察学生的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

“Are the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effectively to complete the task?”（学生们

是否有效地合作完成任务？）

- 课堂测试：通过小测验或问答环节，我能够评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例如，“How 

well do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key vocabulary from the reading?”（学生们

对阅读中关键词汇的理解程度如何？）

- 及时反馈：对于学生的回答，我会给予及时的反馈，无论是肯定还是纠正，都要确保学

生能够从中学到东西。

2. 作业评价

- 认真批改：对于学生的作业，我会认真批改，确保每一份作业都得到细致的反馈。例如

，“Are the students using the correct vocabulary and grammar structures as 

taught in the lesson?”（学生们是否在作业中使用了课堂上教授的正确词汇和语法结构

？）

- 个性化点评：在点评时，我会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建议。例如，“For 

student A, I notice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use too simple vocabulary; for 

student B, the grammar usage needs more attention to detail.”

- 及时反馈：作业的反馈会及时给出，以便学生能够在下一次作业中改进。例如，“I 

will provide detailed feedback on your essay by tomorrow, and we can discuss it 

in class.”

- 鼓励学生：在评价中，我会鼓励学生继续努力，特别是对于那些表现良好的学生。例如

，“Great job on your essay! It shows a lot of progress. Keep up the good work



 and try to include more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s next time.”

- 家长沟通：对于学生的进步或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与家长沟通，共同促进学生的学习

。例如，“I've noticed that Student C has been making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hi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his parents to 

see how we can support his learning at home.”

Unit 2 Finding HappinessLanguage Focus 1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设计意图

本节课旨在通过人教版（2019）选修第一册 Unit 2 Finding Happiness中的 Language 

Focus 1部分，帮助学生掌握英语中关于幸福感的表达方式，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

听力理解能力。课程内容与课本紧密关联，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教学活动，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课堂，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创新思维。同时，通过引入相关话题，拓宽学生

的国际视野，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核心素养目标

1. 语言能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够运用所学词汇和句型，描述个人的幸福感，提

高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和听力理解能力。

2. 思维品质：引导学生通过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幸福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

跨文化意识。

3. 学习能力：通过小组合作和自主学习，学生能够学会如何查找、整理和运用相关学习资

源，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4. 文化意识：通过学习不同文化中关于幸福的表达，增强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培养全球视野。

5.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探讨幸福感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注自身心

理健康，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重点：

1. 理解并运用本节课所学的词汇和句型，如"finding happiness"、"attitudes towards 

life"等。

2. 能够进行关于幸福感的讨论，表达个人观点。

难点：

1. 在复杂语境中准确理解并运用所学词汇和句型。

2.



 在讨论中流畅地表达个人观点，同时尊重他人意见。

解决办法：

1. 通过词汇卡片、例句分析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词汇和句型的用法。

2. 设计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在模拟情境中练习口语表达，同时提供即时反馈和纠正。

3. 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鼓励他们倾听他人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4. 利用多媒体资源，如视频、图片等，激发学生的兴趣，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和

幸福感的多维度。

教学资源

- 软硬件资源：笔记本电脑、投影仪、音响设备

- 课程平台：学校网络教学平台、英语学习软件

- 信息化资源：英语听力材料、相关主题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 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角色扮演道具、词汇卡片

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自主探索

教师活动：

- 发布预习任务：通过在线平台或班级微信群，发布预习资料（如 PPT、视频、文档等）

，明确预习目标和要求，例如让学生预习关于“幸福感的定义和不同文化中的理解”的内

容。

- 设计预习问题：围绕“幸福感的多样性和个人价值观的关系”，设计问题如“你认为幸

福是什么？你如何在生活中寻找幸福？”引导学生自主思考。

- 监控预习进度：利用平台功能或学生反馈，监控学生的预习进度，确保预习效果。

学生活动：

- 自主阅读预习资料：学生阅读预习资料，理解“幸福感的概念”和“不同文化对幸福的

看法”。

- 思考预习问题：学生针对预习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记录自己的理解和疑问。

- 提交预习成果：学生将预习成果（如笔记、思维导图、问题等）提交至平台或老师处。

2. 课中强化技能

教师活动：

- 导入新课：通过播放关于幸福的短片，引出“Finding Happiness”这一课题，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 讲解知识点：详细讲解“如何用英语表达幸福感”的知识点，结合实例如“Happiness 

is a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帮助学生理解。

- 组织课堂活动：设计“幸福故事分享”的小组讨论，让学生在小组中分享自己的幸福故

事，锻炼口语表达。

- 解答疑问：针对学生在讨论中提出的“如何用英语描述个人的幸福观”等问题，进行及

时解答和指导。

学生活动：

- 听讲并思考：学生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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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课堂活动：学生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分享自己的幸福故事，锻炼口语表达。

- 提问与讨论：学生针对不懂的问题或新的想法，勇敢提问并参与讨论。

3. 课后拓展应用

教师活动：

- 布置作业：布置“用英语写一篇关于个人幸福的短文”的作业，巩固学习效果。

- 提供拓展资源：推荐与“幸福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和网站，供学生进一步学习。

- 反馈作业情况：及时批改作业，给予学生反馈和指导，如指出语法错误或鼓励创新表达

。

学生活动：

- 完成作业：学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巩固学习效果。

- 拓展学习：学生利用老师提供的拓展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

- 反思总结：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改进建议，如如何提高

英语写作的流畅性。

学生学习效果

学生学习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英语词汇和句型掌握程度

2. 听力理解能力

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听讲、观看视频和参与角色扮演等活动，提高了听力理解能力。他们能

够从不同的语境中捕捉关键信息，理解英语口语和听力材料的主旨大意。

3. 口语表达能力

4. 文化意识

学生通过学习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幸福的理解，增强了文化意识。他们能够认识到不同文化

之间的差异，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拓宽了国际视野。

5. 自主学习能力

本节课采用自主学习法，学生通过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和课后拓展等活动，提高了自主学

习能力。他们能够独立思考问题，查找相关资料，进行自我学习。

6. 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在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活动中，学生需要与同伴合作完成任务。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合作

意识和沟通能力。学生在活动中学会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他人观点，共同解决问题。

7. 价值观培养

8. 创新思维

在课堂讨论和课后拓展活动中，学生需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他们在面对问题时能够从多个角度思考，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

9. 写作能力

学生在完成写作练习的过程中，提高了英语写作能力。他们能够运用所学词汇和句型，结

合自己的观点，写出结构清晰、内容丰富的短文。

10. 反思和总结能力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反思和总结，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的不

足，提出改进建议，提高学习效果。

反思改进措施

反思改进措施（一）教学特色创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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