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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对英语学科课程目标进行了重构，确立了由

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要素构成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目标体系。为确保该目标在课

堂中有效落实，《新课标》首次提出以英语学习活动观为指引，指向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路径，从而

达成目标、内容与方法的有机融合与高度统一。文章通过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二Unit 3“Food and Culture”
为例，从教材分析、教学目标制定和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三个角度深入剖析英语学习活动观在高中英语阅

读教学中的实践，以期为一线教师提供范例，提高教学质量，落实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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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s (2017 Edition) has re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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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subject core competencies composed of elements such as language ability, cultural aware-
ness, think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goals in 
the classroom,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first proposes to be guided by the activity-based ap-
proach, pointing to the teaching path of English subject core competencies, so as to achieve the or-
ganic integration and high unity of goals, contents, and methods. Taking Unit 3 “Food and Culture” 
from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Selective Compulsory Volume 2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the activity-based approach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extbook analysis, formula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design and im-
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examples for front-line teachers,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the English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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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学习活动观是中国为适应新时代英语课程目标而提出的一种外语教学理念，旨在为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提供支持。尽管这一理念被视为推动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的关键动力和方向指引，但在实际

应用中却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对学习活动观的理念体认模糊、主体建构错位、实操践行中活动目标不

明确等问题。[1]因此，怎样理解和实践英语学习活动观是英语教师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阅读教学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实现课程目标的有力依托。阅

读课是中学英语课程体系中占比最大的课型，在英语教学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教学效果却往往偏离理想，

出现教学单一化、模式化、碎片化、应试化，以及学生阅读兴趣不足、学生阅读动机低下等问题。因此，

从课堂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在英语学习活动观的指导下开展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显得尤为重要。[2] 

2. 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内涵与构架 

英语学习活动观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设计真实情境下的多样化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合作交流

与探究实践。它注重在活动中实现语言知识的内化与运用，促进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

能力等核心素养的协同发展。这一理念革新了传统教学模式，为培养高素质的跨文化交际人才提供了科

学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它将语言、文化和思维三大要素深度融合，成为实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的关

键路径。它不仅为教师的教学方向提供了清晰指引，还为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过程中提

供了明确的框架和思路。 
在英语学习活动观的框架下，学习活动被划分为三大相互联系且逐步深入的类型，分别是学习理

解类、应用实践类和迁移创新类活动。[3]其中，学习理解类活动主要涵盖感知与注意、获取与梳理、

概括与整合等以语篇为基础的学习形式；应用实践类活动则包括描述与阐释、分析与判断、内化与运

用等深入语篇的学习方式；迁移创新类活动则侧重于推理与论证、批判与评价、想象与创造等超越语

篇的学习内容。[4]这三类活动从依托语篇到深入语篇，再到超越语篇，从知识的获取与梳理到知识的

内化与创造，从基础的认知到高级的思维能力，为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和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了清晰

且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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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语学习活动观指导下的阅读教学实践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英语阅读教学，其核心在于以主题为引领，以情景为依托，通过相互关联、

层层递进的活动，深入挖掘语篇意义，引导学生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建立创新批判思维。因此，教师

应对教材主题进行深度剖析、挖掘，结合语篇实际创设出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情景；根据《新课标》所

要求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制定出体现学生深度学习过程的目标；并以由浅入深的学习活动为引擎，在

实践中不断修正，并推动学生掌握学习目标，促进核心素养的发展。下面以人教版高中英语选择性必修

二第三单元“Food and Culture”的阅读课教学实践为例，阐述英语学习活动观指导下阅读教学的设计与

实施。 

3.1. 深度解读文本——What、Why、How 

英语教学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取决于科学、合理的目标制定，而对教材进行深度解读是制定目标的

必要前提条件，也为基于主题意义开展教学设计奠定了良好基础。下面将以“What、Why、How”的方

式深度解读阅读材料。 
① What：“What”板块下包括分析单元阅读材料的主题范畴、主题群以及核心内容三个子要素。单

元是围绕主题(专题、问题等)进行学习的活动单位或结构化学习单位。高中英语教材被划分为多个单元，

主要围绕人与自我、社会、自然三大主题范畴进行单元编排，单元内容包含听说、阅读、写作等板块。此

阅读材料由“you are what you eat”引出，通过作者在中国各地的饮食经历及其相应的文化感受，得出“人

如其‘食’”的结论。显然，此材料属于“人与社会”范畴。“人与社会”以“社会”为视角，设置“社

会服务与人际沟通”、“文学、艺术与体育”、“历史、社会与文化”等主题群。这份材料以外国人的视

角记述中国各地代表性菜肴，探讨其文化内涵、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为此，属于“历史、社会与文化”

主题群。材料内容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和学生知识技能获得的重要来源，那么在主题范畴、主题群的

指导下，剖析材料内容便呼之欲出。此材料由六个段落构成，采用总分总的结构，跟随作者视角开始中

国美食之旅的同时感受各地风土人情，最后得出“culture and cuisine go hand in hand”。 
② Why：“Why”板块下仅包括作者写作意图一个子要素。分析作者写作意图，能精准把握教材核

心思想，明确教学重点，助力学生深入理解教材内容，提升学习效果。基于材料内容，得出作者写这篇

文章的目的是介绍中国各地的佳肴、论证展示食物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③ How：“How”板块下包括文本类型、文本结构两个子要素。文本类型是指文本的体裁或形式类

别。它根据文本的语言特点、结构形式、功能用途等因素进行划分，常见的文本类型有记叙文、说明文、

议论文等。此材料以记叙为主，讲述作者享受中国各地美食的经历，归为记叙文。文本结构设计是概括

文本组织形式，包括总分、分总、总分总等，此阅读材料属于总分总结构。 

3.2. 制定体现深度学习的教学目标 

《新课标》明确指出，英语课程的具体目标是培育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

力等学科核心素养。同时，随着教学研究的深入，教学目标的动态化和层次化愈发受到重视。因此，基

于学习活动观的教学目标不仅要体现学科核心素养的达成，又要突出学生深度学习的过程。基于对阅读

材料的分析，秉持双向达成原则，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如下： 
I) 获取作者“美食–文化”之旅的基本信息，包括游历地域、特色美食、相关文化内涵及人物品质

特征； 
II) 梳理、概括各地美食与人物品质和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借助思维导图清晰地呈现结构化知识； 
III) 分析、推断八大菜系的形成原因，并运用所学语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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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创意设计一道代表各国的美食，对比评价各国美食异同。 
通过外显的学习行为和具体的活动形式，使教学目标更具可操作性、可修正性和可评价性，既强调

学习过程，又注重学习结果。[2]在上述目标中，I 和 II 属于学习理解类活动，III 属于应用实践类活动，

而 IV 属于迁移创新类活动。 

3.3. 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3.3.1. 开展基于语篇的学习理解类活动 
A) 感知与注意 
教师首先向学生提出两个预设问题“I) How many types of Chinese cuisine are there, and what are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s? II) What do these cuisines tell us about the people who eat them?”随后，教师让学生带

着问题观看《舌尖上的中国》双语视频。该视频介绍了中国的八大菜系及其代表性菜肴和当地文化。《舌

尖上的中国》是一部以中国饮食文化为主题的纪录片，与本课主题一致，教师围绕本课主题设置相关情

景，既引起学生注意、激活学生相关图式，又为阅读材料的学习做铺垫。 
B) 获取与梳理 
在小组合作的前提下，教师引导学生快速浏览阅读材料，并根据获取的信息完成如下表格(见表 1)。 

 
Table 1. Get the basic information for the article 
表 1. 获取文章的基本信息 

Place Kind of Chinese food Typical dish Cultures behind food 

America    

Beijing    

Shandong    

Northwest China    

South China    

Central China    

 
通过整体的细节阅读及其获取信息的视觉化，能够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文本的结构与脉络，又能将

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直观的图像，为学生梳理、整合、复述文本内容提供了视觉支撑。 
C) 概括与整合 
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According to the above table, can you summar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food? You can express your views in the form of pictures or tables.”并向学生呈现示例(见图 1)，鼓励学

生展示自己的作品。 
该流程可以提升学生的信息整合能力，锻炼逻辑思维品质，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教师也可预留 3 分

钟时间，让学生提出自己的问题，既可以确保教学目标的达成，又保证教学环节的顺利推动。 

3.3.2. 开展深入语篇的应用实践类活动 
A) 描述与阐释 
教师引导学生再次细读文章，深入语篇，找出文章结构，并按照其逻辑结构，使用目标词汇如：Prior 

to、consists of、peppers、recipe、chef、stuffed、sliced、onions 等阐释文化与饮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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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how 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cle in the form of fish bone diagram 
图 1. 以鱼骨图的形式展示文章的结构 
 

B) 分析与判断 
根据阅读材料及其学生所学知识，教师首先问学生“Do you know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eight major Chinese cuisines? And what are they?”接着，教师将学生分为合作小组并通过以下问题链，引

导学生深入思考，分析八大菜系形成的原因，判断文化与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Q1：How does geography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isines? 
Q2：What’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cuisines? 
Q3：How does the economy influence cooking styles in various regions? 
Q4：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s views? 

3.3.3. 开展超越语篇的迁移创新活动 
A) 迁移与批判 
根据如下菜单(见图 2)，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I) What kind of restaurant is it and what kinds of food are 

served? II) Which dishes would you recommend to a foreigner? Why? 
 

 
Figure 2. 菜单 
图 2. Menu 

 
此活动可以促进学生知识的迁移，切实运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落实目标的达成。 
B) 创新与想象 
教师为学生布置了一项富有创意的任务：结合各国文化及各国人民的性格特质，设计一道外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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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并与中国美食进行文化层面的对比分析，限时 8 分钟。此任务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也可以让

学生以批判性思维探索世界各国文化，在对比分析中，不仅能拓宽国际视野，更能深刻体会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从而由衷地赞美与认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生命力。 

4. 结语 

本研究以人教版高中英语选择性必修二第三单元“Food and Culture”为案例，研究英语学习活动观

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教学目标的设定以及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显著推动了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实践结果表明，英语学习活动观能够有效整合教学目标、内

容与方法，促进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和思维品质的全面发展。 
未来，教师应继续探索英语学习活动观在更多教学单元中的应用，优化教学策略，落实立德树人任

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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