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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学习活动观既是促进学生核心素养落地的重要途径，也是英语教学实践的有效实施路径。本文以外

研社(2019)高中《英语》必修一第六单元“龙脊梯田”(Longji Rice Terraces)的语篇阅读教学为例，分

析基于六要素的教学内容，并阐述在语篇阅读教学中教师是如何落实英语学习活动观，促进学生英语学

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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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Concept serves as both a vital pathway for implemen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 English and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Taking the discourse 
reading teaching of “Longji Rice Terraces” in Unit 6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mpulsory Volum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6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65
https://www.hanspub.org/


于澄 
 

 

DOI: 10.12677/ae.2025.1571265 648 教育进展 
 

1, 2019 Edition)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aching content based on the six curricular elements. It also expounds on how 
teachers implement the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Concept in discourse reading instruction to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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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明确提出“实践英语学习活

动观，促进核心素养的有效形成”，为英语教学指明了方向[1]。同时，《课标》将语篇概念纳入课程内

容，要求教师在主题语境下，以语篇为载体，深入挖掘语篇知识，分析语篇类型，构建语篇结构，并整合

知识与文化，以此实现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曹宗清、谢兰兰和何林蔓(2024)指出英语学习活动观解

决了“如何学”的问题，为教学提供路径指引；语篇概念则明确了“学什么”，对教学内容提出具体要

求。二者在教学实践中相互统一、相辅相成，有助于切实落实新课标理念[2]。高中英语课程需要依据《课

标》进行调整，深度融合英语学习活动观、推进语篇教学的深化改革，从而回应时代需求，真正实现学

科育人的目标。 

2. 英语活动观的内涵 

《课标》指出，“外语教学应以主题意义为引领，以语篇为依托，整合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

能和学习策略等学习内容，创设具有综合性、关联性和实践性的英语学习活动[1]。”据此，英语活动观

以主题意义探究为核心，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三类递进式活动整合语言、文化、思

维与策略，强调学生在真实语境中主动参与、深度实践和批判创新，旨在促进语言能力与核心素养的协

同发展。 
从理论层面看，英语学习活动观实现了多维度整合。它深度融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

中心，使其在教学活动中主动探究、梳理信息以建构个人认知。从教育目标维度看，英语学习活动观系

统整合了布卢姆认知目标理论(体现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的认知进阶)。从语言习得机制

而言，活动观有机融合了克拉申“输入假说”与斯万“输出假说”，形成“输入–内化–输出”的完整习

得链条，有效促使学生语言习得的发生与发展。 
综上所述，英语学习活动观为落实核心素养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有效的实践路径。 

3. 基于六要素的教学内容分析 

《课标》提出由主题语境、语篇类型、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等六要素构成的

课程内容，强调目标、内容和方法的融合统一。在此基础上，冀小婷和代俊华(2018)表示六要素整合的英

语学习活动观倡导学生基于已有知识，依托不同类型的语篇，在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语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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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学习、语言技能发展、文化内涵理解、多元思维培养、价值取向判断和学习策略运用的综合提升[3]。
本文以该理论为指导，选取 Longji Rice Terraces 为案例，基于六要素展开教学内容分析。 

Longji Rice Terraces 属于“人与自然”主题的篇章，兼具描述性与分析性的说明文，文章脉络清晰，

段落之间既相互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突显出梯田的不同价值。文章主题意义是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尊重

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增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对农耕文化的传承

意识。文章的脉络与各段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文章第一段通过四季色彩描绘梯田的视觉美感，激发读者兴趣；第二段介绍历史背景，即梯田的地

理位置，建造者及建造的时间跨度和规模；第三段从地理限制(如土地稀缺、地形陡峭)解释梯田建造的必

要性；第四段分析其运行机制，重点阐释梯田的水循环系统及与自然的协作关系；最后一段探讨农耕文

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价值。 
Longji Rice Terraces 这篇文章中，物质文化体现在壮族和瑶族巧妙利用地形建造梯田的传统技艺(如

手工维护与自然水循环系统)，凝聚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精神文化则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并通过家族世代传承农业知识，彰显对传统文化保护与延续的高度重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通过“传

承农耕文明”实现高度统一。 

4.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语篇阅读教学设计 

翟学凤(2015)指出“语篇是由不同层级语义单位相互联结构成的语义整体。立足语篇整体进行结构分

析，有助于读者把握文章脉络，梳理各部分语义关系，提炼关键信息与主旨，实现有效阅读[4]”。作为

英语学习的关键载体，语篇蕴含丰富的语言知识、文化内涵与思维价值，需要教师深入解读并在教学中

充分呈现。教师在完成语篇分析后，依据英语学习活动观的三个层次，制定教学目标并设计教学过程。 

4.1. 制定教学目标 

学完本节课后，学生能够： 
(1) 通过语篇研读，理解龙脊梯田的自然特征、历史背景及生态价值，梳理结构化知识。 
(2) 概括文章和段落主旨大意，借助表格梳理出梯田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并通过小组合作绘制梯

田生态循环示意图(雨水→灌溉→蒸腾→降雨)。 
(3) 分析梯田设计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思考传统农耕的传承价值，提升逻辑与辩证思维。 
(4) 运用课堂所学知识，小组合作设计一份文化宣传讲解词和海报，培养创新能力和文化传承意识，

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4.2. 教学过程 

4.2.1. 基于语篇的学习理解活动 
学习理解活动作为英语学习的基础层面，包含感知与注意、获取与梳理、概括与整合等活动。教师

需要通过创设情境来激活学生认知储备与学习动机，引导学习者在问题驱动下系统提取语篇基本信息，

构建结构化知识框架。 
Step 1：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广西壮族服饰、特色美食(如五色糯米饭)及梯田劳作场景，构建“探秘

壮乡生态智慧”的真实情境。 
Step 2：接着播放一段龙脊梯田美丽景色视频，伴随着山歌音乐，调动学生的多模态感知。基于标题

和课本图片，教师追问：Why do terraces have different colors in four seasons？引导学生关注自然与农业的

互动，激活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已有认知。此环节旨在通过视听冲击和文化浸润，将学生带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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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语境，为后续语篇阅读搭建情感与认知桥梁。 
Step 3：学生首先快速浏览文章，与同桌讨论段落大意，完成段意匹配练习题。 
Go through the text and match the main idea of each paragraph. 
Para 2. The history of the Longji Rice Terraces 
Para 1. The colours of the Longji Rice Terraces 
Para 4. The reasons for building the Longji Rice Terraces 
Para 5.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Longji Rice Terraces 
Para 3. The value of the Longji Rice Terraces 
Step 4：教师带领学生精读各段落，获取与梳理文本表层信息，通过完成书中表格与绘制梯田生态循

环图，从而探索龙脊梯田的自然特征，形成原因，运作原理以及生态价值。 
该环节旨在帮助学生训练寻读与概括能力。在低阶思辨活动中，学生不只能停留在寻章摘句的层面，

还需要对信息提取加工，进行梳理和概括，从而为知识的内化做铺垫。 

4.2.2. 深入语篇的应用与实践类活动 
应用实践类活动属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第二层次，涵盖描述与阐释、分析与判断及内化与应用等活动。

教师需搭建输入到输出的转化支架，通过解析语篇结构、挖掘生态与社会价值，促进语言知识内化迁移，

培养批判性思维。 
Step 1：在本环节中，教师引导学生绘制思维导图，梳理、概括并整合龙脊梯田的景色、历史、建造原

因、运行原理及价值意义等信息，形成多维知识结构，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实现对知识的内化。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n example of mind map of Longji Rice Terraces 
图 1. 龙脊梯田的思维导图 

 
Step 2：在学生对知识形成结构化后，教师引导学生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探讨语篇所反映的深层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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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How do the terraces reflect “work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Q2: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topic of this unit—“At one with nature”? 
通过两个“How”的问题，教师逐步引导学生思考并体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在中国传统农

耕文化中的具体体现，理解其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价值，培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提升跨文化理解能力和全球视野。此外，通过主题的探讨，让学生认识到传

统农耕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价值，理解文化传承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激发传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2.3. 超越语篇的迁移与创新类活动 
迁移与创新类活动是英语学习活动观的第三层次，包括推理与论证、批判与评价和想象与创造等活

动。教师需要给予学生机会，让学生迁移知识并创新性解决真实问题，从而达到保护生态与文化传承的

目的。 
创设新的情境：假如外国游客来龙脊梯田旅游，你们是梯田宣传小达人，请小组讨论共同设计一份

文化宣传解说词，向外国朋友宣传。内容涵盖四个方面：Basic Information、Reasons of Building、Working 
Principle、Significance。 

在开展小组活动的同时，教师提供口语表达评价标准(见表 1)，帮助学生明晰口语表达的注意要点。

学生在展示前进行自查、自评，并提示其参考此标准完成同伴互评。 
 

Table 1. Evaluation form of speaking 
表 1. 口语表达评价标准 

Evaluation Form 

Criteria Y/N 

Has the speaker covered all the points?  

Has the speaker used transition words like besides, what’s more and so on?  

Has the speaker used some advanced sentence patterns?  

Is the structure clear?  

 
课后作业：作业是课堂的重要延伸，具有使学生巩固所学、拓展主题知识进一步实现迁移创新的功

能，基于本课时主要内容，布置以下作业： 
为 Longji Rice Terraces 设计一个图文并茂的宣传海报。教师给出指令： 
Make a poster to show how local people combine the Longji Rice Terraces with the idea of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通过设计文化宣传解说词与制作主题海报，引导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迁移至实际生活场景，鼓励其

大胆表达个人想法。在任务完成过程中，既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又能让其在实践中感受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深入理解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对民族发展的时代价值，从而进一步强化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担当与弘扬使命。 

5. 结语 

英语学习活动观通过“理解–实践–创新”的梯度活动，将语篇解读与素养培养深度融合，既落实

了新课标对语篇教学的要求，也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了“以主题为引领、以活动为载体”的可操作

范式，助力学生在真实语言实践中实现从知识建构到价值认同的跨越，体现了学科育人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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