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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学习活动观是指向核心素养的新教育理念，强调体验式教学。在英语学习活动观导向下，初中英语

教师将探索如何在阅读教学设计中加强英语实践教学，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文章以人教版初中英语九

年级Unit 3 Section B“Could You Please...?”阅读课为例，阐述了如何在英语学习活动观的指引下，围

绕主题语境，让学生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三类活动，完成深入语篇和超越语篇的学习。

以期最终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其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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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concept is a new educational concept that points to the core quality and 
emphasizes experiential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concept,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will explore how to strengthen practical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reading 
teaching desig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aking the reading 
course—Unit 3 Section B “Could You Plea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o complete 
in-depth and transcendental discourse learning through three kinds of activities, like “lear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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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applying and practicing”, “transferring and creating” based on the thematic con-
text and the guidance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concept. Finally, its aim is to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e their core quality of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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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阶段是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阶段，其中英语阅读教学是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关键环节。然而，

传统的英语教学大多以教师为中心，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并且强调单词和语法的机械背诵，导致

大部分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不高、缺乏积极性。教育部 2022 年颁布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

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倡导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并以实际应用为导向，倡导

“学思结合、用创为本”的英语学习活动观，促使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课堂活动和拓展练习来构建和发

展知识[1]。因此，将英语学习活动观与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相结合，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英语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素养，为学生的英语学习和未来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英语学习活动内涵 

英语学习活动是初中英语教学的课堂基本组织形式，是落实课程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学生英

语核心素养的重要形式。新课标指出，秉持在体验中学习、在实践中运用、在迁移中创新的学习理念，

倡导学生围绕真实情境和真实问题，激活已知，参与到指向主题意义探究的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

创新等一系列相互关联、循环递进的语言学习和运用活动中。由此可见，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教师可

以从“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三个维度来开展教学活动。梅德明、王蔷倡导英语教师要引导

学生围绕真实问题和真实情境，主动地参与指向主题意义探究的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等一系

列循环递进、相互关联的语言学习和运用活动中[2]。 

3. 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以英语学习活动观为指导的价值 

第一，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往往强调教师单一讲授，以教师为

中心，注重“应试性”。英语学习活动观是指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引领学生，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

迁移创新三种活动，开展关联性和全面综合性的英语学习活动[3]。因此，以英语学习活动观为导向的教

学方法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通过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建立多种辩证思维，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第二，体现英语学科育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初中英语阅读课中，以英语学习活动观

为指导，教师不仅可以把书本知识有机融合在各类课堂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让学生接受新知识，实

现英语学科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充分挖掘语篇主题下的育人功能，创设以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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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的贴近学生生活的学习活动情境，帮助、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4]。 

4.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课堂教学设计 

该如何开展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阅读教学呢？本文以人教版(Go For It!)初中英语九年级的 Unit 3 
Section B (2a-2d) Could You Please... ? 这篇阅读材料为例，阐述如何把英语学习活动观落实到初中英语阅

读教学中。 
本篇教学设计包括语篇研读、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作业设计

以及评价反思八大环节，以使学生在理解、表达语言知识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发展学习能力。学生通过

教师组织各类思维活动，内化新知，构建结构化知识，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提高思维品质，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4.1. 语篇研读 

4.1.1. 主题内容 
本课时围绕话题“Could You Please...?”展开，首先引出并介绍了在不同场合下得体语言的使用，最

后总结使用得体语言的优点。 

4.1.2. 价值取向 
本文通过了解正确的请求，学习礼貌的请求和在不同场合使用得体的语言，引导学生领悟说话的艺

术，从而启示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以礼待人，慎思而行，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4.1.3. 文体结构 
本文是一篇配图说明文，语言词汇涉及表示礼貌的表达。结构上让学生从了解正确的请求，学习礼

貌的请求到使用得体的语言。语篇通过举例和对比，帮助学生体会和理解直接请求和礼貌用语的不同使

用场所。 

4.2. 学情分析 

九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基础知识及语言表达能力，大部分学生对英语有着比较浓厚的兴

趣。同时，在长期的新课程理念实践中，已初步具备了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

和教学效果的实现。经过前四个课时的学习，学生能熟练运用礼貌语句达到交际目的，如：问路或指路、

询问和提供信息等，通过学习 wh-疑问词引导的宾语从句掌握礼貌语言的结构。本节课学生将通过语篇

学习进一步运用礼貌语言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同时意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场合用词的礼貌性和

得体性。另外，基于人教版初中英语的七年级下册 Unit 8 Is There Post Office near here?的学习，学生对问

路这一话题已经井不陌生。教师应积极鼓励、激发学生的兴趣井辅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设计，引导学

生“在做中学”，重视知识学习过程的体验性、实践性，引导学生在保持原有的良好学习习惯的基础上，

获得新的学习方法。 

4.3. 教学目标 

基于上文的语篇研读和学情分析，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按照学习活动观的三个层次，确定如下： 
第一，学生能通过分析配图和阅读文本，明确语篇的主题和结构，获取正确请求的表达；并在语篇

中学会拼读和理解“correct, polite, direct, request”等词汇，增加词汇量；恰当运用略读、跳读等阅读策略，

提高阅读理解水平；通过阅读文本巩固 Could you please...？ May I...？等礼貌语句以及 wh-疑问词引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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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从句，引导学生概括礼貌请求的表达方式。(学习理解) 
第二，学生能够可以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简单的口头表达，并且在老师的帮助下，通过小组合作，深

入语篇探讨更多表示礼貌请求的方式，并结合不同文化背景在不同场合运用得体的语言。(应用实践) 
第三，学生将通过深入探究，在老师的引导下，辦证地评价标题的合理性，深度思考作者的写作意

图，提高其思维的逻辑性、批判性和创新性。(迁移创新) 
以上三类教学目标按照从低阶思维到高阶思维的递进过程，引导学生立足于文本的内容和语言，深

入挖掘语篇的文化内涵和育人价值，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4.4. 教学重难点 

第一，教学重点：学生能够通过运用阅读策略，获取段落主题句和细节信息，多维度地理解语篇；

在此基础上能够概括礼貌请求的两种方式，并能够正确运用。 
第二，教学难点：学生能够在新情境中合理得体地使用语言，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且能够对语篇

进行深度挖掘，思考作者的写作意图。 

4.5. 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 

本节课是基于新课标、忠于教材、立足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着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而进行的一堂阅

读课教学设计。在教学设计上，以明确的主题为指导方向，以深度探究语篇为主要手段，采用了 PWP 阅

读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上，采用情境教学法创造真实语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英语语言的实际运

用；此外，还运用了交际教学法，增加了课堂的互动性，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并在这个过程中，严格遵

循了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三个层次的要求，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了各种的教学活动，符合教

学目标的要求，见表 1。 
 

Table 1.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reading 
表 1. 阅读教学过程 

教学步骤 学习活动 效果评价 

导入环节 

1. 创造一个电脑游戏的情景，引导学生复习学

过的表达。 
2. 邀请学生回看这段视频，找出其中的非礼貌

用语。 

教师发布明确思考任务，并留意学生回答问题的

情况。 

【设计意图】以学生感兴趣的游戏场景为切入点，复习学过的短语，并借助游戏中的非礼貌用语引入所谈论话题，

使学生逐步进入学习状态，为接下来的阅读活动做好铺垫。 

教学步骤 学习活动 效果评价 

读前阶段 

1. 学生观察和对比语篇配图，思考教师提出的

问题“您准备好了与他人礼貌交谈吗？”。 
2. 学生运用阅读策略找到段落主题句，并梳理

语篇的结构。 

教师观察学生在语境中运用核心语言和教师进

行交流的情况，根据学生表现给与指导和反馈。 

【设计意图】通过图片对比引发学生思考，同时铺垫本课主题，明确阅读篇目，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语篇，为细

节阅读做准备。同时培养学生快速把握文章大意的阅读能力。 

教学步骤 学习活动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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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读中阶段 

1. 学生读第一段并回答问题，通过列举直接提

问和礼貌请求，理解正确请求的内涵。学生合

作找到更多正确请求的内涵，完成任务 1。再

读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预测下文内容。 
2. 一名学生领读第二段，通过回顾主题句，明

确礼貌请求的第一种方式。观看一个关于中英

文语言文化差异的视频，深入理解。 
3. 学生默读第三段，通过回顾主题句，明确礼

貌请求的第二种方式；通过思维导图梳理细

节，完成 Task 2，检测是否掌握。 

1. 教师观察学生能否借助范例提示找到并区分

文章中其他 direct questions 和 polite requests，以

及能否通过过渡句预测。 
2. 教师观察学生能否在语境中运用阅读技巧，理

解如何做出礼貌请求的情况，根据学生表现给与

指导和反馈。 
3. 教师观察学生能否通过思维导图梳理细节，根

据学生表现给与指导和反馈。 

【设计意图】通过学习具体的例子，让学生理解 correct requests 的内涵，同时明白这一观点：正确的请求不仅仅

是礼貌的，也可以是直接的。为下文提出要在不同场合使用得体的语言做好铺垫。并通过过渡句来预测下文内容，

帮助学生习得“判断过渡句的位置，利用过渡句预测”的阅读策略。最后通过视频，可以让学生理解礼貌用语在

中英文中存在细微差异，比较中西方语言文化异同，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文化自信。 

教学步骤 学习活动 效果评价 

读后阶段 

1. 在已知语篇中的两种礼貌请求的基

础上，学生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继续探

究更多礼貌请求的方式，加深对礼貌请

求的理解。 
2. 学生运用课堂习得语言，从不同场

景、视角和人物对象出发，以小组合作

的形式，选择完成教师设置价的 Task3 
(角色扮演或自由讨论)。 
4. 学生回顾语篇，思考标题“这是一个

好标题吗？为什么？”学生表达不同的

观点。 
5. 学生完成教师提供的思维导图，并

根据它复述文章。 
6. 结合板书和课文中的关键词，学生

再次回顾语篇，思考“作者的写作意图

是什么？”，从而深挖语篇的主题意义，

超越语篇思考人际交往之道，待人接物

之道，从本课中实现情感升华。 

1. 教师观察学生的讨论情况，根据学生表现给与指导和

反馈。 
2. 教师观察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引导其他学生根据以

下评价标准给与同伴评价，同时根据学生表现给与指导

和反馈。 
Evaluation Standards  
correct information 
suitable language 
proper body language 
clear voice 
3. 教师观察学生在语境中进行深度思考，和文本进行深

度对话的情况，根据学生表现给与指导和反馈。 

【设计意图】通过深度挖掘语篇，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批判、评价和创造的能力。通过深度学习和情感教育，让学

生深刻地意识说话之道和待人之道的重要性，提升思维品质和个人素养。多层次的活动设置面向全体学生，综合

性地评价学生是否能运用教师层层搭建的“脚手架”，创造性地解决真实情景中的问题。同时培养学生的迁移、

批判和创造的能力。小组互评进一步丰富课堂评价方式，达成教学评一体化的目的。 

教学步骤 学习活动 效果评价 

总结与作业 

1. 教师带学生总结所学知识点，包括

短语表达和句型结构。 
2. 作业布置：必做作业： 
(1) 将以下直接问题转换为礼貌请求：
Where is the restroom? 
How can I get to the train station? 
When is the sports meeting? 
(2) 本文标题是否合适？为什么？写

下你的答案。 
选做作业：搜索更多关于在不同国家保

持礼貌的文化知识。 

教师要观察学生在进行总结时采取的方式和总结的结

果。 
分层作业布置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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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设计意图】教师总结帮助学生梳理阅读材料中的知识点，巩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帮助学生提炼文章的主

旨，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必做作业面向全体学生，鼓励学生通过深度挖掘文本信息，表达自己

的观点，发展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新精神。选做作业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课后延伸阅读，培养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

力。 

4.6. 评价和反思 

4.6.1. 学生自评 
在英语活动观视角下，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学习自评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明确自

身在阅读中的优势与不足，从而调整学习策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学习自评有助于师生互动，

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自评结果调整教学方案，实现个性化教学，提高英语阅读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最

终促进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全面提升。具体内容见表 2。 
 

Table 2. Student self-assessment form 
表 2. 学生自评表 

评估方面 评分 
语言技能提升：我能使用“Could you please...?”来礼貌地请求帮助或信息。在课堂活动中，我积极尝试

用这个句型造句并参与对话练习。(15 分)  

阅读理解能力：通过文章，我对如何在不同场合下礼貌地提出请求有了更深的理解。能识别出文中礼貌

表达方式，并思考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20 分)  

词汇与短语掌握：我学会了本单元重点词汇表达的含义及其用法，并在句子中正确使用它们。(20 分)  
文化意识提高：通过课文学习，我了解到了英语国家中关于礼貌请求的文化差异，并能意识到在跨文化

交流中使用适当礼貌用语的重要性。(25 分)  

合作学习效果：在小组活动中，我积极参与讨论和分享观点。提高了我的沟通能力，也增强了团队合作

精神。(20 分)  

4.6.2. 教师自评 
第一，教学方法的有效性：采用情景模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了如何在实际生活

中使用“Could you please...?”结构进行礼貌询问。但是，需要进一步优化以确保每个学生都有足够的机

会参与到对话练习中。 
第二，学生个体差异的关注：在设计活动时考虑到了不同程度学生的需求，但仍有部分学生表现出

对某些概念理解困难的情况。今后应更细致地分析学生的反馈，为那些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提供更多的

指导和资源。 

5. 结语 

综上所述，践行英语学习活动观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它

能有效整合教学内容，落实教学目标，对初中英语阅读教学很有价值。因此，教师在设计阅读课活动

时，应以促进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为目标，重视分析教材特点、了解学生情况，并围绕主题语

境，挖掘文本材料育人价值。在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基础上，设计基于语篇主题的学习理解类活动、深入

语篇的应用实践类活动和超越语篇的迁移创新类活动，并在传授单元新知的同时，使学生在真实、形

式多样的体验中学以致用，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创造力，深入

挖掘文本的育人价值和文化内涵，促进了知识向能力、能力向素养的转化，从而提升学生的英语学科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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