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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度学习与学科教学的整合逐渐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英语听说技能的

培养对于学生的语言习得和实际应用能力至关重要。将信息技术融入英语课堂教学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教

学效率，还能有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因此，文章着眼于深度学习的定义以及信息技术促进初中

英语听说深度学习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文章详细阐述了信息技术促进初中英语听说深度学习的有效

策略。以期帮助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设计更加合理、有效的听说教学过程提供一

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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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deep learning and discipline teach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search, especially at the basic education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lis-
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is essential for stude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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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can not only sig-
nificantly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deep learn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deep learn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
ing.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
mote the deep learn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t aims to help teachers 
make better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ir daily teaching,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signing a mor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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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英语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听与说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

准(2022 版)》的规定：英语教育应该致力于学生听力理解与口头表达能力的同步发展[1]。然而，在日常

的英语课堂教学实践中，往往存在一种倾向，即教师较多地关注于语法点和词汇知识的教学，而在一定

程度上弱化了对学生成长至关重要的听说技能的练习与提高。  
李运林提出：信息技术作为“信息的表征、传输、存储、加工、处理和利用的技术”[2]，它提供广

泛且多样的工具和资源，逐渐改变着英语学习的面貌。不仅丰富了学习内容，还创造了互动环境，支持

学生按个人需求定制化学习。无论是在线课程、虚拟课堂，还是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信息技术都为英

语学习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助力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更高效地运用语言。程晓堂认为尽管信息技术

为英语教学带来了诸多可能性，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仍面临一些障碍和误解，信息技术与教学实践的

融合还需进一步加强[3]。本文针对当前听说教学中的问题，结合信息技术和深度学习的特点，探究信息

技术促进初中英语听说深度学习的策略，以期促进学生听说能力的发展。 

2. 深度学习的定义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持续推进，为了更好地实现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深度学习作为一项前沿的教

学理念，正引领课堂教学实践向着更加注重学生主体性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方向革新。深度学习强调在教

师指导下，学生围绕真实而复杂的学习任务情境，通过积极参与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进行深层次的知

识探究和有意义的知识建构。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

能力、合作交流能力及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发展。不同学者对深度学习持有各自独特的观点和解释。根

据郭华[4]的观点，深度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对富有挑战性的主题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不仅能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还能实现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李松林等人提出，深度学习是一种能够触动学生内心、引导他们探索知识的核心本质并

促进问题解决的学习方式[5]。 
结合各学者对深度学习的定义，本文认为深度学习是指在教师的专业指导下，学生围绕具有现实背

景和实际意义的学习任务情境，积极投入并参与到由教师基于对学生需求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学习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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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把握所精心设计与策划的一系列教学活动中。这些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的主动探索精神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促使他们进行深层次的知识探究和构建个人理解的过程。通过一系列连贯且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学生不仅能够达成具体且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而且能够在知识、技能、态度及价值观等多方面实现

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这样的过程还促进了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的发展，为应

对未来社会的各种挑战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会如何有效地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进而形成全面发展的人格特质。 

3. 信息技术在促进初中英语听说技能深度学习中的重要性 

3.1. 增加课堂活动的情境性 

信息技术为初中英语听说课堂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情境真实性，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深度学习。

通过多媒体资源和互联网技术，教师可以构建出真实的语言环境，将学生带入到英语国家的生活场景中。

例如，利用视频会议工具或虚拟现实技术，学生可以在模拟的餐厅或学校环境中与“当地人”进行交流

互动，这种沉浸式学习体验不仅能显著提升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还通过鼓励主动思考和问题

解决，促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借助信息技术支持的情境教学，打破了传统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使学生能够通过网络访问全球英语学习资源，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差异。这种跨文化交流机会对

于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文化适应能力和理解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3.2. 构建教学活动的多模态性 

传统英语课堂教学往往表现为教师讲、学生听及重知识、轻素养，教师采用的语言模态和创设的情

境比较单一。管莉指出传统的英语课堂主要依赖于教师的讲授和学生的文本阅读，而多媒体资源如音频、

视频、动画等的引入，使得语言学习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本形式[6]。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多媒体资

源如音频、视频、动画等的引入，信息技术为英语教学带来了丰富的多模态资源和广阔的学习空间，使

语言学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本形式。陈敏认为与过去单模态教学的单调和刻板不同，如今的多模态教

学通过整合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媒介，为学生创造了多样化的感官体验，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完成

交际任务[7]。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学活动的多模态性为初中英语听说课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打破了传统课

堂教学的单一性，创建了一个充满互动性和创新性的学习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学生们不仅能更深入地

理解并掌握英语，还能学会灵活地将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3.3. 增强学习活动的实践性 

王蔷等人认为：语言教学活动的实践性聚焦于以学生为中心，强调通过实际的语言运用促进学习。

这包括语言任务的设计需具备可迁移性，以及确保学生活动的主体性和参与度[8]。将学生置于学习过程

的核心位置，鼓励他们主动参与和探索，同时确保所设计的语言任务具有现实世界的应用价值。通过整

合在线平台、多媒体资源和智能设备，教师能够设计出一系列互动性强、贴近实际生活的练习任务，让

学生在做中学，提升语言应用能力。一方面，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活动显著拓展了实践形式的多样性。

例如，语音识别软件允许学生反复练习发音，并即时获得反馈，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掌握正确的语音语

调。另一方面，借助移动应用程序，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听力训练，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材料，从而

提高听力理解能力。信息技术赋予了初中英语听说教学更多的实践可能性，使得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之

内。它创造了一个动态且富有活力的学习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学生通过真实的任务和互动，不断

深化对英语的理解和运用，逐步成长为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语言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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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技术促进初中英语听说深度学习的策略 

本文以人教版初中英语——八年级上册 Unit 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听说部分为例，以

信息技术互动性为基础，设计一系列听说活动，探究信息技术支持下初中英语听说深度学习的有效策略。

以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实现听说课的深度学习；引发学生主动思考，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4.1. 听前：利用数字平台明确教学目标 

课前，教师可通过数字教育平台清晰传达教学目标，并通过精心设计的预习活动激发学生对即将学

习内容的兴趣与初步理解，为课堂上的深度互动做好充分准备。例如，在探讨“future plans and career 
choices”这一核心话题时，教师可以首先邀请学生观看一个简短且引人入胜的视频，该视频不仅概述了

本单元的核心话题，还明确了本节课将重点训练的听说技能，使学生在直观感受中建立起对该主题的基

本认知。 
为了进一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教师可以分享一系列丰富的预习材料。首先是词汇表，列出本单

元涉及的所有新单词和短语，特别是那些与职业发展和未来规划紧密相关的术语。同时，提供配套的发

音指导音频，帮助学生正确掌握这些词汇的发音，确保语言学习的基础扎实。此外，句型练习环节则设

计了一些简单而有效的填空或匹配练习，让学生能够熟悉如何用英语准确表达关于未来的计划，从而增

强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启发性问题也是预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出如“What is your dream ca-
reer?”“What should you do now to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等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基于自身经历

进行思考并尝试回答，这不仅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还能有效提升其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

教师还可以布置在线词汇听写练习或小测验，以检验学生对新词汇的掌握程度。利用数字平台的作业功

能，教师不仅可以设置自动评分机制，实现即时反馈，还能根据学生的表现调整后续的教学策略，确保

每位学生都能获得个性化的支持和发展机会。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预习活动设计，既促进了学生的主

动参与，也为课堂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2. 听中：通过互动技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为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充分的关注和发展机会，教师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设计丰

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要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要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使

他们在主动探索和实践中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增强课堂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还

能有效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综合素养的提升。例如，在本节课的听中部分，教师利用信息技术，组

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与角色扮演的活动。 
教师组织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活动以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发言并锻炼其口语能力。利用钉钉、腾讯

会议等平台提供的分组讨论室功能，让学生对听前问题：“What is your dream career?”“What should you 
do now to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展开深入讨论。讨论结束后，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分享讨论成果，

其他同学可以通过评论的方式给予评价，促进全班范围内的交流与学习。接着，教师可以安排角色扮演

环节，模拟求职面试场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部分同学扮演求职者，其余扮演面试官。教师提前准

备好职位描述和常见面试问题模板，供学生参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本单元所学的词汇和句

型进行对话，锻炼他们的实际语言应用能力。角色扮演结束后，教师和同学共同给出建设性的反馈，帮

助参与者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 

4.3. 听后：借助网络资源深化活动的开展 

听说课结束后，教师借助网络资源，开展深化活动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和应用能力。通过精心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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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后活动，在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例如：在

本部分，设计了在线项目式学习。目标是：通过实际项目加深学生对职业规划和个人发展的理解。首先，

教师需要进行学生分组与任务分配：每个小组选择一个特定的职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使用腾讯文档等

工具进行协作，学生们可以共同撰写研究报告。还可以制作一个关于自己理想职业的研究报告或视频介

绍，要求他们不仅要描述这个职业的具体工作内容，还要探讨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技能和教育背景，并

提出个人发展计划。这样的项目鼓励学生主动搜集信息，综合运用课堂上学到的语言技能，同时提高他

们的数字素养和团队合作能力。其次，在资料收集与分析部分：鼓励学生利用 MOOC 平台、在线图书馆、

专业网站等资源，收集有关该职业领域的信息和发展趋势。帮助他们了解行业现状，并思考如何为未来

做准备。此外，教师还可以设置讨论论坛或在线问答环节，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见解并回应同伴的观点。

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知识的内化，还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交流技巧。通过这些深化活动，学生不

仅能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能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实际情境中，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

础。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在真实的任务情境中促进有意义的知识建构和个人能力的发展。 

5. 结语 

在核心素养时代，深度学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思维能力，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所在。

本文以深度学习理念为指导，探讨信息技术在初中英语听说教学中对深度学习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

策略，以期促进学生的语言技能发展，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信息素养，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和落实。总之，信息技术不仅是初中英语听说教学的高效工具，更是促进深度学习的关键力量。未来的

研究应继续探索信息技术的最佳实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学需求，并进一步深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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