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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课程认为“人是一切课程的核心”，关注学科课程与非学科课程的融合，促进学生能力的和谐全面发

展。本研究基于“全课程”理念，结合融合美术、思想道德教育、数学、音乐、人文科学等学科融合的

小学英语主题课例，试图探讨“全课程”模式下英语跨学科融合的几种设计思路，使小学英语课程更具

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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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ll Curriculum” believes that “people are the core of all courses”,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ubject courses and non-subject courses, promotes the harmonious and comprehensive devel-
opment of students’ abiliti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ull curriculum”, combine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art,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mathematics, music, human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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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disciplines in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hemed courses. It attempts to explore several design 
ideas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English under the “full curriculum” model, making th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curriculum more diverse. 

 
Keywords 
Full Curriculum, Primary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 Discipline Integr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研究背景 

新一轮课程改革，学科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它对于学生创新意识培养、核心素养生成具有重要意

义。对此国内外纷纷做出回应。2015 年 9 月，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出台文件——《关于促进义务教育课

程整合的指导意见》，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小学开展低年级‘全课程整合教学’、主题式学习活动的

实验探索”。2016 年 8 月芬兰开始实施旨在推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新课程。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小学阶段英语教学重点指向学生学习能力、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的培

养，教学重心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知识的习得，而更关注学习者实际语言运用能力，要求学生发展为具有

国际视野的学习者[1]。 
“全课程”理念与新课程改革精神及学生核心素养要求不谋而合。全课程强调“人是一切课程的核

心”，“全”在于教育工作要关注到每一个的学生，为每一个的学生终身发展学习能力而进行设计；“全”

在于学科融合，采用跨学科主题式学习的方式，让教育、生命、生活成为一个整体，保证课程的丰富性；

“全”在于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参与，师生共为学习者[2]。 
在此背景下，中小学教育呼唤“全课程”学科融合，在“全课程”指导下的英语学科融合课堂可以

焕发更大活力，彼此润泽，互相成全。 

2. 理论依据 

2.1. 全课程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全课程体现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杜威批判总是把系统知识进行割裂，比如分成具体独立的科

目：语文、数学、体育、英语等，他认为传统的教学，使得孩子无法很好地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基本

挑战[3]。因此他提出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要以生活为中心，改变教材的统治式地位，取而代为之地

布置好一些联系日常生活的主动作业。“全课程”模式下的小学英语学科融合课堂正契合该种趋势，关

注学科交叉，引导学生“走出课本的知识”，更多地追求社会知识、情感、文化背景等。 

2.2. 全课程与罗杰斯“全人”教育理论 

全课程体现罗杰斯的“全人”教育理论。罗杰斯认为，情感和认知是不可分裂的有机组成部分，二

者缺一不可[4]。因此，他的教育目标之一是要真正培养出集躯体、心智、情感、精神等融会而成于一体

的“全人”。在学习观中，罗杰斯认为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是毫无意义的，学生是自由的个体，有一定

的发展潜能，教师要做的是营造一定的学习环境、组织一定的学习活动，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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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课程”模式下的小学英语融合课堂正是基于此理念进行课程设计，在英语课上，不止培养学生

的英语学习能力，更是拓展学生的“全科”知识、丰富学生的精神内涵。 

2.3. 全课程与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 

全课程体现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传统智力理论一般认为语言能力和数理逻辑能力是智力所构成起

来的两项核心，而加德纳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八种智能：言语——语言智能、逻辑——数理智能、视觉——

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节奏——音乐智能、交流——人际交往智能、自知——自省智能、自然

智能[5]。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差异来促进学生潜能的开发。全课程全在

关注每一个学生，注重学生间的差异，根据学生不同差异来发展学生个体能力。 

3.“全课程”模式下小学英语学科融合主题课例 

全课程下的英语课程与其他课程融合，既有本学科的特色，又有其他学科的特点，学生的学习生活

充满趣味性、艺术性、技巧性。以下是笔者在小学英语课堂进行的学科融合主题课例。 

3.1. 与美术融合的单词设计主题课例 

在单词学习课上，教师让学生设计创意单词。一来为了检验单词学习的成果，二也是赋予了标准化

的字母书写以创造性地样式。每个孩子都是小小设计师，对不同的单词进行个性化排列和色彩搭配[6]。
在课程最后，让孩子们进行展示，读出正确发音并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这样的单词新授课不是枯燥简

单的，而是审美的熏陶。 
例如，在学习颜色的单词时，让学生联想生活中与色彩有关的事物。任务一布置下去，他们就在纸

上“沙沙”地画了起来，几分钟后，他们相继拿着图片上台讲解：Look at the_____, It is_____ (颜色)，I 
like/don’t like it. 在孩子们的发现中，很多生活中的事物都被赋予了亮丽的颜色[7]。 

3.2. 与思想道德教育融合的主题课例 

在小学英语教材中，孩子们可以接触到本国和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历史、文化礼仪等，包括表达

思维活动、情感态度、道德取向、社会文化等多个语言项目。人教版(新起点)一、二年级英语教材中所涉

及的部分项目如下表 1： 
 

Table 1. Topic of English Textbook Unit in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New Starting Point) 
表 1. 人教版(新起点)英语教材单元主题 

单元名 主题 

Food 爱惜粮食、劳动教育 

My Family 爱家人、关心家人 

My Friends 互助友爱、关心他人 

Happy Holidays 中西节日风俗习惯对比 

Time 珍惜时间 

... ... 

 
例如，在学习“Happy Holiday”时，选取“Merry Christmas”和“Chinese Spring Festival”的歌曲视

频制作成绘本故事，将圣诞节与春节习俗、活动、美食等进行对比学习，学生在活动中不止是学会了怎

么用英语去表达各种节日活动，更是感受到中西节日文化之差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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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与数学融合的数字学习主题课例 

人们常将“英语”与“数学”视为“敌人”，两者在课堂中无法共存。在学科融合课堂中找到了两

者完美的结合点。 
在学习“Numbers”后，基于学生掌握了数字的表达以及句型“How many...?”“There is/are...”的

基础上，将课堂活动设计如下： 
1、There are 5 apples in my hand, there are 6 bananas in my hand. How many fruits are there in my hand? 
2、Let’s count 
One + six = ? 
Ten − two = ? 
One + three + ? = eight 
? + six + two = ten 
eight − six − one = ? 
3、找规律，填入合适的英文数字 
(2)  (3) (4) (？) 
(4)  (？) (8) (10) 
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既牢固掌握了有关“数字”的单词和句型，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体会到

了数学学习和英语学习融合的乐趣[8]。 

3.4. 与音乐融合的主题课例 

音乐可以活气氛、冶心灵，通过听、唱英语歌曲，可让孩子们在无意识状态下有较好的学习效果，

避免低年级学生在学习词汇、句型时的枯燥乏味。 
以人教版(新起点)一二年级英语教材为例，每单元后附有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英语儿童歌曲，如

《Head shoulder knees toes》，《Ten little Indian boys》，《Number song》，这些歌曲都是很好的教学资

源。在课前，教师循环播放英语歌曲，让孩子们快速进入英语学习氛围。此外，在教学中给学生拓展大

量经典的儿童英语歌曲，如《Happy Birthday》，《Merry Christmas》等。 
另外，在课堂中设计有趣的课堂活动：自编英语歌曲。例如，在学习完水果以及动物的单词后，学

生进行小组讨论，创编英语歌曲。有些小组用 Let it go 进行编曲：apple, apple, I like apple. Pear, pear, I like 
pear. Orange, orange, I like orange. Banana, banana, I like banana. 还辅以不同的手势节奏。有些小组用三只

小熊的伴奏曲，戴着不同的动物面具：I’m dog, do you like me? I’m tiger, do you like me? I’m monkey, do 
you like me? 孩子们个个大展身手，化身作曲家，被给予极大的成就感。 

3.5. 与人文科学融合的创造性主题课例 

科学，充满着神奇，充满着探索的渴望，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求证一个个“为什么”是吸引他们

的[9]。在教授颜色的单词时，教师准备颜料、调色板、颜色试剂等教具，在课上进行了有趣的科学实验。

学生们在英语课堂上发现：White + red = pink，black + white = grey，yellow + blue = green，blue + red = 
purple。 

同时，在一年级下学期，基于学生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教师选取 Scholastic 出版社 IAm 系列科普

绘本，切题又难度适宜。绘本故事讲述了两粒种子在泥土中相遇，其中一粒是金盏花的种子，而另一粒

种子“我”却不清楚自己是谁，只好耐心等待自己生根发芽，自己去发现。“我”从发芽开始，再到完

成生根、吐叶、开花，最终长成诱人的大南瓜，又留下一粒粒崭新的南瓜种子。虽然英语教材里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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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关于植物名称的板块，但孩子们在前面几次的全课程实施中已经接触过了。新课在复习了植物各

部分名称后，让孩子阅读了解两种种子生长形态的不同，并能声情并茂地扮演其中一颗种子。绘本的对

话语言重复递进，孩子们演完种子的对话过程后，带孩子们去班级命名的地里(如“小种子班”“小荷露

班”)种下了南瓜和小花种子，孩子们自己松土、挖洞、播下种子、浇水、施肥……一步步都是自主完成，

都是她们没有过的体验，期待小种子的发芽成长。经过与科学融合的英语课堂，孩子们有了更多的切身

体会，他们不仅能在故事中再一次回顾植物的生命成长过程，也能类比联想到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疑惑并

体会成长的欣喜[10]。我与自我的对话，我与同伴的对话，我与自然的对话，虽没有明说，但已蕴含其中。 

从以上几个课例可以看出，全课程背景下的英语课程是开放的，鼓励孩子自由表达、勇敢创作；也

是融合的，与其他学科融合，与生活融合[11]。 

4. 存在困境 

首先，对于学生而言，英语是区别于母语的第二语言，这是不同于语文、音乐、体育等其他任何学

科开展全课程相比最根本的差异。 
一年级英语学习阶段可参考的语言材料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英语项目式学习主题的深

入挖掘和发展，只能通过一些浅薄的活动和项目经验来指导。许多与该主题相关的宝贵学习材料无法得

到充分利用，因为它们超出了可接受的语言水平。 
其次，学科融合倾向于拼凑学习，缺乏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渐进性。强制拼凑仍然停留在知识

本位，并不是真正从学习者中心出发，这反而会增加学生和教师的双重负担。 
在后期的英语课堂改革中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学习形式，将英语课结合语文的绘本教

学，音乐中的唱唱跳跳和美术上的写写画画，让英语课堂活动形式更趋于多元化、丰富化；二是师资提

升，对于我们的教师来说，应该更主动深入扎实地学习全课程理念，了解先进经验，进行教育本土创新，

从“学科型”教师逐渐转变成长为一名“全能型”教师；三是教材开发，全课程英语课堂缺乏具体的教

材，需要学校与老师合力多积累、多开发相关知识资源，结合一些本土化、校本化的英语课程材料，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学科内容的有效整合。 

5. 结语 

全课程是提供选择、倡导合作、发展个性的，全课程是开放的，每一个新的主题都会激起新的创意

火花。而课堂也是生成的，从老师主导逐步走向开放，孩子自由寻找、自由输出表达，不受标准答案的

唯一性制约，所有个体都存在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样每个人的经验可都是无法复制的。生活就是课程的

一部分[12]。 
全课程理念指导下的小学英语学科融合课堂探索颇有成效，但仍旧存在一些困境。实现“全课程”

理念指导下的小学英语学科融合，我们还需更加努力！ 

参考文献 
[1] 詹倩文. 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英语阅读教学策略探究[J]. 考试与评价, 2021(4): 130. 

[2] 龙雪娜, 曹苧文. 基于全课程视角下的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研究[J]. 教师博览(科研版), 2018(1): 20-23. 

[3] 约翰·杜威.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4] 霍华德·基尔申鲍姆, 瓦莱丽·亨德森. 罗杰斯著作精粹[M]. 刘毅, 钟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55. 

[5] 霍力岩. 加纳德的多元智力理论及其主要依据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03(3): 65-70. 

[6] 李明霞. 全课程理念下的美术课堂[J]. 青海教育, 2017(11): 3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901


王晓轩 
 

 

DOI: 10.12677/ae.2023.138901 5780 教育进展 
 

[7] 吕峥. 浅论全课程下的美术教育[J]. 校园(中旬), 2017(2): 9-10. 

[8] 许小娟. “全课程”理念下小学数学教育的实践与思考——以特级教师贲友林《圆的面积与周长练习课》教学为

例[J]. 新课程导学, 2017(6): 74. 

[9] 王勇. 小学科学课堂情境创设策略[J]. 小学科学(教师), 2014(7): 56. 

[10] 李砚平. 全课程下, 本阅读教学初探[J]. 小学教学研究, 2018(7): 35-36. 

[11] 奚一琴. 全课程理念下课程整合的校本化实践[J]. 上海教育科研, 2017(3): 64-66. 

[12] 未来中国化就是国际化 , 教育应该怎么办——专访全课程创始人李振村[J]. 当代教育家 , 2022, 295(10): 
33-37+3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901

	基于“全课程”模式的小学英语跨学科融合课堂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 Based on the “Full Curriculum” Model
	Abstract
	Keywords
	1. 研究背景
	2. 理论依据
	2.1. 全课程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2.2. 全课程与罗杰斯“全人”教育理论
	2.3. 全课程与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

	3.“全课程”模式下小学英语学科融合主题课例
	3.1. 与美术融合的单词设计主题课例
	3.2. 与思想道德教育融合的主题课例
	3.3. 与数学融合的数字学习主题课例
	3.4. 与音乐融合的主题课例
	3.5. 与人文科学融合的创造性主题课例

	4. 存在困境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