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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ＤＣＡ 循环探索大学英语教材校本化使用

肖　 雪ꎬ李涵玥ꎬ马振博

(航天工程大学基础部ꎬ北京　 １０１４１６)

　 　 [摘　 要]大学英语课程的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来源ꎬ对标准化教材进行校本化使用是凸

显院校办学特色、满足育人目标的需要ꎮ 我校大学英语(三)课程组从课程思政和批判性思维两

个维度对教材的使用进行了校本化探索ꎬ呼应了军队院校“为战性”和“铸魂性”的育人特色ꎮ
ＰＤＣＡ 循环在质量管理中被广泛使用ꎬ为保证教材校本化探索的质量ꎬ课程组将 ＰＤＣＡ 循环与大

学英语教材校本化的质量管理相结合ꎬ确保对教材的校本化使用在每一轮教学实践探索中实现

螺旋式上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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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大学英语课程是非英语专业学员在本科阶段

的必修课程ꎬ大学英语尤其是通用英语的授课教材

在各出版社多年打磨之下ꎬ内容愈发丰富ꎬ这也容

易导致授课教员对教材有比较依赖的心理:教材上

有什么就教什么ꎬ有什么就练什么ꎬ对教材内容鲜

做调整和补充ꎬ教员似乎成为教材内容机械的执行

者ꎮ 通用英语课程的同一本教材不论是在理工类

院校还是文科类院校ꎬ对教材的使用千篇一律ꎬ几
乎体现不出院校特色ꎬ没有融入学员的专业特征ꎬ
也无法对标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ꎮ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指出各高校应根

据自己院校的办学特点开发校本课程资源ꎮ 大学

英语课程使用的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来源ꎬ结合

院校特色ꎬ对标准化教材做内容补充从而实现校本

化使用属于开发校本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我校作为一所军队院校ꎬ课程内容除了要满足“两
性一度”外ꎬ还需凸显“为战性”和“铸魂性”的军事

特色ꎮ 为此ꎬ在大学英语通用课程授课阶段ꎬ我校

大学英语(三)课程组在教材的使用上从两个维度

进行了校本化探索ꎬ即课程思政维度和批判性思维

维度ꎮ 针对使用的教材之一———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 ３» (后文简称

«综合教程 ３»)ꎬ课程组对教材内容进行了补充ꎬ并
编写了习题册、增加了配套电子资源等ꎬ从而服务

于我校育人目标和办学特色ꎬ实现了从高度依赖和

机械化使用教材转变成对教材的校本化转型和再

利用ꎮ 为保证教材校本化使用的质量ꎬ课程组采用

ＰＤＣＡ 循环作为质量管理手段ꎮ 通过每一轮基于

ＰＤＣＡ 循环的校本化实践ꎬ不断完善教材校本化的

探索ꎬ实现螺旋式上升ꎮ
一、教材校本化的意义

(一)教材校本化是院校育人的需要

目前各高等院校为落实育人目标已经走向“校
本”ꎬ校本课程是落实“校本”的四个重要方面之一

(郑金洲ꎬ２０００)ꎮ 徐玉珍(２００８)指出教材的校本化

处理是课程校本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并且结合

院校办学特色和学员专业建立的学习内容可以有

效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须利华ꎬ２０１７)ꎮ 可见ꎬ结
合院校特色ꎬ打磨“因校制宜”的校本化教材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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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校本化课程的开发ꎬ对提升学员学习动力、满
足院校育人目标有积极的作用ꎮ

(二)教材校本化是紧跟时代的需要

各知名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教材虽然质量

高ꎬ但是再版速度慢ꎬ内容更新不及时ꎬ跟不上时代

发展的节奏ꎮ 对于思维活跃、喜欢接触新鲜事物的

本科学员来说ꎬ滞后的内容易使其丧失学习热情ꎮ
在教材原有内容的基础上ꎬ结合院校办学特色和学

员专业背景ꎬ教员积极补充社会热点、技术创新等

内容ꎬ从校本化角度对教材进行灵活补充、更新ꎬ是
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需要ꎮ

(三)教材校本化是提升教员教学能力的需要

为了推进教材校本化ꎬ教员需要不断思考ꎬ研
究学校和学员的需求ꎬ重视教学内容的创新ꎬ不能

盲从现成的教材ꎮ 从校本化角度打磨教材的过程

其实也是教员钻研教学的过程ꎬ对提高教员教学能

力有促进的作用ꎮ
二、ＰＤＣＡ 循环在大学英语教材校本化实践过

程中的应用

ＰＤＣＡ 循环是质量管理中广泛使用的概念ꎬ包
含四个阶段:Ｐ—ｐｌａｎ (计划)、Ｄ—ｄｏ (执行)、Ｃ—
ｃｈｅｃｋ(检查)、Ａ—ａｃｔ(处理)ꎮ 目前已有学者成功

将 ＰＤＣＡ 循环用于高校教学质量的管理 (余璐ꎬ
２０２２ꎻ吴雪萍ꎬ等ꎬ２０２１)ꎮ 课程组把 ＰＤＣＡ 循环用于

教材校本化质量管理ꎬ目的是将质量管理理念与大

学英语教材校本化的质量管理相融合ꎬ使教材校本

化过程在循环中不断完善、保持螺旋式上升ꎮ
在我校大学英语教材校本化实践过程中ꎬＰ—

ｐｌａｎ(计划)是指在开始实践探索和开课之前ꎬ教员

要明确教材校本化的具体目标ꎬ并对教材内容进行

分析ꎬ梳理清楚现有教材的内容和校本化目标的差

距ꎬ从而确定和规划要落实的事项ꎮ Ｄ—ｄｏ(执行)
是指教员按照 Ｐ—ｐｌａｎ(计划)阶段的规划完成各事

项ꎬ以及在授课过程中开展教材校本化的实践ꎮ
Ｃ—ｃｈｅｃｋ(检查)是指教员在进行教材校本化实践

之后ꎬ对实践进行评价、反思ꎬ评定本轮教材校本化

的实践是否达到预期目标ꎬ是否有助于提升教学质

量等ꎮ Ａ—ａｃｔ(处理)是指保留本轮教材校本化实

践的有效做法ꎬ改进不当之处ꎬ为下一个 ＰＤＣＡ 循

环ꎬ即未来的教材校本化实践做出调整和准备ꎮ
三、两个维度上教材校本化过程的 ＰＤＣＡ 实践

课程组从课程思政和批判性思维两个维度对

«综合教程 ３»进行了校本化的实践探索ꎬ为保证实

践质量ꎬ每一个维度的实践过程均是基于 ＰＤＣＡ
循环ꎮ

(一)课程思政维度上教材校本化过程的 ＰＤＣＡ
实践

１. Ｐ—ｐｌａｎ(计划)
对教材中的思政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ꎮ 教材

中思政内容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每个单元

的三篇文章(含一篇主课文和两篇补充性阅读文

章)以及和文章内容配套的简答题ꎻ二是每个单元

最后章节的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名人名言)ꎻ三是

ＷｅＬｅａｒｎ 数字平台端增加的思政选篇ꎮ 学员通过对

文章的阅读、深度剖析以及回答简答题ꎬ内化和该

单元 主 题 相 关 的 课 程 思 政 内 容ꎮ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中的名人名言和 ＷｅＬｅａｒｎ 平台的思政选

篇属于显性思政内容ꎬ可以培塑学员的三观ꎬ起到

积极的价值引领作用ꎮ 但是ꎬ教材中鲜有和军事相

关的思政内容ꎬ缺少和我校学员专业背景相关的思

政素材ꎮ
明确思政维度上教材校本化的目标ꎮ Ｌａｒｓｅｎ－

Ｆｒｅｅｍａｎ 和 Ｃａｍｅｒｏｎ(２００８)将语言能力的发展视为

复杂动态的过程ꎬ认为乐观的态度、坚韧的品格、积
极的价值观对二语学习具有促进作用ꎮ 我校大学

英语的课程思政目标是融价值观引导于学员的英

语能力培养之中ꎬ加深学员对军人身份的认同感ꎬ
提升军人荣誉感ꎬ深化家国情怀ꎬ培养“有灵魂、有
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军人ꎮ 该维度上教材

校本化的目标有两点:一是在显性思政方面ꎬ给教

材每个单元的主课文补充有军事特色的课程思政

素材ꎬ从显性角度提升学员的道德情操ꎻ二是在隐

性思政方面ꎬ根据各单元主课文的核心词汇编写一

本有军事特色的词汇练习册ꎬ题型以选词填空、英
汉翻译为主ꎬ旨在帮助学员在学习课文巩固词汇的

同时从隐性角度进行课程思政ꎮ
２. Ｄ—ｄｏ(执行)
关于有军事特色的显性思政素材ꎬ在授课过程

中ꎬ教员既可以组织学员对思政素材进行讨论、发
表感想ꎬ也可以只作为浏览内容ꎬ让学员自行理解

体会ꎮ 选取教材三个单元举例说明:
Ｕｎｉｔ ２ 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炫耀性消费)
以中国首位博士女舰长韦慧晓军官为例ꎬ以她

的话语激励学员努力学习ꎬ追求卓越ꎬ提高自身价

值ꎬ摒弃消费主义陷阱ꎮ 韦慧晓军官原话:“有两种

价值观ꎬ一种是戴着非常昂贵的手表ꎬ好显示出自

己身价百倍ꎻ另一种是一块不贵的手表ꎬ因为我戴

过ꎬ所以身价百倍ꎮ”
Ｕｎｉｔ ３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东西文化交流桥梁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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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习主席在二十大以及视察解放军报社的两

段讲话鼓励学员ꎬ不仅要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ꎬ身
为军校学员还要努力讲好中国军人故事、新时代强

军故事ꎬ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大国形象做出

贡献ꎮ
Ｕｎｉｔ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数字化时代)
未来战争不再局限于武器本身ꎬ而是向大数据

驱动的智能化作战方向发展ꎮ ＡＩ 技术可以应用于

智能作战系统ꎬ通过实时分析战场态势、优化作战

计划、预测敌方行动ꎬ显著提升作战效能ꎮ 以 ＡＩ 赋
能战争为例ꎬ激励学员向战而学ꎬ为强军兴军贡献

力量ꎮ
关于编写的有军事特色的词汇练习册ꎬ教员在

讲解主课文过程中会挑选部分练习题让学员完成ꎬ
通过这部分习题ꎬ学员可以边学主课文边巩固核心

词汇的掌握ꎬ同时ꎬ由于练习题的内容涉及军校生

活、国内外军队情况、军事科技等ꎬ是很好的隐性思

政素材ꎬ学员可以在练习词汇的过程中内化思政

教育ꎮ
３. Ｃ—ｃｈｅｃｋ(检查)
从课堂上学员的反应和状态来看ꎬ教员补充的

有军事特色的思政内容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ꎬ可
以调动学员的积极性ꎬ比如有学员会主动发言给大

家介绍其他相关内容ꎬ做到了主动思政ꎬ自我教育ꎮ
思政维度上教材校本化探索整体来看比较成功ꎬ达
到了目标ꎮ

４. Ａ—ａｃｔ(处理)
目前补充的思政素材还比较单薄ꎬ后续需要丰

富内容ꎻ有军事特色的词汇练习册还需继续更新ꎬ
某些翻译练习为了凸显军事特色内容显得牵强ꎬ需
要修改、打磨ꎮ

(二)批判性思维维度上教材校本化过程的

ＰＤＣＡ 实践

１. Ｐ—ｐｌａｎ(计划)
对教材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内容进行梳理ꎮ

教材中关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内容主要集中在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综合技能训练)中的口语

练习环节ꎬ以小组讨论、角色扮演为主要形式的口

语练习在锻炼学员口语和交际能力的同时ꎬ可以培

养学员的思辨能力ꎮ 但是纵观整本教材ꎬ批判性思

维培养的内容较少ꎬ课程组有必要进行补充ꎮ
明确批判性思维维度上教材校本化的目标ꎮ

批判性思维主要包括认知技能和情感意向ꎬ认知技

能主要包括解释、分析、评判、推理、论证、自我校正

等能力ꎬ而情感意向包括质疑的勇气、公正的态度、

谦逊的品格、以理服人的信念、坚忍不拔的品质和

换位思考的情商(韩少杰ꎬ等ꎬ２００９)ꎮ 从批判性思

维维度上进行教材校本化ꎬ目标是将基于“一元逻

辑”的“记忆性教学”转变为“多元逻辑”的“思维性

教学”ꎮ Ｐａｕｌ(１９９３)曾指出ꎬ“多元逻辑”是在自己

的观点中嵌入反对的观点ꎬ进而形成对话性、辩证

性逻辑ꎮ 课程组需要冲破限于文本分析的英语教

学模式ꎬ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ꎬ延展与文本主题相

关的有军事背景的素材ꎬ在辩证性对话中引导学员

活跃已有知识、生成多元逻辑思维ꎬ培养学员反思

质疑、辩证批判的思维习惯ꎮ 同时ꎬ补充的素材要

和练习结合起来ꎬ教员要设计相应的任务ꎬ学员在

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实现批判性思维的训练ꎮ
２. Ｄ—ｄｏ(执行)
在授课过程中ꎬ教员把补充的批判性思维素材

先展示给学员ꎬ引导学员体会理解ꎬ提高批判性思

维的意识ꎮ 然后ꎬ学员需要完成相应的任务ꎬ在任

务式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身批判性思维能力ꎮ
选取教材三个单元作为举例说明ꎬ以下是为该三个

单元补充的批判性思维训练素材和配套任务:
Ｕｎｉｔ ２ 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炫耀性消费)
课文中提到大众传媒的出现导致了炫耀性消

费的产生ꎬ以大众传媒作为切入点补充两篇不实的

军事新闻报道ꎬ引导学员不要盲从媒体报道ꎬ不被

别有用心的舆论煽动ꎬ学会追溯信息源头ꎮ 培养学

员独立思考ꎬ保持质疑的精神ꎮ 学员需要完成的配

套任务是:全班分成三组ꎬ教员给每组分发 ２ 篇新

闻ꎬ内容是某一家国内(外)知名媒体对第十一届北

京香山论坛的报道ꎬ要求各组总结出各媒体对此次

军事论坛的态度立场ꎬ并做对比分析ꎮ
Ｕｎｉｔ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数字化时代)
课文介绍了谷歌公司研发的 ＡｌｐｈａＧｏ 人工智能

程序ꎬ教员以人工智能作为切入点ꎬ补充近些年人

工智能领域的突破ꎬ以及人们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的担忧和争论ꎬ引导学员思考人和机器的关系ꎬ以
及伴随智能时代而来的一系列伦理挑战ꎮ 培养学

员深入思考、客观评价事物的能力ꎮ 学员需要完成

的配套任务是:展开小组讨论ꎬ分析并预判在战争

背景下ꎬ未来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分工、关系ꎮ
Ｕｎｉｔ ６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决心)
课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意志坚定、坚韧不拔的

律师ꎮ 在军队里也有很多有毅力有决心的标杆型

军人ꎮ 教员补充的素材是美国现役军人在以色列

驻华盛顿大使馆外自焚事件ꎬ该军人用极端方式以

示对美国政府在加沙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的抗议ꎬ此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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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曾引起国际哗然ꎮ 学员需要完成的配套任务

是:“你是否认为该名美国军人是一位意志坚定的

人ꎬ他的所作所为是否背叛了自己的祖国ꎮ”学员需

就此事件展开小组讨论并发表观点ꎮ 该任务旨在

锻炼学员提出质疑、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ꎮ
３. Ｃ—ｃｈｅｃｋ(检查)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过程是漫长的、潜移默

化的ꎬ所以衡量批判性思维维度上教材校本化探索

的目标比较困难ꎬ课程组在本轮教学中是通过学员

的任务完成情况来判断的ꎮ 如果学员按照任务要

求全力投入ꎬ并高质量完成了任务ꎬ教员会默认学

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ꎮ
４. Ａ—ａｃｔ(处理)
下一步课程组要探索出比较可行的衡量方法ꎬ

来衡量补充的素材和配套设计的任务是否切实提

升了学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ꎮ
四、结语

我校大学英语(三)课程组从课程思政和批判

性思维两个维度对«综合教程 ３»教材进行了内容补

充ꎬ弥补了教材的不足ꎬ也满足了我校的育人需求ꎮ
ＰＤＣＡ 循环在整个教材的校本化探索过程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ꎬ确保探索实践在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

的循环中顺利开展ꎬ保证校本化的质量ꎮ 可以说我

校对大学英语教材校本化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ꎬ
与此同时也存在不足ꎮ 比如在 ＰＤＣＡ 循环中的 Ｃ
(检查)环节ꎬ在本轮的教材校本化探索实践中是以

教员为主体进行ꎬ忽视了学员的角度ꎬ未来计划增

设学员调查问卷等多样化的检查方式ꎬ从不同视角

检查和反思两个维度的教材校本化质效ꎮ
未来我校会继续对教材进行校本化探索ꎬ把课

程组在教材校本化实践中编写的练习题、补充的各

类素材和电子资源系统化进行整理ꎬ编写成“册”、
汇集成“库”ꎬ运用数智化手段整合各类资源ꎬ从而

不单单实现教材校本化ꎬ而是扩大到授课资源校本

化ꎮ 此外ꎬ«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鼓励同

类高校形成有效的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ꎮ 未来

我校计划同其他军队院校的大学英语课程组加强

合作ꎬ优势互补ꎬ合力完成有军事特色的大学英语

教材和授课资源校本化的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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