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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金课建设要以培养学生职业迁移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

进行逆向教学设计，运用扩展现实技术模拟、展示不同情境，顺应教育与新技术融合趋势，建设符合

国际化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本文以高职院校英语类课程“商务沟通”为例，探索了基于 OBE 理念和

XR 技术的高职英语金课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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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Course 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Based on OBE Concept and XR 
Technology 

--Taking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ourse as an Example 

PAN Xiaom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 Nanto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areer migration ability as the main goal, take students as the center and results-oriented to carry out 

reverse teaching design, use extended real technology simulation, display different situations to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and build a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aking the English cours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golden courses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and X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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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慕课起步以来，超过3.4万门慕

课上线，学习人数超过5.4亿人次，规模

已位居世界第一。为顺应新时代发展需

求，遵循“两性一度”标准的国家级五

大“金课”面向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开放，

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2021年7

月，教育部公示的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

革实践拟立项项目虽然暂未覆盖高职院

校，但是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范式面

临重大变革之际，高职院校的新文科也

必将迎来“培养自信心、自豪感、自主

性，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形

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

主渠道”的建设新机。高职院校学生入

校英语水平差异巨大，较难维持统一的

英语能力水平。以克拉申“i+1输入假说”

为前提，采用分层设置教学目标进行的

教学改革成效难以评估，也无法长期推

行。然而，英语学习目标的多维度要求

持续倒逼高职英语以培养学生在自身专

业和中国视角基础下的跨文化英语交际

能力或外事沟通能力为主，基于OBE理念

建设有学科交叉特征的“商务沟通”金

课将更能满足改革目标。此外，随着在

线教育资源建设的强力推进，能实现虚

拟仿真、扩展现实的XR技术，其人机交

互的终极形态展示打开了可视化教育的

新大门，已被广泛用于自然科学各专业

课程金课建设。“十四五”开辟的“智能

+教育”模式迎来打造高职类金课建设精

准发力的新时代，XR技术将推动“新文

科”金课建设。 

1 职业迁移能力 

职业迁移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取

的知识、属性、能力的统称，能帮助个

体持续胜任某一任务或者活动，既能通

过学习逐步培养，也能通过学习强化扩

展。不同时期，国际教育组织对职业迁

移能力分类不同，一般包含人际交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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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组织能力、调查能力、认知能力、

沟通能力、企业能力等，其中一些能力

被称作核心职业迁移能力，例如：解决

问题的能力、21世纪能力、通用技能、

创新能力、概念性学习能力、高阶思维

能力等。 

职业教育和培训应注重开发职业迁

移能力（刘育锋，2020）。随着国家构建

中国特色外语战略与规划理论的提出，

以及我国对以人才为核心的国家语言能

力（戴曼纯，2019）共有资源、制度、

运筹的战略部署，英语专业“关停并转”，

英语类课程改革步伐加快。2018年颁布

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下文简称

《量表》）是中国首个面向英语学习者的

英语能力测评标准（本文所有英语级别

都以该《量表》为准），能准确与国际语

言测评标准对接，2000多条能力描述语

中尤其强调语用理解、口语表达和口译

能力，这些语用能力成为评判职业型、

技能型、实战型、应用型人才的基本标

准，而沟通能力正是国际社会各类机构

推崇的职业迁移能力的核心之一，也完

全符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为了提高国家外语能力、满足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满足高职学生未来职业

发展需要，高职院校英语课程的金课建

设应对照《量表》的英语语用能力和策

略，以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对

中国文化的自豪感、跨文化沟通的主动

性为出发点，切实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

能力、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

阶思维能力、数字能力等职业迁移能力。 

2 成果导向教学（OBE）（Outc 

ome-Based Education）理念 

成果导向教学理念指的是在某教育

体系内，一切教学安排都要明确围绕“让

所有学生在学习上能够取得成功的因

素”开展（Spady,1981）。教师须相信学

生在学习上能获得成功，需清楚地了解

学生学成后应具备的能力和应达到的水

平（又称“预设学习成果、可能达到的

巅峰成就”），并以学生为中心，有针对

性地设计适当的教学结构和方法（又称

“反向教学设计”），确保学生达到预期

学习目标。学生是知识技能吸收的主体，

其学情差异性得到尊重，自我学习、终

身学习的能力获得提升。OBE理念颠覆了

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思维，弥补了

布鲁姆—安德森教育目标分类量化执行

办法的不足，进一步将西方教育改革从

量化学习成果的做法，扩大到对学习态

度、社会技能和道德价值观的具体描述

和衡量标准上，效果显著。 

高职学生在学习上容易产生挫败

感，加上长期以来高职英语课程设置单

一，不少教师缺乏跨文科交叉融合的知

识和能力，课堂教学仍以语言知识灌输、

课堂讲练、强化识记为主，学生学习效

果不尽如人意，教与学信心都不充足。

以成果导向教学理念引导的高职英语教

学，重视预设学习成果，并围绕这些目

标进行教学和评测成果的设计；强调学

生是学习主体，允许学生通过不同的学

习策略、利用不同学习机会学习；强调

绝大多数学生如果被赋予合适的机会都

能取得学习的成功；强调先列出预期学

习目标和成果，再参照这些成果进行设

计。这种遵守目标成果原则、殊途同归

原则、成功普适性原则、反向设计原则

的做法，实际就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

生为中心的高职英语学习新模式，即：

如果学生没有英语学习的信念，应先坚

定信念；如果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应增

强教学趣味性；如果学生没有适合自己

的学习策略，应制定合理的学习策略，

而不是仅以“熟读全文并背诵”为切入

点展开教学，要坚信高职学生能够取得

英语学习的成功，只是需要尝试更多方

法，就能学好英语。 

3 XR（Extended Reality）技术 

2020年，欧盟发布主题为“重置数

字时代的教育和培训”的《数字教育行

动计划（2021—2027）》，明确指出：基

础数字能力应被列为核心职业迁移能

力，每一位欧盟国家公民应能够自行积

极提升数字能力。2021年8月3日，教育

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公布了215个

关于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培育项目，凸显创新人才培养范式以及

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性。作为新教学手

段，扩展现实 (XR)涵盖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等，

改变了现代教育，强调虚拟世界与现实

世界的弥合，打破抽象信息和人们体验

之间的壁垒，提供情境感知、感觉代入、

自然交互和编辑现实的体验，兼具有人

本性、智能性、交互性、生态性和生成

性等教育应用特性，赋能高职英语教育，

助力建设“商务沟通”金课。 

4 高职英语“商务沟通”金课

建设路径探析 

高职英语跨文化类课程“商务沟通”

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管理学、沟通学、

社会学等学科，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融

合性，其内容包含接待、电话、会议、

演讲、谈判、投诉、求职等沟通情境模

块，其预设的英语能力、沟通能力、交

际能力、数字能力等基本教学目标既符

合国家对外话语能力要求，也符合《量

表》要求，能直接对标职业迁移能力的

国际标准，例如：《量表》中“表40口头

表达策略：执行”四级描述语是“能在

日常交际中争取并把握说话的机会；能

在谈话中重复对方所说的内容，以确保

理解无误；能在聊天中适时地回应对方，

以确保对话顺利进行；能在无法准确用

词时弃难就易或用相似的词替代；能使

用中英文转换、字面翻译等手段，帮助

对方理解自己；能使用客套语开始交谈，

提出问题或结束谈话；能通过重复某单

词或词组为自己换得思考时间。”这样的

英语能力，不但体现了对外话语能力，

也属于核心职业迁移能力。 

教师若能基于学习成果导向教育理

念，提高自身各方面素养，加强换位思

考能力，改变对高职学生的负面认知，

以大多数学生真正获得英语学习的成功

为己任，不断学习和尝试与时代同步的

新方法、新手段，提升课程定位，升级

智慧课堂，建设高职英语“商务沟通”

金课，那么更多的学生就能享受优质成

熟的英语教育资源，学生的成长需要、

社会国家发展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4.1以课程思政建设为契机，提高教

师素养，拓展育人宽度 

目前，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

务的课程思政已全面铺开，教师可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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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商务沟通”课程思政建设为契机，

提高专业素养。例如：参照国家、社会、

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

“商务沟通”课程思政点，在课程“接

待”模块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待客之道，

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在“会议”模

块展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记者招待会的

机智回应，凸显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的

重要性；在“求职”模块延伸至遵守职

业道德和行业规则，强调终身学习对成

功职场的影响；等等。实际上，课程思

政建设与OBE理念共通之处在于强调在

教学中融入丰富的精神内容，同时赋予

科学的方法策略，鼓励知行合一。 

换个角度，从满足学生个人发展角

度而言，高职英语教师想要提高学生的

英语能力，需要形成有效的策略，帮助

学生深入了解沟通能力作为核心职业迁

移能力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唤醒学

习“商务沟通”的理念和信心，提高自

我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例如：

学生甲发现，制约自己开口说英语第一

要素是没有语感，可以通过朗读“能读

懂的材料”提高语感，可以通过介绍自

己的喜好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学生乙发

现，自己对身边事物漠不关心，可以通

过多关注周边事物提高兴趣点，可以通

过养成日常双语切换习惯提高听说能

力。在国际会议中恰到好处地“用客套

语进行交谈，把握说话机会，帮助对方

理解自己” 主要的前提是，有没有意

愿“客套”、想不想“把握说话机会”、

能不能让“对方理解自己”，基于OBE理

念，课程思政引导的金课建设可以强化

意愿和能力。 

4.2以新文科建设为导向，提升课程

定位，创新课程设置 

《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提出，坚

持学生中心、坚持产出导向、坚持持续

改进。构建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文科特色质量文化。建立

健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文科教育质量常

态检测体系，实施文科专业认证，强化

高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促进文科人才

培养能力持续提升。这为“商务沟通”

金课提供了明确的建设指引，即坚持学

生中心首位。基于成果导向教学理念，

聚焦分析具体学情，建设适用于不同级

别、不同专业要求的《商务沟通》金课，

确保学生学会。学情不同的两名学生，

能否成功达标3级？答案是肯定的，只不

过他们获得成功的方式略有差异。假设

学生甲“能读懂语言简单、话题熟悉的

简短材料，获取具体信息、理解主要内

容。在读含有生词的小短文时，能借助

插图或其他手段理解短文内容。”（《量

表》阅读理解能力2级），但不“能说出

常见事物的名称，简单表达个人喜好、

介绍自己或熟悉的人。”（口头表达能力1

级），也不“能主动寻求帮助，学习不会

读或不理解的单词。”（组构知识学习策

略2级）。学生乙“能在与老师或外国人

交流时，尝试使用所学词语和句子。”（组

构知识学习策略2级），但不“能听懂关

于周边事物的简单叙述”（理解口头叙述

1级），也不“能在点餐时简单描述自己

的饮食需求”（口头互动2级）。他们可以

通过小组互助学习方式，取长补短，在

教师的引导下，完成3级学习任务。 

建设“商务沟通”金课需要提升课

程定位，培养符合中国视角的高素质涉

外人才为课程教学目标；紧扣《中国英

语能力等级量表》，帮助学生自测各项英

语等级，主动学习；创新课程设置，减

少知识型教学输入，注重培养职业迁移

能力。例如：学生需要有能力对照《量

表》定位自己英语水平等级，发现自身

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用于自

测，还可以用于同学互评。 

依据OBE理念对“会议”教学模块进

行成果产出导向设置，其学习目标描述

话语示例如下，学完本章节，学生能够

达到 

Outcome 1：坚定中国立场，能获取

国际会议方面知识，包括会议性质、参

会人员概况、召开地点等； 

Outcome 2：展示中国视角，能用客

套语进行交谈，把握说话机会，帮助对

方理解自己； 

Outcome 3：蕴含中国文化背景，能

用英语组织会议（设备、场地等）、核定

会议时间地点、设定会议日程安排； 

Outcome 4：能用中英文写作和翻译

会议日程、会议各阶段（开场、讨论、

结束）发言； 

Outcome 5：能用英语进行会议开

场、承接、结束等程序化的基本发言； 

Outcome 6：能与真实世界的案例建

立联系，保持同等语言、语用能力级别

的有效沟通； 

Outcome 7：能举一反三，形成自身

的职业迁移能力，将来用于日常生活工

作中。 

学习者的性格、态度、兴趣、发音、

专业特征、沟通意识等都是决定其是否

有“主动寻求帮助”的想法和行为，是

否关心“周边事物”的重要因素。基于

OBE理念，以新学科建设的金课建设强调

培养青年人自信心、自豪心、自主性，

有利于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寻找制约学生提高技能的根本因素，根

据不同教学内容、教学对象灵活采用多

种适合的教学法，推动模式创新，促进

课程优化，达到“学会”的效果。 

以新文科建设为导向建设金课，与

OBE理念同向并行，不但能形成完整的

“商务沟通”新课程体系，还能促成本

课程与其他专业的知识整合，助推融合

发展、优化升级。 

4.3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为参

照，采用XR技术，升级智慧课堂 

继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时代开

启以来，各级高职院校建立了自己的虚

拟仿真实训基地，如今，XR技术与文科

专业或课程跨学科交叉融合趋势逐渐显

现，新文科实验室建设呼唤新技术全方

位服务于文科发展，线上、线下混合、

多种技术共同建设的混合金课将是大势

所趋。 

“商务沟通”重视英语输出能力，

缺乏语音自信是阻碍高职学生提高英

语口语能力的一个主要障碍，但由于教

学资源有限，教师无法对每个学生的每

个发音逐个进行纠正。目前，很多语音

软件能对学生语音标准进行评测，却无

法纠正。其实大多数学生内心十分向往

标准发音的流利表述。国际会议涉及不



现代教育论坛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9 

Modern Education Forum 

少国家名、人名、地名，如果发音存在

重大缺陷，即便把握住了说话机会

(Outcome 2)，也可能影响沟通效果。单

纯依靠听觉对英语发音进行模仿纠正往

往没有通过观察发音器官位置变化进行

模仿纠正的效果好，不同学生需要纠正

的发音也不同，学生必须进行自我纠正。

可以借助XR技术，用编辑器建设一整套

英语音标发声器官数字模型，三维立体

呈现不同发音的舌位、嘴型、送气方式

等，形成数字可视化语音资料库，充实

线上金课资源，以便学生观摩纠正。 

此外，XR技术也可以结合MR设备拍

摄机场、酒店、谈判室、会议厅、宴会

厅、工厂、工地等全景视图，形成虚实

融合金课教学体验模式，学生无论使用

什么终端，都能提高数字能力，并以第

一人称、第一视角自动进入接待员、助

理、谈判员、会议主持、项目经理、翻

译、导游等不同角色，提高参与沟通的

积极性和有效性。这种虚拟仿真教学体

验对实现“会议”模块中“能与真实世

界的案例建立联系，保持同等语言、语

用能力级别的有效沟通”（Outcome 6）

学习成果尤为重要。 

XR云平台可以存储教学资源包，作

为学习平台向学生开放，其兼容性能实

现跨平台、跨终端多人协同（师生协同、

生生协同、小组协同等）在线空间教学，

还有直播、录播、空中虚拟云课堂授课

等多种形式，学生不但能通过虚拟仿真

体验提高举一反三的能力，还能获得新

世纪核心职业迁移能力之一的“数字技

能”，以便将来更好地“用于日常生活中”

（Outcome 7）。 

5 结语 

高职院校金课建设应敢于树立人才

培养新范式，以培养职业迁移能力，尤

其是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字

能力等为目标。英语类课程能力目标设

置应主动对标《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

表》，遵循OBE理念，以课程思政和新文

科建设为契机，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

成果为导向进行教学设计，采用XR技术，

建设线上线下混合金课，健全学习资源

库，让学生以第一人称、第一视角提升

跨文化交际能力，确保高职教育达到因

材施教、因事施教、因时施教的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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