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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实施，英语学科教学也在不断地去适应国家的新的教育要求和教育理念，

我国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视，初中英语教学也逐渐从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转变。在这样

的背景下，初中英语大单元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方法和重要路径。

大单元教学就是把教学内容重新进行整合起来，对内容进行主题意义的划分，从而完成教学目标和核心

素养的培育目标。目前来看，虽然初中英语大单元教学有很多优势，但是不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挑战。

因此，本文在分析大单元教学目前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大单元教学在初中英语课堂上有效实施

路径进行研究，从而助力大单元教学的有效展开，促进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的提升，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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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English teaching is const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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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ng to the country’s new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educational concepts. China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
ing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ethods. In this context, as a new teach-
ing mode, large unit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is an effective method and an important 
path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Large unit teaching is to re-integrate the teaching content, 
to divide the content of the theme meaning, so as to complet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core qual-
ity cultivation objectives. At presen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in large unit teach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refore, on the ba-
sis of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arge unit teaching, this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large unit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English classes, so as to help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large unit teaching,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anguage abil-
ity, cultural awareness, think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and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hich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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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英语这一语言的地位在全球变得越来越重要，语言表达能力

和语言知识不再只是英语教学关注的重点方面，而是更加注重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培养，从而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强调整体单元教学在初中阶段的必要性，要求各学

科教学内容结构化，基于主题语境，以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促使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到实处；同时还提

出“教育需要促进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专业思想，根据学科

的特殊性，英语学科教学要求以培养学生语言、学习、文化意识及思维品质四方面的学科素养为目标，

从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张玉燕，2023) [1]。在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来自基础教育课堂教学

上的难题慢慢浮现。“英语教学碎片化、表层化和标签化的问题突出，教师忽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和正

确价值观的培养”(王蔷，2018) [2]。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 教学设计形式化，教师缺乏对课程标

准的深入理解，缺乏以主题意义统领教学设计的意识，使得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及“呈现方式”流于

形式；(2) 教学内容碎片化，教师或过度关注词汇和语法的讲授，或盲目聚焦技能和技巧的训练，或着重

分析句子间的衔接手段，忽视单元主题或语篇主题内容背后的育人价值；(3) 教学过程散片状，教师不能

以意义探究为主线统领教学活动设计，导致所开展的活动随意且零散，各个活动之间缺乏逻辑关联(王蔷，

2020) [3]。因此在我国核心素养的背景下，初中作为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阶段，如果孤立地进行教学，不

利于老师教学效果的提升，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因此，初中英语教师应该主动改进教学

模式，精心设计和开展英语大单元教学，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摆脱传统教学，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交际

能力、思维品质等能力的发展，从而为我国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2. 核心概念界定 

2.1. 大单元的概念 

“单元”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被定义为“整体中自为一组或自成系统的独立单位”[4]。《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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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单元定义为“学习的段落”[5]。教育领域中的单元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系统化知识内容

构成的教材单元；第二类是以学生真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活动单元。教材单元为学生提供系统的学科知

识，而活动单元则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应用所学，促进全面发展(刘飞，2020) [6]。钟启泉指出：“单元是

基于一定目标与主题所构成的教材与经验模块，可以分为教材单元和经验单元。教材单元主要是基于学

科基础知识来构建的。经验单元则基于学习者的已有经验进行设计。它强调从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出发，

将新知识与学生的旧有经验相结合(钟启泉，2015) [7]。一个“大单元”可以被视作一个指向素养的、相

对独立的、且能体现完整教学过程的课程单元。这种大单元的设计理念有助于教师和学生更系统地探索

和理解学科知识。它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基于教材单元固有结构的整合，这种方法保留了教材的

基础框架，同时通过增加或调整内容，使教学更加丰富以贴合实际教学需求。另一种是打破教材固有结

构的整合，教师会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教学内容，根据学科核心素养和课程标准来重新组织材料，

形成更具逻辑性和整体性的教学单元(崔允漷，2019) [8]。大单元重视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拒绝孤立

地讲授知识，强调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 

2.2. 核心素养的概念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我国于 2014 年 4 月在《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

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核心素养”概念，是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9]，核心素养又包含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核心素养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它是对学生实施各种教育的综合体现，核心素养的培养贯穿人的一生。每个科目都有自己的核心素养，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在 2017 年首次正式提出，并且在 2018 年 1 月 16 日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

标准(2017 年版)》和 2022 年 3 月 25 日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和完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语言

能力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坚实基础，文化意识则反映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在学生体验不

同国家和地区文化的过程中，这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能够准确分析具体事件，认真思

考，从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学生也可以创造性地吸收实用的知识，从而提高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下这四个方面彼此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以便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为国家培养

更加优秀的高素质人才。 

2.3. 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 

核心素养是初中英语大单元教学的最终指导目标和具体依据，而初中英语大单元教学是实现和培养

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大单元教学是以教材中各个单元内容的整合为教

学基础，以单元主题背后的意义为主线，开展“教–学–评”一体的大单元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大单元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还能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能力，促进学

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在目前的初中英语中，教材主要是以单元为特点进行编写，各个模块的内容与单元

主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学生虽然掌握了很多语言知识，但是并没有意识到知识

之间的内在联系，语言综合能力也比较差。此外，钟启泉教授指出，核心素养区别于应试教育的最大特

质在于真实性(钟启泉，2016) [10]。核心素养目的是希望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得他们具备正确的价值

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的出现，很好地解释了英语课程对学生的教育价值，改变

过去在传统教育中主要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机械化的教学方式，为培养更加全面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为教师在今后大单元教学中对于课程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具体的依据，让老师在备课过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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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有方向地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在初中英语课堂之中，用大单元教学推动核心素养，用核心素

养来指导大单元教学的实施，促使两者都可以更好的发展。 

3. 初中英语大单元教学的现状 

3.1. 大单元教学缺乏实用性和交际性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背景下，大多数学生只是在英语课堂上能够接触到一些英语语境，只有在英语课

堂上他们才有用英语进行交流的机会，我国的语言大环境所导致学生能够接触到英语的机会少之又少，

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无法有效地通过在真实生活环境中的交流来提高。此外尽管很多学生在英语应试考

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语法和词汇等方面掌握较好，但是在实际的口语交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

的不足之处。学生在课堂上机械性地学习英语，大部分能力中等的学生无法将学到的语言能够准确并且

有效地进行产出，他们缺乏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此外，一些在课本中有关创设情景的活动环节却不受

部分教师的重视，老师只顾讲解枯燥的知识点，使得语言脱离情景，无法吸引学生的兴趣，使得课堂教

学效果不佳。 

3.2. 部分教师的大单元教学能力不足 

目前大部分英语教材基本都是以单元为单位展开的，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既定的

主题，整个单元围绕这一主题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等练习，以达到本单元的教学目标。在当今的教

育背景下，大多数教师可以做到对教学内容中基本课时的划分，但是在大单元教学设计能力、教学评价

方案制定、大单元设计重难点等方面有所不足。在将大单元教学应用于教学实践时，并没有具体结合各

个不同课型的要求和课时特征，导致单元整体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此外，大单元教学对教师的能力同时

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部分教师在分析英语教学内容中，对单元的结构划分并不清晰。新上岗的老师由

于缺乏经验，自身的专业素养不够强硬，英语基础知识不扎实，缺少系统的知识体系，所以无法有效地

整合教学资源，更无法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这不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这直接也影响了学生思维水平和

理解能力的发展。目前英语教材的编排都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和逻辑性，比如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就是由

三部分组成，Section A、Section B 和 Self-Check，这几个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们相互依存，并由

浅入深地对学生的学习内容难度进行编排，各个部分也有清晰的教学目标和联系起来的大目标。如果老

师对此不明确，将知识只是孤立地向学生进行传授，不利于学生建立起知识点的框架。此外，部分教师

的工作年限较长，教学模式已经固定，难以转换(朱贝贝，2023) [11]。 

3.3. 大单元教学目标定位不够清晰 

英语学科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也就是英语学科要求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要

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培育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然而如今的

教育还是深深的受着应试教育的影响，大单元课堂教学中只关注于语言知识方面的讲解，忽视了学生其

他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学目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一切教学工作实施的总方向，

也在同时引领着师生共同前进。教学目标定位如果产生了偏颇，那么大单元教学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影

响。教学目标也是后续教学评价工作的总依据，教学目标如果不明确，也不利于后续教学评价工作的开

展。 

4. 大单元教学的实施策略研究 

本文将以人教版初中英语八年级下册 Unit 6《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为例，为实

现学科育人的功效，在大单元教学的框架下，共同探索如何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将大单元教学更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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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指向核心素养，明确教学目标 

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要在核心素养的指导之下，设立出明确的教学目标，并且展示给学生，让学

生在学习之前对自己所学的内容有所了解。22 版义务教育新课标中指出，教师可以从 what，why，how
这三个角度出发，这三个分别代表语篇内容，作者语篇写作意图和语篇的逻辑结构框架，这样做可以有

效地对文章进行分层解读。学生正值青春期，他们的思维发展也是由低到高，所以教师在进行大单元教

学之前，老师帮助学生确立由简单到复杂的学习目标，让学生明白所要学的内容，以及学习要达到什么

水平，从而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例如，在 Unit 6 学习之前，老师可以设置几个总目标：

(1) 能够听说读写重点词汇，并熟练掌握和应用一般过去时，讨论过去发生的事情；(2) 理解连词在故事

之中的使用，可以复述故事；(3) 在不同的时代下，对故事中的精神进行批判性思考；(4) 感受中外文化

差异，坚定中国文化自信。 

4.2. 创造真实情景，培养语言能力 

在大单元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创设一些真实的情景。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之上，结合学生熟悉的

生活主题，将单元的主题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让学生感受到英语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帮助

他们对大单元主题进行更好地理解，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情景中深化对单元主题的了解，帮他们搭建

英语课堂与真实生活沟通的桥梁。由于目前的英语教材大多只是以图片的形式来呈现一些场景，无法

让学生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多样化的真实生活，这样很难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探索英语的积极

性。因此在大单元教学过程中，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老师可以借助一些多媒体、视频、音频等

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创设一些更加有趣的生活场景，让学生能够多方面体会到主题意义，从

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促进大单元教学的有效开展。生动的场景可以更好调动学生的思维，从而促

使他们积极地进行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一步步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例如，在这一单元中，老师可

以在导入阶段给学生播放《嫦娥奔月》这一寓言故事的视频，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视觉上抓住学

生的注意力，接下来老师可以询问学生在童年还听过哪些寓言故事，鼓励同学们大胆交流讨论，让学

生以中国神话故事为主线，听懂并且能够用思维导图，对故事发生的开端，发展和结局进行表达，并

牢记所学的句型结构，把他们应用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之中，鼓励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或者童话故

事等。 

4.3. 探究文本意义，增强文化意识 

文化意识的培养是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教师只有通过生动形象的教学方式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

文化意识。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对于学生非常重要，这样有助于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从而实现英语学

科的育人价值。正确的文化意识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民族意识，加强国家情怀，认可民族文化，坚定文化

自信等。通过比较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异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加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

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从而更好地实现学科文化育人的功能，让学生成为更加有自信，有格局，有国

际视野的新世纪青年。例如，在这一单元中，本单元的主题是 Legend and Stories，并且 Section A 和 Section 
B 分别介绍了中国寓言故事和西方的寓言故事，要求学生对此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且让学生理解其中

故事的背景和寓意，在 Section A 通过愚公移山故事的学习，让学生学习愚公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探索

精神，理解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在 Section B 学习之后，老师引导学生通过比较中国传统的寓

言故事和西方传统的童话故事，让学生认识到中西方寓言或者童话故事的文化差异，从而坚定学生的民

族文化自信，在大单元的主题意义下，最后可以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How should we view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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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鼓励学生思考，培养批判思维 

英语教学不仅要给学生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更要注重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课程标准》将思维

品质的目标设定为“能梳理和概括信息，能分析、推断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能够做到恰当评价、

判断观点，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具备多元思维的意识和创新思维的能力”[12]。通过阅读不同主题

和文体的文章，学生需理解文章的主旨、细节和推理关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培

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发展学生多种及多元思维是阅读教学的重要任务(陈红芳，2018) [13]。例

如在本节课 Section A 学习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略读概括文章大意，之后精抓文章细节，让学生根据自

己对文本的理解，体会文章情感和作者意图，体会到愚公坚韧不拔的精神，并结合现在所处时代，让学

生对本文所表达的价值观念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老师在最后可以向学生提问：“How do you view the act 
of Yu Gong moving mountains?”，让学生意识到愚公移山的精神贵在持之以恒，但是愚公的实际操作却

不是非常值得提倡，为了一个梦想付出了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其实这个梦想可以变换一种思维

方式瞬间就可以实现，比如搬家。在生活中我们除了坚持还应该多一些变通，愚公移山的故事只是神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理性面对问题，而不是盲目地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等等，从而引发学生深入

思考，培养他们的批评性思维。 

4.5. 采用多种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的高低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是很大的，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应该先给学生选择

适合他们自身的学习策略，帮助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以便提高他们正确的学习效果。老师可以先

将本单元内容进行整合和分析，挖掘各课时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把所有有关联的知识点联系起来，

并且展示给学生，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随后老师在此基础上，再布置相应的教

学任务，重点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搭建起来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框架，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策略，比

如说在这一单元教学之前，老师可以先帮助学生完成 Section A 和 Section B 板块的预习，或者在学生学

习完本节课之后，学生可以通过故事阅读，理解故事中常用的时态和结构表达，利用思维导图等方式，

让学生理解连词在故事之中的使用，或者是在最后让他们给愚公移山的故事写一个续写，去想象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故事，从而逐渐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4.6. 开展教师培训，提升专业素养 

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起着主导作用，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路人，因此教师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等

非常重要，教师的一言一行也会无时无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此外，为了更加有效地实施大单元教

学，新手英语教师需要自身努力，自觉学习优秀教师的单元知识整合能力，这样他们才可以将初中英语

教学内容整合成完整且系统的知识体系，从而把知识有效地教给学生，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知识框

架。除了教师自身的努力，我国的教育也需要不断改革，学校等教育平台也要组织老师进行相应的前沿

教学方法培训，鼓励老师之间相互学习，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教学水平。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单元教学无疑是促进核心素养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为了更好地在初中英语课堂教学

中实施大单元教学，需要老师自身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从而在老师的指导下帮助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

构建出系统的知识框架，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此外，初中英语教师要以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为教学目

标的导向，努力探索更加有效的大单元教学的方法，推动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新世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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