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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课标对普通高中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中心，发展学生的核心

素养。据此，本文认为采用学习共同体模式进行高中英语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发展核心

素养，并从学习共同的基本概念出发论述了学习共同体的由来、定义、特征和核心理念；从理论和现实

两方面阐述了将学习共同体应用于高中英语教学的依据；随后分析了学习共同体在高中英语教学中遇到

的困难；最后从教师角色转变、共同体成员选择标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以及共同体学习的评价机制和

情感保障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将学习共同体应用于高中英语教学的实现路径，以期能为该模式应用于高中

英语教学提供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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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English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s, which requires students’ centered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 
competenc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use of learning community model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develop their key 
competencies, and discusses the origin,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re idea of learning commu-
nity from the basic concept of learning community. It expounds the basis of applying th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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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mode to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
pects. Then it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 learning community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Finally,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er role transformation, community member selection cri-
teria, community oper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community learning evaluation and emotional 
guarantee mechan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applying learning community mode to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odel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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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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指出“我国新—轮的高中

课程改革以核心素养为主导，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

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1]。”

为此，学习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教学模式应当成为高中英语教学努力学习的方向，学习共同体作为一

种新的教学模式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对于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培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时

代新人具有深远意义。基于此，本文将由浅入深地论述学习共同体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实现路径。 

2. 学习共同体 

2.1. 定义 

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提出，认为共同体是是任何基于协作关

系的有机组织形式，任何具有协作关系的组织都可以称为共同体[2]。我国学者薛焕玉认为学习共同体是

指由学习者和助学者共同构成的旨在追求学习进步的有机团体。在共同体中，成员之间经常在学习过程

中沟通、交流和分享各种学习资源，既有利于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又有利于形成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的人际联系[3]。可以说，在学习共同体中所有成员不仅有着共同的学习目标，还能够认识到集体学

习对于促进个人进步的积极作用，且共同体成员在共同面对困难时能够培养合作精神和社会意识，形成

和谐的人际关系。 

2.2. 特征 

学习共同体是以学习为目标而成立的学生团体，共同体成员在学习上都有一定的自主性，且共同体

成员相互合作又使得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因此学习共同体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学习共同体成员有共同的学习目标。通过共同学习解决自身的基础薄弱问题，或者通过共同

体学习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学习共同体的直接目的。因此在共同的学习目标和学习需求下，共同

体成员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容易形成学习的合力，提高学习的效果和效率。就高中英语学习而言，共同

体的学习目标就是补习英语基础或者锻炼综合运用语言的技能，在所有成员的共同探索和努力下，对知

识的理解效率和记忆效率都会有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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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共同体的学习具有自主性。自主学习是学习共同体最鲜明的特征，学习共同体鼓励成员独立

思考自主学习，共同体成员可以就疑惑的问题展开讨论，将疑难问题解决在共同体内部，实现自主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难以系统的讲授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需要

学习共同体的建立，以鼓励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促进学习进步。 
再次，学习共同体具有社会性。在共同体学习中，学生在包容中合作，在合作中进步，在进步中培

养自信和社会意识。高中阶段是青春期的重要阶段，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在迅速发展，在情绪上难以稳

定，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互帮互助的成就感、满足感和集体归属感，解决学生面临的心理

问题和心理压力，对于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身心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学习共同体是一个以促进学习为目标，由学习者和助学者共同参与的互动式学习环境。它强

调合作、分享、反思与情感支持，旨在提高每个成员的学习效果，促进个人身心健康发展。 

2.3. 核心理念 

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是学习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在学习共同体中，学生的情感状态被视为影响学习

效果的重要因素，积极的情感可以积极有效地促进语言学习的过程，提高学习质量，消极的情感则会成

为语言学习的绊脚石，压制识别、理解、记忆等认知功能，从而降低语言学习效率[4]。关注学生的情感

需求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首先，营造归属感。学习共同体致力于营造一个让学生感到归属和接纳的环境。通过小组活动、项

目合作等方式，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从而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高

中生而言，项目合作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探索发现的有效途径，在项目合作中每个成员按

照自身优势都分配有自己的专属任务，缺少任何一人项目都难以完成，因此每个项目成员在完成整个项

目的过程中都能够认识到自身价值，增强对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其次，鼓励情感表达。学习共同体积极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情感，如困惑、挫折、成功和喜悦等。

这种情感表达不仅有助于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还能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强彼此的理解

和信任。高中阶段的英语学习课业繁重，学生在巨大的课业压力下容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学习共同体

鼓励学生大胆表达。共同体成员在相互关心和鼓励释放压力，增强自信，提高学习效率。 
最后，关注个体差异性。学习共同体承认每个学生的情感需求都是独特的。因此，在关注整体情感

氛围的同时，也需要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扰，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帮助。 
总之，学习共同体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致力于营造一个积极、支持性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这种

环境中感受到归属、接纳、支持和鼓励，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潜能。 

3. 学习共同体的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和社会重要性 

3.1. 理论基础 

学习共同体理论是在社会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起来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互动对学习过程的影

响，强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知识是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和互动来构建的[5]。一方面，学习共同

体为学习者共享资源合作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能够让学习者在真实的情境中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

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另一方面学习者通过共同体分享和合作，学会如何在社会群体中交流沟通，为

顺利进行社会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3.2. 现实意义 

高中阶段是英语学习的关键阶段，学生需要记忆大量的单词，理解更加复杂的语法知识，阅读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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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语篇段落，进行更加高级的写作工作，高中阶段英语课时不足更加重了学生的英语学习负担。在

新课标背景下，学习共同体模式对高中英语教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体和社会两方面。 
就个体而言，首先学习共同体能够促进不同水平高中生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互补，培养高中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效率。其次，共同体学习对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学习能力、

文化意识和语言能力等核心素养具有积极意义。 
就社会而言，学习共同体更加重要。首先，学习共同体能够优化整合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学习资源，

实现资源共享。其次，学习共同体必然涉及到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够增强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

相互合作，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最后，习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教育体系，其成员不仅是教育的对象，

也是教育的主体和改革的内在动力，学习共同体模式的实践对于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推动教

育创新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4. 学习共同体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困难 

在应试教育以的大背景下，单纯追求英语考试成绩仍然是大部分高中英语教师的努力方向，英语教

学仅依赖课堂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在当前很多学校英语课时不足的背景下将学习共同体模式运用到高中

英语教学中仍然面临较大阻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教师素质与教学方法方面 

教师自身专业素质和教学方法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首先，高中英语教师目前存在专业素质

欠缺的情况，不能随着社会发展改变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对英语学科没有完整的教学理论和教学经验

支撑，难以满足新时代教育教学的需要[6]。其次，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高中英语教师往往过于注重

知识的传授和讲解，而忽视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跨学科能力，导致学生被动学习和英语学习动机的

降低，更无法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不能满足新课标的要求[7]。因此，通过加强教师培训应当是学校领

导层亟待考虑的重要问题，这对于提高教师专业素质、适应学习共同体等新的教学方法和推动我国教育

教学改革进步都有积极意义[8]。 

4.2. 学生地位和学习策略方面 

新课标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然而，在实际教学

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往往被忽视，导致学生在学习中缺乏主动性[7]。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受到压抑，难以

形成自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最终导致学生丧失英语学习兴趣。

将学习共同体模式应用于高中英语教学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教学模式的转变可能导致学生的不适应。

在将学习共同体应用于高中英语教学的初期，没有教师的引导学生可能较为迷茫，对于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策略和学习能力有消极影响。 

4.3. 共同体的构建与维持方面 

首先，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学习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教师意识地设计和引导，增加教师的教学压力和

负担。其次，高中英语学习的压力较大，部分学生可能对参与学习共同体活动缺乏兴趣。最后，共同体

成员的个体差异可能导致其参与度和积极性参差不齐，需要教师采取有效的策略来调动学生参与学习共

同体的积极性。 

5. 实现路径 

针对当前高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为推动学习共同体模式的实施，应当在教师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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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成员的选择标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共同体学习的评价机制和情感保障等方面做出努力。 

5.1. 转变教师角色 

新课标指出为了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教师要逐步转变自身观念，及时转换

并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由“教”向“导”转变。因此，在高中英语语法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更多地放

权给学生，允许学生犯错，在学生犯错时及时给出指导；当学习共同体在项目的关键节点难以突破时，

教师要及时给予提示和帮助；当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存在矛盾时，教师要随时关注，了解情况，进行心

理干预，化解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矛盾，保证共同体成员的学习效率。 

5.2. 确定共同体学习目标 

在组建学习共同体之前，教师要判断学生的基础薄弱点，认真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动机，根

据学生的薄弱点和学习需求确定教学目标。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确定基础类学习目标，如学习语音、

语法等语言知识；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确定提升类学习目标，如通过项目式学习提升学生综合运用语

言技能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探索精神等素养。两者共同的目标是通过共同体的学

习提升学生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社会化意识，锻炼学生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 

5.3. 科学选择共同体成员 

共同体成员的选择应本着自愿和一致性的原则。教师要根据学生当前英语学习的实际情况将学生按

照相同的需求或者薄弱点进行分类，再按照学生的意愿将此类学生划分为一个学习共同体。每个学习共

同体都要由教师选择一位助学者，助学者可以是学生，但该学生必须具有相对较好的英语基础，能够起

到帮扶租用；助学者也可以是教师或者专家，教师或专家可以同时助学不同的学习共同体；此外教师也

可以协调其他班级或者高年级的学生加入学习共同体，共同承担某一方面的学习任务，但这需要教师做

好协调工作。 
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关系。学习共同成员可以推荐出一名组长，对共同体承担的学习任务

向教师汇报，组长也并非固定，保证每个共同体成员都有表达自己的机会。因此，民主性对于学习共同

体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5.4. 科学设计共同体运行机制 

为了保证学习共同体的高效运转，教师要精心设计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包括共同体的任务形式、运

行方式、运行时间和沟通方式。 
首先，共同体的任务形式应当以学习目标为导向。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应以基础知识的学习为目标，

以基础知识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学生需要采取概念探索、知识分享和同伴评价的方式进行学习。如语音

知识里的连读是什么，语法知识里的助动词是什么，什么是补语，什么是状语等问题，学生可以通过查

询书籍、网络或者咨询老师等方式探索语言知识的基本概念并和其他同学共享自己所学到的语言知识并

接受同伴的评价，以进一步修正改进学习。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应以英语语言理解和综合运用为目标，

以语篇知识和语言技能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学生需要制定科学的计划，以现实社会的真实现象入手学会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锻炼自己的科学探究精神和批判纠正，思维品质和语言能力等。如学

生需要探究汽车从设计到量产的整个过程，学生需要确立自己的研究问题“汽车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然后学生需要分析汽车生产的几个过程，如图纸设计、建模、审批、开模、量产等，共同体成员需要分

工对不同的生产过程进行描述；最后各共同体成员出具自己的研究报告，并以英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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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共同体的运行应以项目研究为基本方式。根据项目式教学法的基本逻辑，学习共同体的成员

即是项目组成员，每个成员需要承担一定的项目任务，在完成各自的项目任务后所有成员将各自项目结

果进行汇总和评价，经过评议后各成员修正自己的项目结论，最终形成一份结项报告。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通过亲自参与项目任务，在真实的情境中建构意义，能够充分实现语言的深入内化综合运用。 
其次，为了避免共同体任务对课堂时间的挤压，共同体任务可以以课后作业的形式进行。英语教师

可以以周为单位，根据本周的教学目标设计共同体任务，要求学生在一周的时间内完成该任务并提交口

头和书面报告。教师可以随时对共同体的任务进度进行检查，并就学生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和帮助，以

确保共同体任务的顺利完成。 
最后，在沟通方式上，以线下沟通为主，线上沟通为辅。共同体成员在遇到困惑或者问题时，可以

在班级内面对面讨论，也可以咨询助学者，以便问题能更好地解决；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又无法线下

解决的时候，共同体成员和助学者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室进行沟通，以尽快解决面临的困难。 

5.5. 评价和情感保障机制 

评价机制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反拨学习，激励性评价能更好地促进学习。由于共同体成员都有良好

的学习动机，教师在对共同体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时要以激励性评价为主，在共同体完成学习任务后及

时给予表扬和认可并鼓励其继续完成下一阶段的任务。 

6. 具体效果 

将以上策略应用于高中英语学习共同体模式的具体效果主要体现在教师和学生两方面。一方面，学

习共同体这种新的教学方法能够推动教师角色转变，促进教师解放思想、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对

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学习共同体能够推动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发现精神、

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形成高效的英语学习策略和人际关系，提高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思维品质和社

交能力的提高。 

7. 结语 

学习共同体模式是新课标背景下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符合新课标对发展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

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学习共同体模式不仅能够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充分锻炼学生的必备品

格和探索精神，还能够助力教师角色转变，更新教师的教学观念。本文从学习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出发，

论述了其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并根据其在高中英语教学中面临的现实困难提出了将学习共同体应用于

高中英语教学的实现路径，以期能为高中英语教学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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