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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指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

力。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不仅强调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性，更体现了素质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

的能力要求。然而在传统的英语教学课堂中，存在教学目标功利化、教学内容碎片化、教学活动机械化、

教学评价单一化等问题，单纯的英语语言能力培养无法满足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因此，英语学科教学

要深化教育改革，必须高举核心素养的旗帜，发挥学科育人价值，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英语教师

必须要以学科素养为核心，依据课程标准、学生情况、教材内容掌握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

策略，使教学目标体现承上启下的连贯性，教学内容呈现单元式学习的联系性，教学活动表现思维品质

的创新性，教学评价凸显评价主体多元性，让学生浸润在主题语境下感知与理解知识，在现实情境中应

用与实践知识，在有效的学习活动中迁移和创新知识，从而打造优质、高效、实用的高中英语课堂，落

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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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Ordinary High Schools emphasizes that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English as a discipline primarily include language proficiency, cultural awareness, cognitive skills, 
and learning abilities. Education based on core competencies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reflects the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holistic development and life-
long learn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However, traditional English 
teaching classrooms often suffer from issues such as utilitarian teaching objectives, fragmented 
content, mechanical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simplistic evaluation methods. The sole focus on devel-
oping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fail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cultivating core competencies. 
Therefore, to deepen educational reform, English teaching must uphold the banner of core compe-
tencies, leverag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discipline, and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moral and intellectual growth. English teachers must center their teaching on disciplinary compe-
tencies, design and implement integrated unit teaching strategies based on curriculum standards, 
student needs, and textbook content, and ensure that teaching objectives reflect coherence, content 
demonstrates interconnectedness within units, activities foster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evalua-
tions highlight diversity in assessment approaches. By immersing students in thematic contexts to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knowledge, applying and practicing knowledge in real-world situations, 
and transferring and innovating knowledge through effec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high-quality, effi-
cient, and practical high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s can be created, thereby realizing the core com-
petencies of English as a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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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 [1]颁布

以来，以发展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核心素养新课程理念得到广大英语教师

的认可，并开始真正应用到中学英语课堂。然而，在目前的英语课堂教学当中，仍然存在着教师“满堂

灌”的现象：教学碎片化、表层化和标签化；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力度不足；正确价值观输入过于僵硬；

课堂活动流于形式等，往往阻碍了学生核心素养的正常发展[2]。 
学科核心素养的出台倒逼教学设计的变革，即教学设计要从设计一个知识点或课时转变成设计一个大

单元，大单元整体教学的提出为落实英语教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提供了新的方向。在大单元教学中，教师

通过把握主题语境，基于对教材等教学资源的深入解读，以学生为主体，结合学生的需要，构建起一个由

大单元主题意义统领下，内容相互关联、逻辑清晰的完整的教学小单元和小模块，将凌乱的知识点串联成

线，连接成片、织就成网，最后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知识结构[3]。通过一系列的教学策略重构与再创，引

领学生从不同角度或深度对单元主题进行多元化、多样化的研究和探析，将内化的语言能力以对思维品

质的锻炼的形式外化出来，提高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真正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育人价值和目标。 
单元设计是教师教学设计的重点与永恒的主题，基于核心素养的单元设计和整体概念是推动课堂转

型升级的一个支点。单元设计的“三重心”包括清晰教学目标的设计、关注知识构建方法的设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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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信息评价的设计[4]。基于此，本研究在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视角下，对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大单元整

体教学，以及教学策略的有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探究了高中英语学科教学采用“大单元整体教学”这

个方向的实用性，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策略，希望对以核心素养为指导下的英语学

科教学提出可供参考的教学方法。 

2. 核心概念的界定 

2.1.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2014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5]首次对

“核心素养”重要概念进行官方定义，要求将研制与构建学生核心素养体系作为推进课程改革深化发展

的关键环节。核心素养是综合性的，是对传统三维目标即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与超越。

培养人的核心素养就是培养人的关键素养和高级素养，反映个体需求与社会需要[6]。 
英语学科作为学校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学科之一，必须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结合自身学科培养人才

的方式实现育人价值的目标。《新课标》中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定义为；在英语课程学习中，学生需要

具备的四大素养为，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1]。其中。语言能力具有一定的语言意

识和英语语感，在特定情境下参与相关主题的语言活动时表现出来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思维品质指

学生在感知、理解、应用、实践、迁移与创新等方面的层次和水平。文化意识指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对

优秀文化的鉴赏，体现在培养学生在新时代下的跨文化认知、态度和行为选择。学习能力指学生能够积

极主动学习与掌控英语学习策略、拓宽英语学习渠道、努力提升英语学习效率的能力。 

2.2. 大单元整体教学 

单元教学，又称单元整体教学，或单元整合教学。不同学者对单元的概念在不同的角度上都做了一

定的诠释。从单元与课程的关系角度上看，单元是一种学习单位，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完整的学习故事[3]。
从单元与教学的关系角度上看，单元是基于一定目标和主题的教材和经验的模块或单元[4]；姚新国[7]认
为，“单元是根据学生学习的需要，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归纳分析并整理成一个新的单元。”这契合

了当今新课标要求的知识重构与大单元整体教学模式的理念。 
综合上述相关学者对单元教学的解释可知，英语学科的大单元整体教学也就是教师以课程标准为指

导，以核心素养为统领，以单元主题意义为背景，将单元内语言知识的听力、阅读和写作作为基础进行

课前单元目标的设计，并整合教材内容，将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综合化、系统化的组合或重构，以提高

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和教学效率的一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 

2.3. 教学策略 

总体来讲，教学策略是为实现教学目标而制定的教学程序计划和采取的教学实施方案[8]。单元教学

策略是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提前制定的在教学过程中可操作的行动体系。包括了课堂教学活动的各

种程序、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等内容。英语学科的“单元教学法”，是对“单元整体性”的把握与落实，

旨在强调英语基础知识、技能、观念和实践，融大观念和大视野于课堂之中，促使知识结构朝着完善化、

知识之间联系紧密化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9]。 

3.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英语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策略 

3.1. 领略主题语境，确定教学目标 

高中英语新课标中重点阐明了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这四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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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传统教学三维目标的转型升级。教师必须树立大单元意识，明确单元整体目标。重视以话题为中心

设置整体教学目标，使得课时目标为单元整体目标而服务[10]。由此可知，教师需要把握教材的主题语境，

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单元的主题进行细化和拆分，归纳教材每个课时内容的教学主题，最后设定符合

学生现有理解水平和学习能力的、服务于大单元主题语境的、落实核心素养的语言能力目标、文化意识

目标、思维品质目标和学习能力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高中英语大单元教学目标的设计是有侧重点的，要保持不同目标之间的平衡性，即

英语不光是学生习得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还应该考虑学生能通过课程形成哪些技能和必备的思维品质[11]。
同时，高中英语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不同目标之间一定要有衔接性，单元虽然是由零散的知识点构成的，

但教师需通过主题语境将单元内容连成一条主线，使得课时与课时之间呈现过渡的作用[12]。 

3.2. 基于目标衔接，整合单元内容 

马兰[13]在整体化有序设计单元教学中指出，教师在明确大单元的主题、为单元目标定性后，教师需

要对教材单元的编排进行深入研读和解析，同时洞察学情，分析学生应该知道什么与实际知道什么，融

合单元之间、单元板块之间相似的话题，贯通单元的内容和情感主线，最后再进行单元内容的调整。同

时，根据学生的认知逻辑和生活经验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或重组，促进单元整合。做到单元教学内容基

于教材，基于主题，基于学生，基于教师风格的整合与创新，帮助教师更好地挖掘英语课本主题语境、

单元内容隐含的文化价值和价值观念，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10]。 

3.3. 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课堂活动 

选择好学习单元的目标与情境后，教师需要全面考虑学生将通过哪些课堂活动来获得相关能力的提

升。因此，核心素养的培养、知识的习得需要借助各种学习探究的活动来实现。教师在设计学习单元活

动时，首先，要寻找 1~2 个适当的真实情景，将基本问题链转化为任务群，并以此设计相关活动。其次，

要学会做好学习单元资源的配置工作，如学习资源(学习指南、网络、数字资源、文献资料等)，开发工具

(小组合作、反思、学习框架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评价量规的研制等，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学生

在学习活动中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在体验中构建自己对知识的理解[14]。 

3.4. 创新作业设计，提升核心素养 

在国家教育部“双减”的大方向下，机械、呆板、繁重的抄写作业无法使学生英语核心素养得到切

实提高[15]。教师需要开发创新型作业，基于单元整体的主题意义下，挖掘作业的层次性、探究性、体验

性。让作业设计落实到学生知、情、意、行的协调发展上，真正发挥作业助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作用。 
作业设计要注意层次性。作业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可供选择的，多样的，体现学生发展差异性和学

习规律的。分层作业的设置可包括拓展挑战型、提高型、基础型作业，以供不同学习水平和能力的学生

自主选择，使得学生们能够各取所需，扬长避短，从而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16]。 
作业设计要体现探究性与趣味性，并不是机械地死记硬背。“深度学习”、“探究学习”强调了思维

导图在巩固课堂内容、延伸课外知识，培养学生个性思维的重要作用，使得作业布置更加贴合核心素养，

促进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提升。趣味性作业既要符合教材内容又要贴近学生现实生活，使学生尽可能

在真实的情境中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提升生活化的语言应用能力。 
作业设计要重视体验性，注意作业内容的创新化和生活化。通过实践、沉浸、对话、互动、参与、体

验的形式，帮助学生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中外的跨文化，培养文化意识，树立文化品格，进一步落实

核心素养中的语言能力和文化意识的发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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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英语大单元整体教学实施策略 

4.1. 感知与理解——导入与新课呈现  

在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的过程中，要让学生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语言进行实际的应用和沟通，

就需要教师在把握教材整体的主题语境下，创设出现实的具体的情境和相关的任务，使得课堂与生活紧

密相连，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教师在进行单元教学之前，应该展开单元导读，引导学生从认知、目标

方面把握单元主题与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提前感知和熟悉教学内容。在新课呈现之前，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单元首页的单元主题概念图，通过口述或者多媒体展示的方法，将现实生活的场景融

进教材当中，以概念图的综合应用促进单元的整体感知与理解，搭建起建构知识的框架，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 

4.2. 应用与实践——活动与学习探究 

在英语课堂上教师需要根据学习任务和要求，根据学生的学情和知识任务的难易程度，设置应用实

践活动，促进学生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转化能力。教师可以把学习任务分小组进行自学，通过小组协作

的方式让学生发挥自己的能力，促进学生之间的协作。除了分组别之外，教师还可以分配不同的任务来

达到学生水平的互补效果，以此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发展自主学习的能力，形

成有效的学习策略。通过小组合作和任务分组的方式，使学生在单元教学活动中开展探究式学习，从而

形成自己的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内化知识并运用语言，最终达到提高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4.3. 迁移与创新——感悟与活动再创新 

新课标明确指出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过于注

重“工具性”而忽视“人文性”，只关注语言知识的讲授，提高学生的成绩而忽略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18]。为了使得学生对前面已经感悟理解的知识和参与的活动探究得到效果的最大化，教师需要根据大单

元主题语境下，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迁移和创新，落实实践活动观，在学生已经开展的活动上进行教学

反思，设计适合学生最近发展区的课堂活动，让学生能够更高阶地运用所学知识主动探究和解决更深层

次的问题，重视挖掘文本的“人文性”内涵和教材的育人价值，帮助学生在语言、文化、思维方面得到有

机融合，促进学生的认知与情感发展。 

5.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英语大单元整体教学评价策略 

教–学–评一体化设计与实施是教师专业水平的具体表现[19]。基于单元整体语言学习的多元评价

策略更注重整体性和连贯性。重点在于过程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的相互结合，包括多维度的评价内容，多

元化的评价主体以及多样化的评价方法。教师应当掌握一定的评价方法，更好地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5.1. 多维度的评价内容 

过去单一的教学评价手段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发挥和教师对学生的全面评价。根据核心素养和新课标

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应当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价，包括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

习方法、知识和技能，探究与实践能力，合作交流能力，创新发展能力等，通过形成性评价来判断学生

当前的学习状态，并对学生提出相关的评价意见和指导建议，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20]。
真正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呼吁教师对学生采取评价内容多元化。 

5.2. 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要改变传统评价中教师占有绝对话语权的现象，就必须鼓励评价主体多元化。除了教师对学生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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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更应该考虑到学生对自我认知、自我学习的过程性评价，以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能力、自我反思能力、

自我探究能力的成长，真正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学生自我评价是其积极性、主体性、创造

性得以激发的过程，是不断自我认识、自我激励、自我调整、自我实现的过程[21]。其次，学生互评可以

发挥合作学习的积极作用，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最

后，家长也可以作为评价主体之一。一方面，改变了家长被动接受教师的单向反馈的局面，令家长有效

避免教师评价学生时不客观的情况，更加主动详细地了解评价结果，积极促进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

家长也可以根据自己对孩子的了解对孩子做出客观、合理地评价。来自四个方面的评价主体，能够尽可

能地给予学生全面而真实的评价，从而有效调节学生全面发展的方向与力度，助力核心素养的落地。 

5.3. 多样化的评价方法 

教师的教育评价要采取灵活多样、富有弹性的方法，而不是用统一的方法概括评价所有学生。多样

化评价方法表现为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9]。核心素养背景下，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包括多种形式，例如在教学之中，可采取课堂评价、作业评价、单元测试评价、学生

自评互评法等；在教学之外，观察法、家访法、档案袋法、调查法、评语法、主题活动法等等。落实新课

标提倡的“教–学–评”一体化，教师在教学之中和教学之余，采用多样化评价方法，为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核心素养的提高建立良好的基础和保障。 

6. 结语 

新课标呼吁新标准，新标准呼吁新教法。在落实核心素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高中英语教师应

该树立“整体性”的教育思想，改变英语只重视词汇和句子的教学模式，着眼于主题语境，掌握大单元

整体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策略，把每一个单元每本书都看成完整的单位。结合教材内容和具体学情，

采用分段式的、连续性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将单元与单元之间、单元内部之间的结构进行分析或组合，

使教学目标体现承上启下的连贯性，教学内容呈现单元式学习的联系性，教学活动表现思维品质的创新

性，教学评价凸显评价主体多元性，让学生浸润在主题语境下感知与理解知识，在现实情境中应用与实

践知识，在有效的学习活动迁移和创新知识，从而打造优质、高效、实用的高中英语课堂，落实英语学

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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