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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指向关键能力培养的英语单元整合教学设计突破了传统以孤立记忆和操练语言点为主的知识导向教学，

走出课程教学程式化、教学设计浅层化、教学内容碎片化、考试内容应试化的教学模式，转向以单元主

题为统领的教学内容整合化、整体化和结构化的课程教学模式，凸显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地位、是知识的

主动构建者。本文以人教版小学英语五年级上册Unit 4 What can you do?单元为例，从主题探究、目标

设定和活动设计三个方面探讨指向关键能力的单元整合教学设计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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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design of English units point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oriented teaching based on isolated memory and prac-
tice language points, and moves out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stylized course teaching, shallow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07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076
https://www.hanspub.org/


罗珊珊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2076 552 社会科学前沿 
 

teaching design, fragmented teaching content, and test-taking examination content, and shifts to 
the integrated, holistic and structured course teaching mode of teaching content dominated by 
unit themes, highlighting that students are the main position of learning and the active builders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takes Unit 4 What can you do? from the first volume of Primary English for 
Primary English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integrated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units pointing to key competenci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me exploration, goal setting 
and activit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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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课程

学习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中深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由此可见，

关键能力是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必由之路，而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是小学英语教学的必然选择。在

英语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关注“教”仍然多于关注“学”，课堂教学模式化、表层化，程式化，教学

内容呈碎片化状态，缺乏整合[2]。这些显现暴露痛点的存在阻碍了现阶段我国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关键

能力的培养。基于此，笔者结合具体的案例，尝试以单元整合为总抓手，采用“主题探究–目标设定–

活动设计”的路径为主线，以发展学生关键能力为暗线的整合性教学实践体系，帮助学生自主建构知识

体系，内化语言和文化知识，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以此推动学生关键能力的发展，

促进能力向素养的转化，实现英语学科的育人目标。 

2. 概念的界定 

2.1. 关键能力 

关键能力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教育学家梅滕斯(Mertens)于1974年为了解决德国的职业教育中只

注重单一领域的专门知识与技能而忽视综合能力的现状而提出来的[3]。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关键能

力”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逐步从职业教育领域向基础教育领域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以王蔷教授为首

的英语学科教育团队以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的学科能力及其表现的模型为基础，扎根英语学

科的自身特色，并结合国内外课程标准及重要考试评价的能力测评要素，构建了 3 × 3 英语学科能力要素

框架：学习理解能力包括感知注意、记忆检索和提取概括能力；应用实践能力包括描述阐释、分析论证

和整合运用能力；迁移创新能力包括推理判断、创造想象和批判评价能力[4]。 

2.2. 单元整合教学 

“单元整合教学”主要应用构建主义学习理论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凸显出学生是知识的主动构建

者。单元整合教学的关键是“整”和“合”，以单元为单位建立体系，以单元话题为核心探究主题，以

整合视角解读教材内容，整体制订教学目标，统筹规划各个课时，整体设计教学活动。实施素养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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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整合教学，有效突破传统以孤立记忆和操练语言点为主的知识导向教学，走出课程教学程式化、教

学设计浅层化、教学内容碎片化、考试内容应试化的教学模式，强化语言知识的理解、内化、运用和迁

移，培养学生信息处理能力、语言概括能力，助推学生关键能力的发展，形成统整的高阶认知能力。 

3. 指向关键能力培养的小学英语单元整合教学 

单元整合教学的关键是“整”和“合”，以单元为单位建立体系，以单元话题为核心探究主题，以

整合视角解读教材内容，整体制订教学目标，统筹规划各个课时，整体设计教学活动。下面我们以人教

版小学英语五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can you do?为例，从主题探究、目标设定和活动设计三个方面探讨单

元整合教学设计的思路与方法。 

3.1. “单元整合教学”的主题探究 

3.1.1. 基于教材，挖掘单元话题主线 
教材主情境图是单元内容的开篇，提纲挈领地囊括了整个单元的知识，上承单元整体语境，下启各

个课时话题，以主题为线索贯穿单元教学的始终，从而为单元整合教学奠定了主旋律。人教版小学英语

五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can you do?该单元的主题属于“人与自我”和“人与社会”范畴，涉及“生活与

学习”和“社会服务与人际沟通”。其语境主要围绕着个人、家庭、学校与社区生活等。在主题群的引

领下，笔者立足于主情景图，剖析教材内容编排，详细梳理语篇信息，发现本单元主情景图内容围绕两

个话题展开，即 What can you do for the party?和 Can you play ping-pong?讨论和询问个人能力。这两部分

的重点知识平行分布，具有相对独立性，导致学生对单元主题的探索浅尝辄止。因此，笔者纵观单元整

体内容，分析两部分的重叠之处，将主题聚焦于个人能力的施展，最终挖掘单元话题主线 everyone is 
capable。 

3.1.2. 深入教材，构建单元主题体系 
在单元语境的统领下，教师可梳理分课时语篇脉络，多层次、多维度解构单元内容，进行有效整合

与分类，提炼分课时子主题，创设链式情境，串成系列话题链，搭建富有逻辑的单元主题体系，使散乱

的教学内容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使孤立的课时主题具有连贯性、梯度性，使单元整合教学具有关联性

和层次性，从而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卓有成效地探索单元主题意义。 
PEP 五年级上册 Unit4 What can you do?主要由 A 和 B 两大板块构成。其中 A 部分 Let’s talk 与主情

景图语篇内容高度重合且语境保持一致，始终围绕 What can you do for the party?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侧重

于你能为派对筹备做什么。而 Let’s learn 承接前课的情境话题，可聚焦于你能在派对上展示什么？B 部

分 Let’s talk 帮助学生了解自己与他人能力的差异，落脚点于同伴互助、团结协作。Let’s learn 引导学生

善于发现自身的能力所长及短板。Read and Write 以邮件形式交友、会友。笔者以单元主题为线索，整合

各课时子话题，并联接构建了层次分明、紧密相连的话题体系，从而使每个语境自然过渡、相互渗透、

相辅相成，既指向单元主题，又凸显各自特性。如图 1 所示。 

3.1.3. 统领主题，搭建单元内容框架 
教材各版块的内容以主题为引领，以单元形式呈现，涵盖语音、词汇、句型、对话、语篇等知识。

教师要考虑学生对主题信息的梳理和整合情况，帮助学生形成结构化知识，建立起知识之间的逻辑，以

及知识与语言之间的有机关联，从而为学生内化知识和实现连贯表达奠定基础[5]。统领主题，教师指导

学生借助思维导图、信息结构图等可视化工具将零散的语言知识点串成线、连成片、织成网，搭建逻辑

清晰的、紧密联系的知识框架，从而培养学生处理信息、概括语言的能力，助推学生学科关键能力的发

展。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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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Unit topic system framework diagram of Unit 4 What can you do? 
图 1. Unit 4 What can you do?单元话题体系框架图 

 

 
Figure 2. Unit knowledge structure diagram of Unit 4 What can you do? 
图 2. Unit 4 What can you do?单元知识结构图 

3.2. “单元整合教学”的目标设定 

教师在精选和整合单元学习内容时，要充分挖掘单元主题的育人价值，将预设的核心素养综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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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单元和分课时的教学目标及教学过程中[6]，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整体感知单元主题意义，促进正确

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 

3.2.1. 整体解读文本，构建单元教学目标 
单元目标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题统领下的单元目标能帮助学生在具体的语境中通过联

系、组织、整合，实现知识的串联与构建，能全面关注目标中学生知识、能力与态度的系统规划与有机

整合，使知识真正转为素养[7]。教师在制定单元目标时，从整体解读文本这一视角入手，多层次、多方

面、多维度研读、分析和比较单元内各版块的内容，构建有机整合、关联有逻辑的单元目标体系。纵观

PEP 五年级上册 Unit 4 What can you do ?整个单元，可觉察出散落于各版块的知识点具有相对独立性，缺

乏明显的关联性。而语篇内容前后的不连贯易促使学生在语言知识习得、内化和实践中产生断层。本单

元的单元教学目标设计如下： 
学习完本单元后，学生能够： 
① 能在主题语境中听、说、读、写单元核心词汇，理解语篇内容； 
② 能在具体情境中灵活运用本单元核心句型“What can you do ? I can....”，“Can you...? Yes, I can./ 

No, I can’t.”等谈论个人能力的发挥，完成真实交际任务； 
③ 能从才艺展示、学习、运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描述自己与同伴的能力，并善于发现自己与他人能

力的差异，总结自身能力所长及短板； 
④ 能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会认同自我、认同他人、互帮互助、团结协作，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和

生活态度； 
⑤ 能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关注中外文化差异，体会多元文化融合。 

3.2.2. 规划单元板块，整合课时教学目标 
单元教学目标是教师在学生现有水平的基础上为学生设置的最近发展区，而课时目标是在该区域

内搭建的脚手架[8]。在制定各课时目标时，教师应深入研读与分析教材内容，在单元主题的统领下有

效重组与整合分板块内容，将单元目标一一落实到课时目标，以子话题为线索串联课时目标，从而使

各课时目标围绕单元主题逐层推进，相互渗透，实现单元话题的有效聚合和单元主题的整体探究。基

于此，笔者制定了本单元部分课时知识目标，将语言知识学习的目标实现嵌入在主题意义的探究中，

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language knowledge objectives before and after lesson integration of Unit 4 What can you do? 
表 1. Unit 4 What can you do?课时整合前后语言知识目标对比 

板块 整合前语言知识目标 整合后语言知识目标 

A Let’s talk 
What can you do 

for the party? 
(1 课时) 

① 能听、说、认读目标单词，如

party，next，wonderful 等 
② 能理解和掌握核心句型 What 
can you do for the party? I can... 

① 能在图片的帮助下理解对话大意，朗读对话内容 
② 能在语境中领会核心句型 What can you do for the party? 
I can...并在真实情境中结合实际灵活运用 

A Let’s learn 
What can you do 

on the party? 
(1 课时) 

① 能听、说、读、写核心词汇与

短语，如 dance, sing English songs
等 
② 使用核心词汇和核心句型表

达个人能力的发挥 

① 能在图片的帮助下理解核心词汇与短语的意思，并能在

语境中听、说、读、写 
② 借助英语派对语境，运用核心词汇与同伴谈论个人能力

的展示 
③ 创设新情境生日派对，运用新知和旧知谈论更多能在派

对上展示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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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B Let’s learn 
What can you do 
and what can’t 

you do? 
(1 课时) 

① 能听、说、读、写核心词汇与

短语，如 swim，speak English 等 
② 运用新知和旧知陈述个人能

力，即能做和不能做哪些事 

① 能在图片的帮助下理解核心词汇与短语的意思，并能在

语境中听、说、读、写 
② 创设新情境，开办班级主题活动“认识自我、认识他

人”，运用新词汇和旧知识汇报个人能力所长及短板 

B Let’s talk 
Let’s help each 

other. 
(1 课时) 

①能听、说、认读目标单词，如

any, problem 等 
② 能理解和掌握核心句型 Can 
you ...? Yes, I can./No, I can’t. 

① 能在图片的帮助下理解对话大意，正确朗读对话内容 
② 能在语境中领会核心句型 Can you...? Yes, I can./No, I 
can’t.并在真实情境中结合实际灵活运用 

B read and 
write 

Let’s be friends. 
(1 课时) 

① 能听、说、认读目标单词，如

want, robot 等 
② 能理解邮件内容和掌握书信

格式 
③ 能使用句型 I can 和 I can’t 写
下自己的能力特长及短板 

① 能在图片的帮助下理解邮件大意，正确朗读邮件内容和

掌握书信格式 
② 能在回复 Robin 的邮件中，使用句型 I can 和 I can’t 写
下自己的能力特长及短板 
③ 能在语境中整合单元词汇和句型，综合描述自己的能力

和特长 

A Let’s spell 
Let’s read to-

gether. 
(1 课时) 

① 能正确朗读含有字母组合 oo
的例词，了解其发音规则 
② 运用字母组合 oo 的发音规则，

能拼读其他符合其规则的单词 

① 能初步感知例词中含有字母组合 oo 的发音，自主探究

并总结其两个发音规则 
② 再构文本，创设语境，能将符合字母组合 oo 的发音规

则的单词填入语篇中 

3.3. “单元整合教学”的活动设计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教学设计与实施要以主题为引领，以语篇为依托，通过

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等活动，引导学生整合性地学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进而运用所学知

识、技能和策略，围绕主题表达个人观点和态度，解决真实问题，达到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

的[1]。笔者以 Read and write 课时为例，进行基于主题意义的单元整合教学的活动设计。该篇内容的标

题是 Who can be my friend?主要讲述了 Robin 以邮件形式交友会友的内容，通过梳理语篇信息，挖掘子主

题 Let’s be friends。 

3.3.1. 学习理解类活动——主题意义的梳理 
Activity 1: Do a survey (朋友知多少) (如表 2 所示) 

 
Table 2. Friend abilities questionnaire 
表 2. 朋友能力情况调查表 

Name:_____________   Age:_______________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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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写调查前，教师整合本单元核心句型设计以下对话框架为学生提供语言支架。 
S1: What can you do? 
S2: I can..... 
S1: Can you....? 
S2: No, I can’t. But I can... 
Activity 2: Fill in blanks (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Discourse framework diagram 
图 3. 语篇框架结构图 
 

【设计意图】 
基于语篇，导入主题，聚焦主题词 friend。通过调查活动热身，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运用本单元核

心句型及词汇对话，能够激活和复现旧知，为后续的语言知识学习打下基础；通过提炼语篇框架进行填

空，帮助学生整体感知语篇内容，构建结构化知识，提取与主题意义密切联系的词块进行学习，同时也

培养了学生捕捉、梳理、概括关键信息的能力。(学习理解能力：感知注意、记忆检索和提取概括能力) 

3.3.2. 应用实践类活动——主题意义的内化 
Activity 3: Tick or cross (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The judgment of discourse task practice is correct and wrong 
图 4. 语篇任务练习之判断正误 

 

Activity 4: Answer the questions 
Q1: Why Robin needs friends? 
Q2: Can you be Robin’s friend? Why or why not? 
Q3: If Robin becomes your friend, what can you do? 
【设计意图】 
深入语篇，引导学生基于语篇表层框架内容，处理信息，评析句子正误，描述其缘由。并根据主线

探究，设计问题链，挖掘隐层内涵，启发深度思考，通过理解、内化、整合和运用所学语言知识表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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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交友观，意识到朋友的重要性以及同伴间应互相了解、团结合作。由此助推学生对主题意义的探究

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应用实践能力：描述阐释、分析论证和整合运用能力)。 

3.3.3. 迁移创新类活动——主题意义的外化 
Activity 5: Complete the sentences 

I can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can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can’t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can’t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tivity 6: Reply the email (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Email replies for discourse task exercises 
图 5. 语篇任务练习之邮件回复 

 

【设计意图】 
超越语篇，以读促说，以读促写，升华和深化主题意义。在创造性输出中任务一(句子写作)为任务二

(邮件回复)有效搭建语言支架，形成梯度任务链，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整合运用所学语言和文化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促进能力向素养的转化，凸显学科育人的价值。(迁移创新能力：推理判

断、创造想象和批判评价能力) 

4. 结语 

关键能力是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必由之路，而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是小学英语教学的必然选择。

指向关键能力培养的英语单元整合教学设计突破了传统以孤立记忆和操练语言点为主的知识导向教学，

走出课程教学程式化、教学设计浅层化、教学内容碎片化、考试内容应试化的教学模式，转向以单元主

题为统领的整合化、整体化和结构化的课程教学模式，凸显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地位、是知识的主动构建

者。教师应立足单元教学，强化素养立意，整合单元内容，挖掘单元话题主线，挖掘单元育人价值，整

体设定教学目标，将学生关键能力发展和学科核心素养的育人目标具体化细化为单元和课时目标中，将

语言知识教学融入到主题意义的探究中，在体验中学习，在实践中运用，在迁移中创新，增强对知识的

理解与内化，促进知识的运用与迁移，引导学生主动构建单元主题体系，搭建单元内容框架，培养学生

信息处理能力、语言概括能力，形成必备的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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