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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境脉式教学作为一种强调情境脉络整合、注重学生学习能动性的教学理念，近年来在中小学教育领域逐

渐兴起并获得积极关注。本文基于重庆市万州区的5所中学94位初中英语教师的问卷调查结果，结合境

脉学习理论与能动性投入理论，系统梳理初中英语课堂中境脉式教学的实施现状，探讨其在教学设计、

课堂实施与课后反馈三个维度的具体体现、现实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大部分教师已初步具备境

脉式教学理念，并在实践中尝试情境化设计与任务驱动，但普遍存在理论理解不统一、活动设计缺乏深

度、反馈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文章最后结合理论基础与实践案例，提出完善教师专业培训、加强教学资

源建设与构建协同式评价体系等建议，以期为境脉式教学在初中英语课堂的深入推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

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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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structional approach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contextual frameworks and student 
agency, contextualized teaching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
tion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from 94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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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five middle schools in Wanzhou District, Chongqing,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contextualized teaching in English classrooms. Grounded in Contextual-
ization Theory and Agentic Engagement Theory,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s its manifestations, exist-
ing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instructional design, class-
room practice, and post-lesson feedback.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hile most teachers have prelimi-
narily adopted contextualized teaching concepts—evidenced through situational designs and task-
driven activities—persistent issues include inconsistent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superficial ac-
tivity design, and inadequate feedback mechanisms. The study concludes by proposing evidence-
based recommendations: enhanc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eaching re-
sourc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systems. These aim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deepening contextualized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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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和核心素养导向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初中英语教学正经历

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转型。传统以词汇、语法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学生综合

语言运用能力、思维品质与跨文化意识协同发展的需求[1]。境脉式教学理念的提出，为构建以学生为中

心、注重意义建构与能动参与的英语课堂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理念强调“情境–脉络–心境”的系统联

动，主张通过真实、有序、富有生成力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促使其从“被动接受”迈向“能

动投入”[2] [3]。然而，境脉式教学在初中英语课堂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何，教师的理解与实践水平是否匹

配，其推广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尚缺乏系统性、实证性研究。基于此，本文选取重庆市万州区 5 所中

学 94 位初中英语教师为调查对象，从教学设计、课堂实施与课后反馈等维度出发，分析境脉式教学的实

践现状、存在问题与改进路径，旨在为该理念的有效落地与持续优化提供现实依据与理论支持。 

2. 理论基础：境脉学习理论 

社会文化建构主义强调学习是学习者的内部知识经验与外部情境的有机互动，从而主动建构意义的

过程境脉学习理论是基于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实践探索[2]，强调学习是一种由多个

部分组成的并且无法用线性方程对组成部分相互作用过程进行预测的复杂系统，因此要关注对事物全部

情境的把握，学习者是处在一定的境脉之中，这一境脉包含学习者自身条件(“心境”)与外在条件(“情

境”)，学习者主动参与并适应境脉活动和任务，通过学生内部心智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联互动使得学习

状态达到一种最佳效果。境脉学习理论中的境脉包含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境脉具有主体指向性。境脉

以人或某一事物为主体，其他任何因素都围绕主体而存在，且与主体之间存在关联性。其二，境脉是一

个包含多因素(如时间、空间、认知、动机)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虽然复杂但是有序、有自身内在的逻辑，

是一个以主体为中心的整体。其三，境脉是动态变化发展的。境脉之中的因素都存在关联性，会相互影

响，更是会随主体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简言之，境脉是一个具有主体指向性和动态变化性的多因素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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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系统。 
境脉式教学直接受到境脉学习理论的指导，强调课堂境脉的创设应以学习效益最大化为中心，不仅

充分考虑学生的先验认识、认知与思维水平，而且关注学习者内心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与学习态度，

更要注意在境脉创设的过程中融入学生日常生活的元素，如此更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运用与创新。

境脉式教学通过设置任务的方式进行课堂驱动，学生“入境”后在学习动机的影响下自主探究学习[2]，
跟随整体情境的脉络逐步完成教学任务。 

3. 境脉式教学的概念界定 

境脉式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强调外部“情境”与学生内部“心境”的有机融合与

动态互动[2]。在教学中，教师通过创设有逻辑、有层次的外部情境(如知识、问题、活动、评价等)，激发

并调动学生已有的经验、兴趣、动机和学习态度等内部心理状态，促使二者在特定的时空脉络中相互联

结，形成“情境脉络”与“心境脉络”的有序系统。境脉式教学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境脉式教学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学过程中创设的所有情境，使用的所有手段与方法，学习材料，都要基于学生的“心

境”，且要关注学生“心境”的变化，即其知识经验、动机、兴趣、和学习态度等的动态变化。其次，境

脉式教学的过程要遵循有序的“情境脉络”和“心境脉络”，因为境脉是一个包含了内外部多因素的有

序的复杂系统。在教学过程中唯有遵循有序的“情境脉络”和“心境脉络”，才能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

化。最后，教学境脉具有动态变化发展性。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关照到学生的知识经验、动机、兴趣、

和学习态度等变化，即学生“心境”的变化。根据学生的课堂反馈情况适时调整方法策略，适当调整教

学情境。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重庆市万州区的 5 所中学的 94 名初中英语老师为样本，旨在研究初中英语境脉式教学的

现状。 

4.2.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本研究基于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和境脉式学习理论制定调查问卷，采用李

克特五级量表设计问卷，从“教学设计与准备”“课堂实施与互动”“课后反馈与改进”三个维度展开，

共 15 个条目，结合若干开放性问题用于采集教师真实反馈。 

4.3. 研究过程 

本研究充分利用笔者在中学实习的机会，给相应学校的老师发放和回收初中英语境脉式教学现状调

查问卷，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问卷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并归类典型教师反

馈，以获得境脉式教学实践实施的全景画像。 

4.4. 研究结果与分析 

1. 教学设计与准备情况 
调研结果显示，初中英语教师整体已具备较强的素养导向意识与境脉式教学理念。在“以英语核心

素养为指引构建教学情境”一项中，超过 75%的教师选择“比较符合”或“非常符合”，表明大多数教

师在单元整体设计中已能关注知识逻辑与情境构建的结合。同时，教师对学情的研判能力较为突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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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示在教学前会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兴趣爱好与学习习惯，以学生实际为出发点开展情境设

计，体现出境脉式教学“以学定教、因境施策”的理念。此外，教师在预习任务设计中也表现出一定的

情境意识，超过 80%的教师会将生活化话题融入任务，如“用英语描述自己的一天作息安排”等，引导

学生在真实语境中激活已有经验，进而实现从生活场景到知识建构的自然过渡。这些现象表明，境脉式

教学在课前设计阶段已初步得到落实，教师在理念理解与教学准备方面展现出积极探索的趋势。 
2. 课堂实施与互动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初中英语教师在课堂实施环节普遍具备较强的境脉意识，多样化的情境导入与递进

式提问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手段。约 85%的教师表示会创设具有启发性的导入情境，如通过播

放影视片段或展示现实图片引导学生迅速进入学习状态，体现出“情境驱动”理念的有效落地。同时，

92%的教师在提问设计中注重与教学情境的逻辑契合，遵循“由浅入深”的认知路径，例如在“invitation”
话题中提出“你最想邀请哪位明星共进晚餐？为什么？”等问题，有效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与思维深度。

合作学习也已成为课堂常态，75%的教师组织了如“班级环保宣传海报制作”等小组任务，通过真实主

题引导学生开展资料查找、图文设计与展示交流，实现语言在任务中的自然生成，体现“以做促学”的

教学逻辑。此外，89%的教师关注学生非语言反馈，如表情与动作等，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彰显教师对学

生“心境”变化的敏感度。然而，仅有 35%的教师在角色扮演与情景对话任务方面得分“非常符合”，

说明部分实践活动仍缺乏真实交际语境与文化场景的融入，教学的真实性与挑战性仍需进一步提升。 
3. 课后反馈与改进情况 
调查显示，境脉式教学在课后反馈与延伸环节尚存在一定短板，主要体现在任务拓展与评价机制的

薄弱以及资源支持体系的不健全。仅 26.6%的教师能设计出与课堂情境紧密关联的课后任务，反映出课

内外学习之间在情境脉络上的衔接不足。多数任务未能实现从“课堂任务”向“真实迁移”的有效延展，

影响了语言应用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将学习延伸为“采访家人关于环保看法并撰写小报告”等真实任

务，不仅能巩固语言知识，还能促进思维外化和情感表达。此外，教师评价多仍停留在任务结果层面，

缺乏对学生在情境参与、语言生成过程中的动态观察与个性化指导，未能体现境脉式教学倡导的“教–

学–评”一体化理念。与此同时，课外学习资源的缺乏也成为境脉实施的现实制约因素。约 70%的教师

反映，学校在英语角、演讲比赛、情境化项目实践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足，缺少可持续性的实践平台，

导致“境”的拓展与“脉”的延伸难以自然发生。值得肯定的是，尽管面临外部资源限制，多数教师已

具备一定的教学反思意识，70%左右的教师会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展现出境脉式教学中“因

应心境–动态调整”的自我调控特质，反思性教学逐步走向常态化。 

5. 问题分析 

5.1. 对境脉式教学的理解仍存片面化 

部分教师将境脉教学等同于“创设情境”，忽略“脉络构建”和“心境变化”两个核心要素。例如，

部分教学设计虽有情境导入，但缺乏任务递进与联系，未形成完整的境脉链条。 

5.2. 任务设计未能有效支撑能动性投入 

境脉式教学强调“任务驱动、情境生成”，但调查显示部分教师仍采用传统问答形式，缺乏挑战性

与情感投入空间，难以激发学生能动回应与自我建构。 

5.3. 评价体系单一，未体现教学协同价值 

当前评价体系仍以结果性为主，未能形成“设计–实施–反馈”一体化机制，导致教学反馈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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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无法获得及时、个性化成长建议。 

5.4. 资源与制度支持尚不健全 

教学素材库不足、教研时间有限、跨学科合作缺失，均制约境脉教学在英语学科的持续落地。 

6. 对策建议 

6.1. 深化教师对境脉理论的系统认知 

境脉式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情境教学”或“任务教学”，其核心在于“情境–脉络–心境”的系统

联动机制[2]。因此，教师必须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理论认知结构，以指导课堂实践的深入实施。建议从以

下三个层面入手构建教师认知体系。其一，强化理论学习，学校初中英语教研组可以定期组织“境脉理

论”专题培训，深入研读“境脉学习”理论框架，结合课堂实际，理解“情境驱动–脉络推进–心境响

应”的教学循环机制。其二，丰富案例分析，组织教师分析境脉教学的优秀案例，如“家庭节能计划”“校

园问题解决方案”等，明确境脉的构建要素和任务路径。其三，推行“带教式”同伴互助，如成立“教

学伙伴小组”，由经验教师带领新教师共同设计境脉教学任务、观课评课、反思提升，实现理念共识和

实践磨合的协同发展。 
以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Unit 3 Keep Fit 为例[4]，在共读营研讨后，教师对原有活动进行“境脉式”重

构，围绕“健康生活”的主题，设计“校园健身指南”任务。教师创设真实校园场景——如健身角、跑

道、球场，学生需小组合作调研同学运动习惯，采访内容包括“你喜欢哪种运动？”“一周锻炼几次？”

等，并用英语制作一份校园健身推荐指南。在分享环节中，学生积极表达，主动提问，教师反馈中指出

学生语言应用频次、同伴互动质量显著提升，课堂能动参与度大增。 

6.2. 推动“多维任务–连续情境”教学模式构建 

境脉式教学主张在学习过程中构建具有连续性、递进性和生成性的情境任务链[2]。为此，教师应以

单元核心主题为支点，构建“真实生活–认知挑战–表达输出”三位一体情境任务链以及按照接境–启

境–入境–出境步骤螺旋式展开，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与跨文化理解力[5]。建议具体实施策略如下：

首先，任务设计逻辑明晰，将单元目标拆解为 3~4 个连贯的情境任务，如“角色采访”“模拟电台”“社

区调研”“英文演讲比赛”，形成“情境螺旋”；其次，材料与任务同步更新，围绕学生生活实际，选

取可激发思考与表达的素材，例如学习“环保话题”时，引入本地污染数据、节水海报、公益广告短片，

提升认知贴近度；此外，语言输出渠道多样化，可采用“英语 Vlog 制作”“小组广播剧”“在线虚拟导

游”等项目式学习路径，激发学生内驱力。 
例如在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Unit 6 “Rain or Shine”的教学中[4]，教师设计了以“英文天气播报栏目”

为核心的项目学习链学生在观看英文天气预报视频中完成“接境”，激发语言兴趣；随后通过收集本地

与全球城市天气信息，学习并使用相关表达(如：It’s sunny in Beijing. He is playing basketball now.)，实现

“启境”；进入“入境”环节后，学生模拟电视台主持人，录制英文天气播报视频，锻炼语言表达与合

作能力；最后通过全班展示与评价，完成“出境”，实现多模态输出与语言内化。整个教学过程以情境

螺旋方式展开，任务之间衔接紧密、逻辑清晰，不仅推动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灵活运用语言，也有效激发

其内驱力和表达欲望，促进语言能力与思维品质的融合发展 

6.3. 重构“能动性导向”评价机制 

“能动性投入”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参与、积极反馈与自我调控[3]，这就要求评价机制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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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终结性、单一性模式转向过程性、多维度体系，真正关注学生在情境任务中的反应质量与能动表现。

具体而言，教师可设置“学习过程记录卡”，引导学生在每节课后反思“我今天完成了哪些语言任

务”“我在小组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提出了哪些问题”等内容，从而促进其主动思考与持续投入。

同时构建“多元共评机制”，在小组互评、教师点评与学生自评三者协同下，使用“任务协作评分表”

从语言准确性、合作协调性、思维独创性等方面进行评价与反馈。此外，实施“任务性形成性评价”也

尤为关键，每完成一次情境任务即获得“能动表现记录”，作为单元学习成果的一部分，激励学生在持

续参与中实现语言能力和学习动力的双重提升。 
例如在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Unit 4 Eat Well 教学中[4]，教师设计“我的健康饮食计划”任务：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分析自己一周的饮食情况，结合教材中“健康饮食建议”，如 Eat less fast food, drink more water
等，提出合理饮食改进方案并以英语演讲形式进行展示。课堂评价中使用“能动表现记录卡”，记录学生

的参与频次、语言输出质量及小组协作表现。课后学生反思卡片写明“我提出了哪些健康建议”“我在小

组中承担了什么任务”“我最想改进的表达是什么”，强化能动性投入与自我调控能力的形成。 

6.4. 建设“资源–支持–共研”教师发展共同体 

境脉式教学的有效推广亟需依托组织支持与资源协同，构建多层级联动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与资源

共享平台，以推动理念的落地与实践的共创。在校内层面，可设立“境脉主题教研小组”，围绕具体教

学主题开展“月度设计–共课试教–反思修正”的滚动式教研活动，逐步形成结构化的教学改进路径；

在区县层面，建议建设“境脉教学实验基地”，由骨干教师牵头开发围绕单元主题的任务群、教学设计

模板与示范课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省市级层面，则应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搭建“境脉教学资源平

台”，整合包括教学视频、任务素材、语言支架和学生作品在内的多元资源，供广大教师检索、调用与

再创造，实现教学资源的集聚共享与高效利用，全面推动境脉式教学的协同创新与深入实践。 
以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Unit 2 No Rules, No Order 教学为为例[4]，某校开展“校规共建”教学展示周，

组织校内英语教师围绕“校园规则与行为规范”主题开展境脉教学展示。由骨干教师牵头开发“校规采

访”“规则改编剧”“班级规章制定”等系列情境任务，并通过“线下共研 + 线上共享平台”模式，将

优秀任务设计、教学视频、语言支架和学生产出资料上传共享，有助于建立了区域内多校协同的“境脉

教学资源云”，推动教师教学理念和设计能力的持续提升。 

7. 结语 

境脉式教学为初中英语课堂由“知识灌输”向“能力建构”与“素养发展”转型提供了清晰路径。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教师普遍具备较强的境脉意识和基本的教学实践能力，但在理论理解的深度、任务

系统的整体设计以及多维评价机制的构建方面仍有显著提升空间。因此，亟需在教师理论培训、教学支

持资源、平台建设与协作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化推进，以“境脉驱动–能动回应”的教学逻辑为核心，

助力初中英语教学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促进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稳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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