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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英语新课程推行以来，教师“填鸭式”教学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课堂从机械性讲授转向

进阶性活动，学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和体验。然而，英语课堂中仍存在浅层化、片面化和零散化的

问题，教师忽视了对学生整体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单元整体教学的提出为解决这些问题、培

育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通过梳理英语学习活动观和单元整体教学的内涵，

尝试构建单元整体教学与新课程实施的关联，探索指向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以大单元

主题为引领，在单元教学设计介入真实的情境与任务，体现活动的关联性、进阶性和发展性，推动学生

深度学习，实现英语学科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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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nglish curriculum for senior high school, the problem of 
“cramming” teaching by teachers has been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and the classroom has shifted 
from mechanical lecturing to progressive activities,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and experien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of superficiality, one-sidedness, and 
fragmentation in English classes, and teachers ignor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overall thinking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ies. The proposal of unit-based teaching provides a new perspec-
tive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ies and core literac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t-based teaching and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by sorting out the connotations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view and 
unit-based teaching, exploring the design of unit-based teaching oriented towards English learn-
ing activity view, leading with large unit themes, intervening in real situations and tasks in unit 
teaching design, reflecting the relevance, progr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tivities, promoting 
deep learning of students, and realizing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English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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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单元整体教

学的理念得到了广大一线教师和专家的认可。但英语课堂中仍存在浅层化、片面化和零散化的问题，教

师忽视了对学生整体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丰富的活动和多样的形式反而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

和批判评价的时间和空间，不利于学生深度理解文本、建构语境和意义、分析和解决问题。这已然成为

推动新课程发展、促进学生能力向素养转化面临的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单元整体教学的提出为解决这

些问题、培育学生的思维品质、推动学生深度学习、培养核心素养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于指向核心素养

全面发展的单元整体教学是一个认知和价值判断能力发展的复杂过程，依赖于单一语篇或单一结构的学

习是困难的。因此，需要以单元为中心，以学习活动观为指导，引导学生进行基于单元的整合性、关联

性和发展性学习。本文将通过课例讨论如何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来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以实现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的育人价值。 

2.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相关理论 

2.1. 英语学习活动观 

英语活动是指使用英语进行的各种交流和互动行为，包括口语、听力、阅读和写作等方面。这些活

动旨在提高学习者的英语语言技能，同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融入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

英语活动不仅包括正式的课堂教学，还包括课外的实践应用、文化活动和社交互动等。关于英语活动的

定义，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美国语言学家克拉伦斯·比克(Clarence Beecher)认为：“英语活动是一种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9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谢丽婷，任珂媛 
 

 

DOI: 10.12677/ass.2023.1212993 7290 社会科学前沿 
 

有目的、有意识地使用英语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行为，旨在提高学习者的英语语言技能和跨文化理解。”

英国教育学家戴安娜·克拉克(Diana Clark)进一步补充：“英语活动应该涵盖各种语境和场合，使学习者

能够在真实的交流中提高语言能力。”因此，深入研究英语活动有利于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技能、增

加语言知识、增强跨文化理解、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和促进英语学习者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最终实现培养学习者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 
以育人为指引、以核心素养为目标、以学生为主体是英语学习活动观的核心，由教师和学生一起参

与的系列相互递进和关联的活动[1]。《课程标准》指出，学习活动观是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

创新等发展性学习活动，使学生激活已知，获取、阐释和评判语篇意义，发展多元思维、整体性思维和

批判性思维，提升思维品质和价值判断能力[2]。通过学习理解类活动，学生从语篇获取语言和文化的新

知识，激活已有知识，关联和整合新旧知识，从而深入理解语篇意义及其承载的文化价值。通过应用实

践类活动，学生对输入知识进行内化和输出，提高语言运用的技能，探究语篇的深层涵义，创造文化体

验，实现能力和素养的转换。通过迁移创新类活动，学生深化主题意义，能够把所学知识迁移到新的领

域，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从而合理表达情感和观点，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培

养正确的价值取向，实现能力向素养的转化。可见，学习活动观具备整合性、关联性、层次性、融合性、

实践性和发展性的内在特征[3]。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融合、衔接和发展语言知识

与技能的过程，紧密结合语言、文化和思维，为英语教师统筹实施教学活动指明了方向，它是推动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关键路径。 

2.2. 单元整体教学 

单元整体教学是指以单元主题为核心，教师对同一单元内的教学内容进行分析、整合和重组，并将

单元主题贯穿在各个教学活动中，以加深学生对单元内容的认识和内化，并以此推动学生的语言知识和

语用技能的发展[4]。这种教学模式需要将每个板块中共有的细节知识点通过某种方式连接起来，实现信

息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单元不是同个主题下几个语篇的汇合，而是一个集目标、内容、过程和

评价为一体的学习单位[5]。单元教学设计体现了系统性和严谨性，它是统筹各个单元进行全面系统的以

学生为本的专业设计。单元教学设计是英语学科推动新课程发展、推动核心素养培养和转化、实现英语

学科育人价值的核心道路[6]。实施大单元教学，教师可以统筹安排教学内容，并根据整合的主题语境和

主题意义制定整体性、关联性、发展性、进阶性的单元教学目标，进而评价学生学习的成效，从而优化

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7]。由此，教师可以改变零散化、片面化、填鸭式教学，形成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教

学思维，改进课教学的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单元整体教学不是各个单元简单的叠加，而是整体的有机

融合。单元整体教学以主题意义为引领、注重内容关联性、统筹规划单元目标、整体推进实践活动、及

时进行单元评价、以学生为本并重视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2.3. 理论基础 

本研究立足于英语学习活动观，探讨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主要包含格式塔心理学、

整体语言学和系统理论。首先，格式塔心理学指出，人们的感知并非各种感官元素的简单组合，也不是

先感知事物的各个部分，再关注整体，而是首先感知整体，然后才是各个部分[8]。因此，教师必须尊重

学生的认知过程，从单元整体的角度进行教学设计，以实现课堂效率的最大化。其次，整体语言教学强

调将语言看作一个整体，而非孤立的、零散的部分[9]。在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

过程中，我们需要将语言知识和技能视为一个整体，将语音、语法、词汇等元素融入到语境中进行教学，

并通过听、说、读、看、写等语言技能来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应用，这正是整体性原则的体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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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系统理论的整体性观念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它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系统，

每个系统都是由若干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并非随意排列，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共同构建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次，系统理论强调一个系统的功能并非各部分简单相加的总和，而是

有可能整体大于各部分的和。换句话说，系统的整体功能往往超越了其各部分单独作用的总和，这是由

于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和相互影响[10]。因此，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是

一个系统的过程，每个教学单元都是一个系统，我们需要将每个教学单元视为一个整体，以充分利用其

完整性的优势。此外，单元整体性教学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大于系统各要素的总和，我们需要处理好单元

整体性教学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要素的协同作用，以实现教学和学习效果的最优化。 

3.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实践 

下面以人教版(2019 年版)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二 Unit 2Wildlife Protection 为例具体阐述基于

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实践。 

3.1. 整合主题语境，确定单元教学目标 

本单元围绕的主题语境是人与自然，单元内容是探究野生动物濒危的现状和原因、保护野生动物的

措施、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果、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层次涵义，将主题“保护野生动物”

升华到从自身保护身边的动物出发，实现了单元主题语境的递进性(见表 1)。本单元的语篇类型涵盖了演

讲、日志、视频、杂志组织介绍、报道、海报、视频。此外，单元语篇中涉及了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

如 are being hunted，其语法结构是 am/is/are being done。在单元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五项语言技能“听、

说、读、写、看”了解不同类型语篇中对野生动物面临的困境、濒危的原因、保护的措施等的描写，学

生能了解国内外多个组织机构、甚至是个体对濒危野生动物的重视和自发采取的保护措施等，从而激发

自身动机，从保护身边的动物做起，深入理解“保护野生动物”的含义，并进一步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实现需要人类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意义。 
 
Table 1. Unit content of Unit 2 wildlife protection 
表 1. Unit 2 wildlife protection 单元内容 

语篇 语篇类型 语篇内容 单元板块 

What on Earth Are We 
Doing to Our Planet 演讲 介绍地球上野生动物面临的困境—大规模 

灭绝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 Day in the Clouds 日志 作者记录了观察藏羚羊的经历、藏羚羊濒 
危的原因和保护藏羚羊的措施 Reading and Thinking 

Reading and Thinking 
Learn About Elephants 演讲 非洲象面临的困境，部分国家采取的保护 

措施和呼吁 

Liu Tao’s concern over the 
wetland in his hometown 日志 刘涛家乡的湿地被破坏和污染的现状 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Give Ugly a Chance! Don’t 
Make Paper with 

My Home! 
海报 呼吁人们保护物种多样性、停止砍伐树木、 

保护考拉的家园 
Reading for Writing 

The WWF 组织介绍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组织成立的初衷和举措 
Assessing Your 

Progress A Special Invention 报道 华盛顿学生制作装置助力野生动物数量统计 

Small Friends Pet Shelter 报道 介绍一家动物救助保护站，呼吁人们保护动物 

The Elephant Whisperers 视频 肯尼亚大象保护组织保护大象的措施 Video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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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读单元内容，整合单元各语篇的主题语境和意义和关联性，提炼出学生需要逐层学习和建构

的核心维度：野生动物面临的困境，野生动物濒危的原因，野生动物的保护措施。基于这三个维度，设

计单元学习目标，建构对保护濒危野生动物认知、态度和行为选择(见图 1)。 
首先，通过整个大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在老师创设的真实情境中，激活背景知识，获取与梳理野

生动物濒危的现状和原因，进一步深入研读后，概括和整合语篇主要信息。其次，学生要基于“听、说、

读、写、看”这些理解性和表达性技能对语篇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作出回应。比如在听说板块，学生要观

察和鉴赏海报，分析海报如何建构和传达其要表达的内涵意义和信息，根据海报所示内容预测听力板块

的主要内容，听力结束后，学生能够根据听力内容，模仿并创作一段保护某个物种的野生动物的真实和

具体的对话。最后，学生能够在反复研读单元语篇之后，挖掘文本蕴含的价值取向，对作者的写作意图

和逻辑结构进行分析评判，并结合具体例子对语篇的观点进行相应的评价。从而加深对单元主题意义的

理解，把学生的已知和新知联系起来，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进行深度学习、深度阅读，从而实

现能力向素养的转化。比如学生可以运用大单元所学知识和语言技能，创作一幅保护野生动物的英语宣

传海报，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迁移创新意识。 
 

 
Figure 1. Unit-integrated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ime allocation 
图 1. 单元整体教学目标及课时分配 

3.2. 基于单元目标，设计主题探究活动 

下面以这一单元的 Reading and Thinking 的语篇 A Day in the Clouds 为例，提炼单元主题意义，推动

学生从理解和识记的浅层次学习到内化和应用的深层次学习。 
该语篇的主题是“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主要讲述我国濒危野生动物藏羚羊的困境、濒危的原因、

采取的保护措施和取得的成就。该语篇是一篇日志，作者用第一人称的讲述自己在高原地区的所见所感。

该语篇结构完整，分为七个段落，第一段描述了作者在高原地区观察藏羚羊的目的。第二段讲述了作者

对藏羚羊的赞美和怜悯与对非法行径的愤慨。第三段介绍了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导游扎西保护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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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理念。第四段说明了藏羚羊亟需保护的理由。第五段讲述了不同组织保护藏羚羊的措施。第六段描

述了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的取得的成果。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所见现象的反思，也是文章的主旨，即只有改

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节课根据黄远振和黄睿的“读思言”教学

模型从内容、语言和思维三个方面来解读语篇，聚焦语言知识的输入、内化及输出，提炼主题意义，构

建发展性进阶活动[11]。 
课时教学目标： 
1) 获取、梳理野生动物藏羚羊面临的濒危困境、原因和保护措施，借助思维导图呈现语篇的结构化

知识； 
2) 运用所学语言，描述、阐释藏羚羊的现状、濒危的原因、采取的保护措施和取得的成果； 
3) 提炼文本的深层含义，推断作者态度；从不同角度分析、批判、评价中外保护野生动物的不同策

略与问题解决的方式，审视和思考个人参与保护的理性方式。 
4) 制作保护野生动物的海报，理解文字与非文字资源所传递的丰富信息、思想、态度与观点，培养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 
1) Pre-reading 
Activity 1: Lead-in 
教师在课堂上播放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视频，如黔金丝猴、华南虎和亚洲象等，再让学生结合现

有知识，表达他们对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的原因的看法。(分组讨论) 
【设计意图】教师为学生创设出形象生动的情境，引起学生对保护野生动物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为

学生发现并解决问题打下基础和创造条件。 
Activity 2: Prediction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课本的图片，然后关注标题，对标题的含义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预测文章的主旨。 
Q1: Do you know what “A Day in the Clouds” means？In what way you can spend a day “in the clouds”? 
Q2: Can you predict the topic of the text from the picture and the title? 
【设计意图】首先，插图能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同时快速导入话题。而语篇标题意味深长，具备

新颖性，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鼓励学生大胆猜测，思考如何在云间度过一天，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环境

特点)，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为深入研读语篇做好铺垫。 
2) While-reading 
Fast-reading 
Activity 3: Skim for main idea 
学生利用速读技巧和阅读策略，快速阅读文章，找出文章的主旨。 
Activity 4: Read for the type 
Q1: What kind of text is it? 
A. Narration 
B. Argument 
C. Description 
【设计意图】学生带着问题快速阅读文章，获取和梳理文章大意和各段落大意，并通过提炼关键词

来回答问题，并分析文章的体裁和语言特征。 
Careful-reading 
Activity 5: Read for structure 
T: Divide the passage into 3 three parts and use several words to summariz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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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 结构 主旨 

Para. 1-2 Introduction What do I see ( Beauty) 

Para. 3-6 Body What do I hear (Bad times & Protection) 

Para. 7 Reflection What do I feel (Change & Harmony) 

 
Activity 6: Fill in the Blank 
教师让学生再次仔细阅读文章，并完成下列表格。 

 
Content Who/Where/Why 

What do I 
see 

Snow-covered mountains disappearing into clouds; 
the graceful antelopes moving slowly across the grass. 

What do I 
hear 

By Zhaxi: Changta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We are not trying to save the animals. 
We are trying to save ourselves. 

Narration about Tibetan antelope: Bad times for them; 
measures to protect them; effects of measures/result. 

What do I 
feel 

Struck by their beauty & worry about their situation; 
Changing our way of life; 
Exist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设计意图】通过分析段落结构和各级活动的设置训练学生分清主次、定位关键词、确定主题句等

技能，强化学生获取细节信息，概括和整合文章内容和结构，归纳主旨大意，深入理解文本，提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Post-reading 
Activity 7: Discussion 
学生分组合作，回答下列问题，讨论结束后各小组派代表发表看法。 
Q: What can we do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Q2: Which of your lifestyle choices can have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n nature？ 
【设计意图】在迁移创新的学习活动中，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利用获取的信息，使用所学

的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解读，基于文本又同时超越文本。同时利于培养学生尊重自

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意识，让学生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大自然有怎样的影响，从而树立保护自

然的责任感，培养批判性思维。同时，通过课堂上的输入、内化和输出，提升学生对单元主题的深层理

解和内化感悟。 
Activity 8: Make a Poster 
讨论结束后，教师让学生制作一幅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英语宣传海报，需要标题醒目，主题突出，

触动人心，富有感召力。 
【设计意图】经过前面学习活动的输入、内化，制作海报的输出活动相对于一般的作业活动来说更

具趣味性和新颖性，有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文字与非文字资源所传递的丰富信息、思想、态度与观点，

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迁移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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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全过程中贯穿学习活动观，教师要摒弃表面的、虚假的、浅层的表演式教学，

要让学生在生成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同时促进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发展，增强文化意识，培养批判性思

维、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根据学生学情和动机，设计进阶性发展学习活动，使学生输入、内化并

输出所学知识和技能，使教学从零散向整体转化，教学目标由浅层向深层转化，加速育人价值的实现。

全面理解和把握学习活动观，教师将在课堂拥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学生也能够拥有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

间，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实现深度阅读。在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时，教师不能只关注每篇文章

的内容分析和活动设计，还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去关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同时，教师还需要根据学生的

学习情况重新安排和设计单元内容。整体教学有助于学生构建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加深对主题的理解，

并促进学生能力和素养的积极转化和发展。教师在进行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实践时，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以单元主题为引领，体现活动的关联性和递进性。教师在英语高中阅读教学中，需要整合单元教学

内容、提炼主题意义，设定贴切的发展性、关联性、进阶性、递进性的单元教学目标和与之对应的学习

活动。这样可以使教学更加关联和有意义，帮助学生从机械接受知识到活学活用知识，从浅层认识到深

层理解的过程中发展语言能力和语言技能，全面培养学科核心素养。通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我们改变

了表面的、孤立的和零散的学习方式，实现了知识的关联和整合。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突出了以学生为

本，推动学习向着把握本质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创新。 
每个大单元教学设计都必须介入真实的情境与任务。在真实的情境下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判断和解

决问题，教师才能切实评价学生的思维品质、价值取向和学习能力等[6]。首先，将真实的情境和任务视

为课程的一部分，以实现课程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其次，真正的学习是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中，只有

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学习，同时要减小知行差距。中小学生感受和理解事物通常是把所学在真实情境中

应用实践而实现的。最后，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做事”是教师评价其是否掌握核心素养的有效方法。

总的来说，在进行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时，教师应该创造与文本内容相匹配的真实的情境，使学生能够感

受到所处情境与自己的密切关联，从而有效培养学生产生疑问和进行探究的意识。同时，在教学过程中，

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重视知识的迁移和创新，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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