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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乡共11所公立学校的40名小学英语教师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

的方法，探究城乡教师使用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方法的差异情况。研究表明，

在认知程度方面，城乡教师在对学习活动观及该教学方法的认可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使用频率方面，

城乡教师除了在创设真实语境学习活动外均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城乡小学英语教师对教育理念的认

知水平及教学水平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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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ty primary English teachers from 11 public school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the Xinjia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4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40
https://www.hanspub.org/


罗浣慈 
 

 

DOI: 10.12677/ae.2024.14112140 853 教育进展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were surveyed, and a combination of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in their use of the Unit Integrated 
Instruction in primary school in the context of Activity-Based Approach (ABA)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terms of cognitive leve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endorsement of the Activity-Based Approach and this teaching 
method; in terms of usage frequency, in addition to creating authentic contextualized learning ac-
tivities, there were al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eachers in the two region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knowledge of 
pedagogical concepts and their teach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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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对个人竞争能力以及国家的全面发展都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要践行学思结合、用创为本

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强调活动是英语学习的基本形式，活动要围绕真实问题和情境，以主题为引领，以

语篇为依托进行设计和组织[1]。同时还倡导推动实施单元整体教学，以主题为引领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

要求教师以单元教学目标为统领，组织各语篇教学内容，规划系列教学活动，实施单元持续性评价。根

据《新课标》所提倡的教学理念，当今的教学方法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传统的机械练习、碎片化、表层化

及知识导向的学习方式应当被有意义练习、整体性学习和认知发展导向的教学方式所替代，将课程目标

从“知识本位”转向“素质本位”，从而更好地发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基于此，本

研究将探究新疆地区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的城乡差异及差异产生的原因。 

2. 英语学习活动观及单元整体教学 

英语学习活动观旨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塑造其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2]。《新课标》阐

释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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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英语学习活动观以育人

为导向、以核心素养为目标，强调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3]，教师需要设计丰富多样的课堂

学习活动，帮助学生做到“做中学”“学中思”“思中创”，在活动中内化知识，构建知识框架，锻炼思

维品质和创造能力，将知识转化为个人能力，从而逐步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单元整体教学法以整体语言教学法(Whole Language Approach)为理论基础。Goodman [4]认为该教学

法将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语言学习能力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它强调语言的完整性和对象的完整性，

同时也注意教学内容和语言技能的整合。 
单元是英语教学知识逻辑体系中的最小教学单位，是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的载体，也是培养学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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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素养的基本单位。单元整体教学不仅要构建单元教学目标、语篇教学目标和课时目标，同时要以整体

为观念，以主题为引领，一体化统筹“教–学–评”，形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教学模态。教师要以单

元目标为统领，依托主题关联语篇，将凌乱散碎的知识点梳理成知识框架，引导学生形成系统连贯、结

构清晰的认知模型。同时着力设计层次丰富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让学生在学习活

动中“做”，在真实语境中“学”，在创新迁移中“用”，构建对单元主题的深层认知，发展语言能力和

学习能力。 

3.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是指教师通过感知、梳理、概括单元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以

主题为统领，深度研读篇章内容，分析把握各阶段学情与学生的认知结构、学习需求，结合学生文化背

景与生活经验，使学生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学习主题之间建立关联，发现认知差距。教师遴选重组教学

资源，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激发学习兴趣为目的，制定单元教学目标，围绕主题设计有利于学生感知、

学习与运用语言的情境化教学活动，重新构建内部联系紧密、逻辑清晰的完整主题单元。 
过往研究主要是针对理论综述、个案实证性研究、教学策略研究及单元教学设计研究，并且研究对

象聚焦于南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没有聚焦西北地区针对教学方法使用差异性的专项研究。本研究

为拓宽探究视野，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小学英语教育，试图探讨新疆城乡小学英语教学方法存在的

差异，城乡教师对该教学方法的理解及应用情况差异，及了解教师对弥补城乡英语教学差距的建议。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为了考察基于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城乡差异，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 城乡教师对基于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方法的应用情况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

差异，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2) 在教师看来城乡英语教学差异形成的原因及解决建议是什么？ 

4.2. 调查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1 所公办小学的 40 名英语教师(女性

24 名，男性 16 名)，其中 20 名教师分别来自 6 所位于城区的小学，其余 20 名教师分别来自 7 所位于乡

镇的小学。由于新疆乡镇地区小学英语起始学习年级为三年级，所以本研究对于市区小学也仅调查了三

至六年级的英语教师。 

4.3. 研究工具 

本研究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对 40 名教师运用基于学习活动观的英语单

元整体教学方法进行调查。 
问卷参考刘秀红[5]并做了相应改编，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问卷的第一部分收集参与者

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共有 18 道题目，其中 9 道题的选项采用 4 分制(如：非常了解、比较了解、知道

但不太了解、不了解)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考察教师对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方法的了解、

运用和满意度，调查结果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之后又随机选取 6 名教师(城乡教师各 3 名)
参加了结构性访谈，深度了解城乡教师对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主题教学的认知及弥补城乡英语教

学差距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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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与讨论 

5.1. 城乡教师在使用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笔者对教师使用基于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方法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以探讨城乡教师对该

教学方法在了解和使用上存在的差异，调查结果见表 1。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knowledge and use of the unit integrated i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activity-based approach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表 1. 城乡教师对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方法的了解及使用比较 

基于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方法 
城区 乡镇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t P 

认知程度 

学习活动观了解程度 3.10 0.55 2.65 0.75 2.169 0.037 

单元整体教学了解程度 3.50 0.51 3.25 0.64 1.365 0.180 

适合日常教学与否 3.40 0.50 2.70 0.98 2.845 0.007 

使用频率 

教学方法的实施 3.45 0.51 2.85 0.75 2.971 0.005 

单元统筹教学 3.65 0.49 3.00 0.46 4.333 0.000 

创设真实语境学习活动 3.80 0.41 3.50 0.61 1.831 0.076 

递进性活动的实施 3.35 0.49 2.80 0.77 2.702 0.010 

梯度性活动的实施 3.40 0.50 2.75 0.64 3.577 0.001 

 
除了“单元整体教学的了解程度”和设置“创设真实语境学习活动”这两方面(P > 0.05)城乡教师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他六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城区教师 F 说到“单元整体教学是新课改提出的新概

念，这几年教研活动非常重视培训教师如何实践该概念”，因此无论是城区还是乡镇，教师们对单元整

体教学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英语学科一直强调从真实语境中引导、应用学习，培养学生将所学应

用到日常交流中，所以调查数据表明城乡教师之间于这两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就“英语学习活动观的了解程度”而言(P < 0.05)，城乡教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导致这一差异存在

的原因是乡镇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很少融入新的教学理念，未能应用新课改教学思想，所以在日常教学中

对新教学方法和概念的理解和应用水平不高[6]。城区教师参加各项校级区级教研活动更频繁，教师 F 谈

到：乌鲁木齐的教师每年都要求参加论文比赛，学校对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有一定要求，教研室也会经

常邀请外省优秀教师开展讲座培训等。这些方面都使得城区教师对基于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 
就“基于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是否适合日常教学”及“对该教学方法的实施”而言(P < 0.05)，

乡镇教师认为该教学方法并不是非常适合小学英语教学，原因可能是乡镇地区教育部门对该概念的重视

程度不高，教师没有合理掌握运用该教学方法，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对该方法还存在很多困惑，例如如何

提炼单元主题意义、制定单元目标等。这也是为何在“单元统筹教学”的使用频率方面，城乡教师表现

出非常显著的差异，城区教师以单元为单位统筹安排教学内容的频率明显高于乡镇教师，多数乡镇教师

上一课制定一课的教学目标，他们更倾向于直接运用教材上提供的单元主题内容进行教学，同时一部分

乡镇教师认为原先的教学方法更适合当地学情，从而不是非常认同该教学方法的实际运用。但城区教育

部门更注重教学的创新和教育理念的更进，所以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更关注新型教学方法普及与使用。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40


罗浣慈 
 

 

DOI: 10.12677/ae.2024.14112140 856 教育进展 
 

就“递进性活动的实施”而言，两个地区的教师也表现出显著差异(P < 0.05)，语言学习需要经过“输

入–内化–输出”的循序渐进过程，而语言活动的设计也应遵循该规律。英语学习活动观和单元整体教

学都强调递进性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而学习活动观为单元整体教学提供了指导，所以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促进学生英语学习。在问卷和访谈中发现，乡镇教师更多是按照教材或教学大纲提供的内容设计递

进性的学习活动，而很少合并主题内容，将每个课时之间的教学目标、课堂活动、话题等关联起来教学。

而一些城区教师不仅在单独课时内设计层层递进的学习活动，还会在学生完成单元学习后应达到的总目

标基础上，将其细分为逐步递进的分课时目标，从而整体规划相应的学习活动，使教学目标能够在递进

性的活动中有效实现。 
就“梯度性活动的实施”而言，城乡教师依旧表现出显著差异(P < 0.05)。在问卷的多选式问题中问

及在设计基于学习活动观的主题单元教学的过程中，哪些方面遇到的困惑比较大，乡镇教师对梯度设计

教学活动选择的比率较高。乡镇教师 B 和教师 C 都提到，教师在课堂中主导讲授，而让学生思考、记忆、

训练的时间较少，当地学生基础比较弱，所以梯度性活动设计的较少，主要让学生掌握基础性知识，如

果再将单元内容整合，会出现内容上不完，学生难以掌握的现象，当地学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教师

对该教学方法的应用。 

5.2. 在教师看来城乡英语教学差异形成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6]。从城乡教师理解与使用基于英语学习活

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方法的差异这一微观层面反观城乡英语教学差距。在访谈中谈及造成城乡英语教育

差异的原因，教师们的反馈主要有教育投入、学情以及师资水平。关于教育投入，乡镇教师 B 反馈“教

学设备还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学习环境不足都使得城乡教育差异显著”。学情方面，乡镇教师 C 指

出乡村地区的很多家长教育观念淡薄，大环境下对英语学科的重视程度不足，从而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不

高；乡镇教师 A 说到“城乡差距在父母一辈就已经形成，不同地区孩子见识不同，我们只能说在单元整

体教学要求之下设计的一些活动更贴近于我们自己的学生，在此基础上让孩子的认知或者语言技能有所

提升就可以了”；城区教师 E 在访谈中说到“我之前在村镇地区呆过一段时间，发现乡村英语教学最突

出的问题是词汇问题，这导致乡镇上的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欠佳，阅读能力不强，这和小学英语主题单

元教学的目标要求还相差甚远。”乡镇学生的学情让教师难以在基础上拔高，这也压缩了教师提高自身

教学水平的空间。受新疆地域特征的影响，乡镇教师得到教育培训的资源与机会因此而受限，城区教师

F 提到另一点“市里的教研活动会更多一些，因为新疆各地区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乡镇教师要集中仅限

于校与校之间，或者距离近的乡和镇”，关于师资水平，先前一些研究表示农村学校外语师资力量非常

薄弱绝大部分英语教师是非英语专业的转岗或兼课教师；教师队伍不完善，未能配备专业化的教育人员，

使得英语教学过程不够规范，影响学生发展[6]。 
关于如何弥补城乡英语教学差异，结合 6 位受访者的回答，从教育部门及教师层面来看，最重要的

就是共享教育资源，城市的教育环境和学校基础设施都优于乡镇，社会应对师资、资金和技术等进行组

织与安排，切实提升教育管理工作效果。其次学生作为教育主体，农村学生英语基础能力欠佳，学校应

多组织英语活动，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城区教师 F 表示市内每年都有课本剧大赛，此类活动在提高

学生英语能力起到积极作用，所以乡镇也应尽力为学生创造更多展示的平台。最后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家校合作也尤为重要，村镇地区应重视家校携手，共促学生进步。 

6. 结语 

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基于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城乡差异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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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1) 城乡教师在使用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法时，除了在认知程度的

“单元整体教学的了解程度”和对该教学方法的使用频率层面的“创设真实语境”两点上没有显著差异，

其他方面皆存在显著差异。2) 从社会经济发展到教育投入、学情以及师资都是造成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 
英语教学新概念在不断地推广与普及，重视与解决城乡教育差距问题之刻不容缓，本研究能够呼吁

城乡英语教师对学习活动观及主题意义的探究，从而更高效、更有效地实施课堂教学，英语教学的模式

和观念不断更新，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只有各界共同努力才能使人才培养更加均衡，推动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致  谢 

在此，我向所有给予本研究帮助和支持的人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感谢我的导师焦丹老师在论文选题

和修改中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参与调查访谈的小学英语教师们提供的可靠数据；最后，感谢家人和朋

友的陪伴、督促及鼓励。再次献上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2] 杨淑萍, 耿莉雪, 冉静, 等.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初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路径探析[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23, 33(5): 72-75. 

[3] 王蔷, 钱小芳, 吴昊. 指向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内涵、架构、优势、学理基础及实践初效[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1, 44(7): 1-6. 

[4] Goodman, K. (1986) What’s the Whole in Whole Language. Heinemann, Portsmouth. 
[5] 刘秀红. 基于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主题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20. 
[6] 张珊珊, 张彦辉, 王庆伟, 等. 农村初中英语教育现状及改善措施分析[J]. 试题与研究, 2021(2): 64-6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40

	基于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城乡差异调查
	摘  要
	关键词
	An Applied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Unit Integrated Instruction in Urban and Rural Primary School in the Context of Activity-Based Approach (ABA)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英语学习活动观及单元整体教学
	3.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4.2. 调查对象
	4.3. 研究工具

	5. 结果与讨论
	5.1. 城乡教师在使用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单元整体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5.2. 在教师看来城乡英语教学差异形成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6. 结语
	致  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