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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学习活动观是是在课本单元主题意义的引领下，以学生为主体，以育人为导向，以核心素养为目标

的教学活动理念，是新课程标准背景下提出的英语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教学的基本原则。本文从英语

学习活动观的视角出发，通过同课异构的方式对比分析了三位乡村英语听说课堂中英语学习活动观的理

念实践现状与问题，对促进乡村英语教师的英语学习活动观理解生成给予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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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theme meaning of textbook units, the concept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is a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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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ctivity concept with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education-oriented and core quality as the 
goal. It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ies 
propo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ity 
view of English learning,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activity view of English learning in three rural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es in a heterogeneous way, and gives effective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gener-
ation of understanding of activity view of English learning for rural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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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教育部 2022，以下简称《新课标》)倡导英语教学应秉持学

习活动观念，以英语学习活动观为途径，实施指向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教学主张[1]。英语学习活动

观是顺应课程改革而提出的，旨在改变以往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教学活动，旨在课本单元主题意义的

引领下，以学生为主体，以育人为导向，以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教学活动理念。英语学习活动观包括学习

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一系列体现综合性、关联性和实践性等特点的英语学习活动[2]。它引导教

师应在教学中设计这三类活动，引导学生整合性地学习知识，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从而达

到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 
自该理念提出以来，王靓、曲欣坤、裴娟娟等学者对英语学习活动观在各初中和高中课堂的具体实

践中做了深入研究，并指出英语教师虽认同英语学习观的主张，但是教师在认知和活动设计方面仍存在

矛盾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乡村英语教师作为英语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理念和实践尚未得到有效

重视。本文采用同课异构课的方式，分析当前乡村学校初中英语听说课中对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实践现状，

指出了当前乡村教师对这一理念的实际运用与存在的问题。 

2. 英语学习活动观的主要内涵 

《新课标》提出英语学习活动观下的教学活动包含三类：学习理解类活动、应用实践类活动和迁移

创新类活动。首先是学习理解类活动，这类活动利用学生在已有认知和语言上的差距，通过创设符合主

题的具体语境吸引学生进入学习状态，语境的设置依托于新旧知识的整合，这是基于语篇的学习活动。

其次是应用实践类活动，这类活动是在学习理解类活动的基础上开展的，教师引导学生内化所学知识，

对其进行描述和分析，由此锻炼学生交流和表达的应用能力，这是深入语篇的学习活动。然后是迁移创

新类活动，教师通过设计推理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带领学生一起挖掘课文背后的人文价值和主题意义，

引领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创造性的运用所学知识并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使知识产生正迁移，这是超越语

篇的活动。英语学习活动观所提倡的英语学习活动，以学习为中心，以学生综合能力的培育为前提，真

正体现了将课堂交给学生的新课改要求，体现了学思结合、学用结合与学创结合的基本特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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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课异构活动中教学设计对比与分析 

本次同课异构活动以湖北省某市三所农村初中的三位青年教师的听说课为研究案例。教学对象为乡

村学校七年级学生，学生的基础一般，听力能力和口语交流能力有待提高。选用的课本内容为人教版七

年级英语上册中 Unit 5 Section B (1a~1e)板块。这一板块为听说课，听力材料属于叙述性题材，通过打电

话的方式来询问和描写物品所在的位置。三位青年英语老师根据这一板块进行了各自的教学设计和课堂

实践，具体对比分析如下： 

3.1. 导入环节的对比与分析 

[教学片段 1] 
教师 A 首先拿出了自己的包，把包放在讲台上、椅子下和课桌里并提出问题“Where is my bag?”让

学生一起来回答，由此复习三个方位介词 on、in、under。接着利用 PPT 图片展示并复习了已学单词

schoolbag、sofa、bed、bookcase、computer game 等。 
教师 B 播放了一个小视频，视频主题“Where is the spider?”。播放视频时邀请学生跟着视频一起做

动作，随后提出问题“We learn three words from this radio. Where are they?”学生一起回答“on, in, under”，
由此复习了上节课所学的三个介词。 

教师 C 的导入环节在 PPT 上展示了 6 张关于杯子和笔位置的图片，通过提出问题“What is this?/What 
color is it?/Where is the pen?”和点名回答的方式依次来复习介词“on, in, under”。 

[分析与思考] 
教师 A 通过询问自己的包在哪，创设了具体的语言情境，同时也强调了主题意义的学习。活动观强

调对意义的探究，教师要改变脱离语境的知识学习和碎片化教学方式，把主题意义探究作为活动设计的

主线[4]。教师 A 初步创设的语境，使学生更好的进入到课堂学习状态中来。然后带领同学们一起复习了

已学的单词，通过复习旧知引出新知，为听前时学习新单词做好了衔接，使学生更容易学习和理解该主

题下的其他目标单词。教师 A 的课前导入活动属于学习活动观中学习理解类，为后面的学习活动做好了

铺垫和衔接。 
教师 B 的导入更为简单直接，播放了一个关于方位介词的视频，随后就提出问题“视频中提到了哪

三个词？”。这种导入只能暂时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既没有创设语言情境也没有形成学生的认知上的

差距，因此无法让学生产生期待。而且没有为后面的活课堂动奠定基础，没有体现学习活动观的主题意

义活动原则。 
教师 C 的导入借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物品笔和杯子，让学生直观感知语言和具体实物的联系，

有利于他们理解知识，激活已有认知，这一活动是学习理解类活动的体现。但是教师 C 的导入过程中，

都是教师主导并选择学生进行提问，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说明教师对教学活动

观的学生主体性理解不够。 
分析以上的教学片段，可以看出在导入环节创设情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效果更加明显，更能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创设情境方面，教师 A 教师把握了英语学习活动观

中主题性和学生主题性原则。而教师 B 却未能考虑学习活动的主题意义，教师 C 没有注重学生学习的主

体参与性。 

3.2. 听中环节的对比与分析 

[教学片段 3] 
教师 A 在听力播前讲解了听力材料的类型一通电话，内容是 Tom 上学时忘记带需要的物品，于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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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让妈妈寻找。第一遍听完后，让学生们完成了 1b，随后利用 PPT 图片对 Tom 要的物品进行了总结。

接着听第二遍听力，完成表格请同学自愿起来分享答案。然后教师引导学生把表格变成四个完整句子，

即进行了有关方位介词句型的操练也完成了书中 1c 板块的题目，例句为“The English books are under the 
radio.”。 

教师 B 的听中环节，第一次听力时直接播放了听力，让学生完成 1b，随后全班一起回答 Tom 所需

要的物品。接着第二次听力，先让同学们听听力完成表格，接着邀请同学起来回答。孙老师和刘老师一

样都运用了表格，并引导学生将表格补充为完整的句子，完成 1c。 
教师 C 先播放了一遍听力让学生做 1b，然后带领同学梳理了材料中的人物和事件，并用句型“Tom 

needs English books, and.”总结了材料内容。接着进行第二遍听力填表格，老师点名请学生起来回答，并

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评价，然后带领同学们一起朗读听力材料，最后借助 PPT 中呈现 Tom 的房间，指出

“Tom’s room is dirty, he puts things everywhere”深化材料意义，引起学生们重视房间卫生的重要性。 
[分析与思考] 
教师 A 在听中环节首先讲解听力内容的形式，有助于引导学生进入打电话的情境状态，更好的理解

听力材料，接着第二次听力时设计了听力表格，表格是老师自己拓展的书本中没有。教师 A 借助表格让

同学们更好的完成了书中听力习题，体现了活动的层次性，逐步深入语篇，促进了学生的理解，这些正

说明教师 A 的听中活动设计体现了英语学习活动观的相关性的特点,活动设计也符合英语学习活动观中

应用实践类活动。 
教师 B 在第一次听力时没有设计活动，直接让学生听然后对照答案，听力任务过于简单。第二次听

力时和刘老师一样设计了表格，进行了句型操练。但在提问时对回答错误的同学并不告诉他为什么错了，

而且让他下次加油，并且邀请另外一位同学起来回答，如果老师这样进行点评，学生会理所应当的认为

回答不到没关系，也不会主动去探究为什么错了，这样做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内化能力，

更不能体现活动设计的目的和意义。简而言之，教师的理答方式不能呈现启发引导功能。 
教师 C 比较重视听力材料的学习，在听中环节只设计了填表格活动，没有对单元主题下重点句型进

行操练。但是在遵循课本内容教学的同时，教师 C 深化了听力材料学习的意义，指出 Tom 的房间很脏，

我们在生活中应摆放好自己的物品，达到了育人的目的，给学生们的实际生活提出了建议。 
通过分析以上教学片段，可以看出，教师 A 和教师 C 设计了不同的教学活动来达到深入语篇的目的，

并突出本节课的学习主题和意义，同时这两位教师的活动设计属于英语学习活动观中应用实践类。教师

B 在听中环节过于注重活动的形式，并没有引导学生深入语篇，这样不能达到活动设计的目的，活动仍

停留在基于语篇的层面，教师 B 对于应用实践类的活动设计还需要改进。 

3.3. 听后环节对比与分析 

[教学片段 4] 
教师 A 首先设计了巩固活动，让学生根据 PPT 上呈现的 Tom 房间的图片和 1e 的对话，进行同伴交

流。然后设计了小组活动，把同学们分为了六人一组，讨论物品的正确摆放位置，并邀请小组代表上来

做报告。接着老师播放了一段关于自律和不自律对比的小视频，并呼吁大家“Actions from habits, habits 
from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determines destiny.”。 

教师 B 设计了讨论活动，讨论题目为“Describe your room”。三分钟讨论结束后邀请了几位同学自

由分享，进行口语表达。接着带领同学们一起跟读复习今天所学习的 New words and Sentences. 
教师 C 在听后环节设计了 Pair Work,根据 1a 的图片进行同伴对话，对话内容参考 1e“Where are the 

pencils?”“The pencils are....”。同伴交流后，老师随机点同学进行对话，检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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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思考] 
教师 A 设计的活动不仅加强了单元主题下重点句型的操练，而且鼓励同学们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

际生活。语言的使用都是在生活情境中发生和发展的[5]。让学生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用所学句型表达自

己的房间物品的摆放并呼吁大家要养好习惯，符合《新课标》的育人导向，进一步落实了核心素养的目

标。教师 A 听后活动的设计引导学生创造性的解决陌生情境中的问题和理性地表达观点和看法，体现了

正确的价值观[2]。教师 A 设计的听后活动超越了语篇，属于学习活动观下的迁移创新类活动。 
教师 B 设计的讨论活动创造性地提供给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表达的机会，随后的复习回顾活动又显得

稍微生硬。听力课应设计有阶梯性和关联性的活动任务，以符合学生的思维认知发展规律[6]。教师 B 的

活动设计缺乏层次性，没有引导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将能力转化为素养，因此这些活动缺少了育人

功能。变换活动形式是增加课堂活力的重要途径之一[7]。 
教师 C 的听后环节，老师主导较为明显，活动和提问没有显示出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教学设计

缺少能够促进学生知识迁移的多层次和多样性的活动，也无法突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语言学习的过程

不是一个被动地接受或加工信息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积极地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过程[8]。 
在听后环节，教师 A 通过设计活动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创新性的运用到了另一情境并呼吁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养成好习惯，属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第三层架构中的迁移创新类活动，达到了本单元的育人目标。

教师 B 和教师 C 在听后环节设计的活动缺乏育人性，没有明确指出本节课的育人目标，不能达到英语学

习活动观中所提倡的育人目的。 

4. 问题与建议 

4.1. 问题 

通过分析以上教学实践，可以发现英语学习活动观在目前的乡村初中英语教学实施中存在一些典型

的问题：1) 部分乡村英语教师对英语学习活动观的概念理解混乱，表现为教师未能准确按照活动观所提

倡的三类活动设计循序渐进的教学活动；2) 活动缺乏层次性、目的性与育人价值，表现为活动设计注重

表面形式未关注到本质，由此导致活动冗杂不能达到预期效果；3) 活动未以学生为主体，表现为活动大

多由教师主导，无法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学习的能力等。 

4.2. 建议 

乡村教师是指在乡村和城镇学校工作的教师。提升乡村教师教学水平是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举措。

乡村英语教师要不断地更新教育观念，积极地将课程标准中提倡的教学观念投入课堂实施。结合以上同

课异构活动中三位老师的教学实践，乡村教师在初中英语听说课的教学设计方面，应积极响应号召，践

行英语学习活动观的教学主张，以主题为引领、育人为导向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了更好地落实《新

课标》倡导的英语学习活动观，教师可以参考以下几点。首先，教学观念的转变很重要。教学观念影响

着教学行为，教学行为体现着教学观念[9]。教师活动观念的转变就是实施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起点。其次，

根据学情设计多层次活动。教师应根据英语学习活动观的三种类型来设计活动，活动设计要体现学生的

主体性。层次性的教学活动不仅符合学生身心发展中循序渐进性原则而且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迁

移。最后，活动设计体现育人价值。学生学习不仅要学知识也要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活动设计体现育人

价值，这正符合《新课标》所提倡的学习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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