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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古至今，我国英语教育政策不断进行改革。进入新时代以来，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

办好中小学的英语教育是我国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基础。在此背景下，《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强调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此外，新时代，中小学英语教育发展的特点表现为课程资源丰富化、

教学方式信息化、教学内容综合化、师资质量更优化及英语测试与评价体系规范化。本文通过阐述新时

代中小学英语课标的变化及英语教育发展特点，可以深入理解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内涵，并通过

分析目前中小学英语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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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China’s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reformed. 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English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ingua franca. Running good Englis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the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cross-cultural com-
munication talents in China. In this context, th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
cation (2022 Edition)” emphasiz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 addi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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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r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manifested in the enrichment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informatiz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comprehensiveness of teaching content, optimization of teacher quality, and standardi-
zation of English test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s. By elaborating on the changes in English curri-
culum standards an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
ond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we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By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urrent Englis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e can propose corresponding 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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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此时，从世界范围来看，英语已

经成为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刘秀玲(2017)指出，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已多达三分之一，英语无处不在

[1]。从本国范围来看，为了适应国际形势和中国发展的需要，我国急需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林崇德(2016)
指出，我们需要立足国情，结合时代特点，构建核心素养体系，培养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2]。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我国英语学科开启了新的变革[3]。本文通过梳理中国中小学英语教育政策

核心理念，具体阐述中小学英语新课标的内涵，分析新时代中小学英语教育发展的特点，从多方面解析

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内涵。同时，通过分析目前中小学英语教育面临的挑战，对未来的教育政策

提出相应的愿景。 

2.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政策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政策。这些教育政策都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对我国中小

学英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从 2012 年至今，我国的中小学英语

教育越来越注重对学生素养的培养。 
 
Table 1. Education policies and related documents in China since 2012 
表 1. 2012 年至今我国教育政策及相关文件 

年份 教育政策及相关文件 政策内容 

2013 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2014 年 《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

研制与构建作为推进课程改革深

化发展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

各学科具体的育人目的和任务，

修订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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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6 年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 
我国教育要更加关注学生今后应

该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2018 年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ES) 

规定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

的英语能力等级。共设九个等级，

其中，一、二级对应小学水平，

三级对应初中水平。 

2022 年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 规定外语的课时比例为 6%至 8%。 

 
总体而言，我国英语教育政策集中体现在英语课程标准中。英语课程标准是教学活动的设计和执行

的标准，也是教师教学的依据[4]。2022 年，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教育部新修订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

标准(2022 年版)》。由此，中小学英语教育课程改革全面拉开帷幕。相比于《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2022 年版更具规范性和指导性，从内涵来看更加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其变化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一) 课程目标 
2011 年，教育界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育人的“三维目标”，总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情感态度、学

习策略、文化意识、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arget structure of the 2011 compulsory education English curriculum 
图 1. 2011 年义务教育英语课程目标结构示意图 

 
2022 年，义务教育英语课程目标变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出发展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

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课程总目标，从这四个方面落实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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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curriculum objective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2022 
图 2. 2022 年义务教育英语课程目标结构示意图 
 

(二) 课程内容 
从课程内容来看，2011 年版的义务教育英语课标专注于课本上的知识，偏重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

能的训练，强调记忆背诵而忽视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实践能力以及文化意识等素养的考查。《义务教

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了英语课程内容包括主题、语篇、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和

学习策略[5]。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内容围绕语篇所提供的主题，创设真实的情境，通过一系列的英语学

习活动，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实践、探究、体会、反思等深度学习过程中，逐渐发展学生的

核心素养[6]。新旧版英语课标中义务教育英语课程内容分级体系也有所不同，如图 3 所示。其中，2011
年版的英语课标要求学生从 3 年级开始学习英语课程，到 4 年级和 6 年级时分别完成一、二级目标，同

时，要保证每周三至四次英语教学活动，周课时总时长不少于 80 至 90 分钟。7 到 9 年级则要求完成三、

四、五级目标，周课时按国家课程计划执行[7]。2022 年版的英语课标增加了预备级，同时，新增的“+
号”表示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选择。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tent grading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s 
图 3.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内容分级示意图 

 

除此之外，与 2011 年版的英语课标相比，一方面，2022 年版的英语课标增加了主题和语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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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强调以大单元的形式呈现，以主题为引领，聚焦生活、社会、科学和自然等与学生成长密切相

关的主题，以语篇为依托，选取学生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材，建立各语篇之间的联系，创设有意义的情境，

让学生进行整合性的学习，使其知识结构综合化，引导学生对单元主题进行深层分析，形成正确的价值

判断，建构大观念。同时，新课标提倡英语学习活动观，通过开展一系列的英语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2022 年版的英语课标对学生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要求更高，其

内涵更丰富。以文化意识为例，2011 年版的英语课标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扩展文化知识的范围，

同时，要求中小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标志物和相关习俗[8]。而 2022 年版英语课标中的文化意识目标在原

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学生对文化的内化，英语教育从“人本”、“文化”和“体验”的角度重新

建构新的学习模式，使学习者接受文化事实、发现文化观点、形成文化自觉与文化适应[9]。 
(三) 学业质量标准 
2022 年版的义务教育英语课标新增了学业质量标准，从学业质量内涵和学业质量描写两部分编写，

结合课程内容的要求描述学生的学业成就。“学业质量描述”从一级、二级、三级描述学生的英语学习

结果，分别呈现了 3 至 4 年级学生、5 至 6 年级学生和 7 至 9 年级学生的英语学习成就，为英语教材编

写、教学实施和考试评价提供了依据。 
(四) 课程实施 
1. 教学设计 
对比 2011 年版的义务教育英语课标，2022 年版的英语课标倡导进行单元整体设计，实施融合语言、

文化、思维和学习能力发展为一体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它提出教师要深入开展语篇研读，引领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发展学生思维，使其能运用所学语言和文化知识表达自己的观点，提高学生在特定情境

中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2. 评价体系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相比于 2011 年版在评价方面更加多元化。具体而言，在评价

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时机和评价方式方面都更加全面，使得评价更加公正，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2022 compulsory education English curriculum evaluation 
图 4.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英语课标教学评价示意图 

 

在评价内容方面，新课标规定评价内容不仅局限于对学生的知识水平进行评价，还要求对学生的价

值观进行评价。在评价主体方面，多个主体参与评价。在评价时机方面，新课标提出了“教–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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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整体育人观，设计单元持续性评价，将评价贯穿英语课程教与学的全过程[10]。在评价方式方面，

相比于 2011 年版的课标，此课标的规定更加合理化，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可以使得教师及时了解学生

的进步和不足之处，以便提供针对性指导。 
3. 教师培训 
教师是实施课程的主体。《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新增了教学研究和教师培训的内容，

要求教师建立学习和研究共同体，更新理念，研读教材，通过参加专家讲座、单位组织的培训、同伴间

互助学习、组建课题研究小组和进行自我反思等途径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同时，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在实践中循序渐进地形成课程设计与课程实施能力。 

3.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发展特点 

(一) 课程资源丰富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英语课程资源不再局限于教材，还包括了其他有助于发展学生

核心素养的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导入英文期刊、英文书籍、英语视频、英文电影、英文歌曲和英

语新闻等真实而丰富的课程资源。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英语学习水平自主利用一些在线

英语学习平台和软件，如慕课和百词斩等，进行课外学习，丰富自身的英语知识。 
除此之外，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小学招聘外教的比率逐渐增加。外教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和知识

结构都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学生通过与外教进行交流和互动，不仅提升了口语的地道性，也在潜移

默化中了解了外国文化及风俗习惯。 
(二) 教学方式信息化 
近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多数中小学采取线上教学方式，推动了“人工智能 + 教育”的应用。2018

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强调把“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11]。同

年，外研社研发了“外研 AI 智能学习平台”与“U 校园(Unipus)智慧教学云平台”，顺应了外语教育智

能化、自主化与移动化趋势。这些平台全面支持信息化教学与学习模式，为中小学师生提供了与英语教

材同步的学习内容，使得教师的教学方式灵活化且便利化。同时，平台也能积累学生过程性学习的数据，

为中小学生学习英语提供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服务[12]，建设集教、学、测、评、研于一体的全新外语教育

生态。 
(三) 教学内容综合化 
新时代，英语教育更加注重对知识的整合，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这一点在教材内容、试卷结

构和评分标准上都有所体现。比如，英语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通常以主题为引领，将各语篇联系起

来，形成一个大单元。又比如，听力测试注重考查学生通过听捕捉关键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从试题

覆盖的广度上看，体裁也随着教学内容的综合而日趋多样化，包括新闻报道、说明文和记叙文等。 
(四) 师资质量更优化 
外语大计，教师为本。为提升英语师资质量，教育部于 2014 年发布了《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的意见》，要求深化教师培养模式改革，建立协同培养新机制。该文件的发布为中小学英语教师整体素

质的提高、英语教师培训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培训质量的提高及英语教师教育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有力

的制度保障。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新技术的发展，英语教师有更多途径获取教育信息、共享优质课程、更新教育

理念及提升专业水平。不同地区的教师可以通过“教学之星”大赛、线上学习共同体、虚拟教研室等方

式互通有无，分享经验。需求各异的教师可以借助外语学术科研网、“悦教大讲堂”和“U 讲堂”等平

台获得个性化支持，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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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的规范化也使得英语教师专业水平提升。2015 年，外专委

的年会参加人数达到 1,400 人，2017 年的人数超过 1,500 人，其观摩课经过不断改进，优化了指导程序，

吸引越来越多的教师参加，其规模最多时达 6,000 人。外专委不仅指导教师的研究，还资助部分农村地

区教师参加学术会议，为西部地区提供义务送教的培训讲座，选派名师、专家去西藏、青海、甘肃等省

自治区义务做教师培训，推动了英语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13]。 
(五) 英语测试与评价体系规范化 
1. 考查内容全面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英语测试考查内容更全面，口试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以北京市中考英语为例，其

中考英语总分为 100 分，其中，听说占比 40 分，题型从表 2 可见。此外，英语测试更倾向于实际应用的

考核，以口语对话、生活运用为主，而不是单纯地对知识点进行考查，考试命题以立德树人为基点，注

重对学生素养方面的考查[14]。 
 
Table 2. Beijing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xam question types in 2022 
表 2. 2022 年北京中考英语听力口语考试题型 

题序  测试内容  分值 题量 分值小计 时长(分钟) 
一  听后选择  1.5 8 12 9 
二  听后回答  2 5 10 5 

三 
第一节 听后记录  1 5 5 5 

第二节 听后转述  5 1 5 7 
四  短文朗读  8 1 8 4 

合计     20 40 30 
 
2. 评价体系规范化 
进入新时代，英语教学的评价体系逐渐多元化，使得评价过程规范化、评价结果公正化。一方面，

通过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和创新学习五种学习活动的实际情况进

行课堂教学评价，注重学生获取进步的过程，对学生进行实时指导，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效率[15]，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另一方面，通过对教师的教学素养、教学态度以及教学活动设计进行评价，可以使

教师改正不足之处，提升教学能力。 

4.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的英语教育资源优于中西部地

区及农村地区。虽然国家有定向师范生培养政策，但是还不够完善。贫困地区学校的英语教学设施较差，

教师待遇较差，留不住优秀的青年教师，使得城乡和地区间的中小学英语教育差距更大。 
另一方面，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小学和中学通常根据学校

需求选取不同的教材，导致英语教材选取和教学内容设计方面缺乏整体规划[16]。同时，不同版本的教材

编写者会考虑本教材的统一性，却不会考虑其它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设计，于是在进入初中后，很多

学生不得不花费精力和时间来适应全新教材，影响了学生的英语学习效率。 

5. 总结 

中小学阶段是学生语言能力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国英语”的研究和实践应涵盖中小学英

语课程[17]。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小学英语教育更加注重对知识的整合，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中小学的英语教育政策主要体现在 2022 版的义务教育英语课标上，通过对课标中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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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标准和教学评价等进行分析，可以深入理解核心素养的内涵。 
在对中小学英语教育政策及发展特点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现阶段，中小学英语教育面临着挑战，

一方面，中小学英语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另一方面，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 
针对这些挑战，中小学英语教师需要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增强中小学英语教材和教学内容的衔接性。

此外，教育部也需要不断完善英语教育政策，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以此适应时代的发展，培养出国家所

需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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