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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双新”背景下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徐立旦

（绍兴市第一中学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直接决定了现阶段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效及其未来的持久而长效的学习。本文结合了“双新”政策要义，明确在

此背景下，教与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及培养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意义所在，并提出了在实践具体培养策略之前应注意的关键问题进行

梳理。在教师积极情感投入的前提下，设计贴近生活的学习任务，促成学生体验式、交互式学习，并最终成为学习的主人，达成学科育人

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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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directly	determines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t	this	stage	and	their	long-term	and	effective	

learning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essence	of	the	“double	new”	policy,	clarifies	the	necessity	of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n	English	under	this	background,	and	puts	forward	the	key	issue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before	the	practice	of	specific	training	strategies.	Under	the	premise	of	teachers’	active	emotional	input,	we	should	design	learning	tasks	

that	are	close	to	life,	promote	students’	experiential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ultimately	become	the	master	of	learning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discipl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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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以下简称“双新”）确定了课程教

育的逻辑起点是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基本实现。这表明在英语教学

中，仅只重视语言点的认识、感受和记忆已远远不够，更需进一步

加强对学生关键能力、必备品质和价值观念的培养。英语教学与教

育科研的着重点也应从“教师为主体”转移到“学生为主体”方

面上来，更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刘华霞，2022）然而，

不可否认，不少“教 - 学”仍停留在“双新”前的旧模式，未能达

成切实变革。本文针对国家“双新”政策实践内涵，以及在此背景

下，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关键理念及需注意的关键问题，展开

理论梳理。

2.“双新”背景下，教与学亟待变革

随着“双新”的推进，教学观和知识观亟需转型。为实现更

切实有效的变革，在此之前，需先对“新课程新教材”要义及实践

价值进行剖析剥离，才能更好的依照其内部逻辑构架指导“教 - 学”

模式转变，实现以关注育人价值，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主的课

堂转型。

2.1“新课程与新教材”政策要义与实践价值

“双新”的政策措施和落地实施，是坚持同党中央、国务院对

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保持高度一致的集中体现。2019

年 6 月，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就统筹推进普通高

中新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进一步提升高中教育质量作出了全

面部署。《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到 2022 年的育人改革总体目标。

该目标以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和推动立德树人为主要导

向，在具体实践方面，分别就课程与教材、教育与教学、教育评价

与考试招生以及师资与办学条件等主要方面提出了改革意见。

“双新”之“新”首先便是课程目标之新，即《指导意见》中

提出的育人改革目标，落实到各学科中，在各学科核心素养中得到

了广泛彰显，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便是英语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

现，是学习者经过英语课程学习而逐步形成和提升的适应信息时

代、知识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发展要求和个人终身发展要求的正确价

值观、必备品质和重要能力。（梅德明，王蔷，2020）这意味着英

语课堂教学不再是“知识传递”，而是注重教书育人社会育人价值

的课堂教学。关注“育人”的课堂转型具有三个特点。（1）从被动

学习到能动学习。突出学习者的主体性参与和学习者能动交互作用

下的学习。（2）由个体学习到协同学习。强调课堂交互学中协同精

神的培育，协同学习强调的是学习的社会本质。（3）从表层学习到

深度学习。关注单元设计、大概念背景下的主体性、对话性的深度

学习。（钟启泉，2018）

2.2 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的问题

随着“双新”的推进，不少课堂上“旧课程和旧教材”的旧

衣还未除去，徒有口号，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教学方法也还没有形成。

满堂灌、一言堂、一讲到底等情况比较突出，虚假学习，浅层学习

仍大量存在。（刘华霞，2022）英语课堂教学中，缺乏单元设计的

整体意识，仅关注单一语篇，忽略了课程内容的系统融贯，使学生

难以形成立足单元全息考察的视野。为了应对教学质量的评估，许

多教师依然选择通过增加课时和重复机械训练的低效方式教学，学

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缺乏体验和收获的乐趣，不知“学什么”“如

何学”“为何学”，从而丧失了英语学习的动力，自主学习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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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新”背景下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关键问题

自主学习这一概念在基础教育阶段，被定义为学习者为自己

学习负责的能力（Little，1991），并特别注重在学校这样的正式教

育的场地，学习者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对自己学习负责的意识、

动机和能力表现。随着“双新”的深入实施，课堂教学的中心逐渐

趋于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爱学、会学、能学，进而实现终身学习，

是学校和教师关心的重要命题。有研究证实，自主学习能够显著提

升学习者的外语学习，而教育者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从

而为学生发展赋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Dam&Gabrielsen，1988）。

教师的教学理念直接影响其教学行为，因此，笔者就从以下三方面

着手，谈谈如何在教与学中，促进学生英语自主学习意识的萌醒。

（一）树立情感教学，育人为本的培养理念

所有学习都依托情感而发生，教师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更

不能机械化执行，过分注重

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的灌输，却忽视了主动与学生构建积极

的情感联系。卢家楣教授在他的著作《情感教学心理学》中，这样

描述 ：“所谓情感教学，从根本的含义上说，就是指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在充分考虑认知因素的同时，充分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

以完善教学目标、增强教学效果的教学”。由此可见，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的情感投入，有利于自身探索并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真实情

境，更好地引领学生实现生命体验，精神洗礼与成长，从而实现学

科育人的目标。

老师对学生的情感投入主要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是面对全体

学生的主动情感投入，主要体现为教师在课堂创设中能够尊重学生

的学习兴趣爱好、个人生活经验、外语学习规律、语言水平差异等，

积极创设并展开有意义、有挑战、有他人指导、有合作交流、有个

人反思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动机和课堂主体积极作

用 ；二是强调了对个体学生的关怀引导，通过个性化情感交流和指

导，训练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张金秀，2021）“亲其师，信其

道”，只有教师本身对教学与学生饱含热情，对教学主题有深刻的

情感体验，才能有效地去引领学生思考、发问、成长，从而引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而学习动机与自主学习能力

之间存在着强关联，学习动机越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也就相应增

强。(Ushioda,2011)

（二）创设情境，提倡体验式学习

为实现“双新”政策育人为本，立德树人的学科教学目的，教

师需要转变课堂教学方式，最需引起关注的便是系统化、情境化的

学习任务设计。在英语教学中，以立足单元整体为前提，在单一语

篇教授过程中，发掘语篇独特的核心教学价值点，将其与学生的生

活情境结合起来，创设贴近学生真实生活的学习任务是课堂教学设

计的关键。一方面，学习者的前概念或之前的生活经历本身就是由

自身所经历的独特的生活情境所塑造，因此，当前所要接受的新知

识理应放在情境中去教授。另一方面，只有介入真实情境，学习者

才会经历获取、结合和应用的过程，这里所指的应用绝不是在练习

题中的应用，而是在真实生活情境中的应用。（丁奕，林琦，2022）	

因此，探索并设计贴近生活的活动任务，让学生主体亲身参与，在

活动过程中获得沉浸式体验，在知识掌握过程中获得主动探索和知

识获取的愉悦的情感体验，从而促进学生学习的真实发生。只有学

生愿学，要学，乐学，才有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根本立足点，才

能为实施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实践策略铺好基石。

（三）协同合作，倡导交互作用的学习

“双新”所主张的立足学生学为主体的课堂，并非仅限于单一

个体。当学习者个体直面复杂情境或任务时，首先经历的并非特定

知识或技能的应用，而是因无法实现目标所引起的迷茫或困惑。（刘

华霞，2022）为了消除这种疑虑，除了持续的探索与尝试，个体还

需通过与他者的探讨、交流与共享，慢慢梳理清楚情境、观念与结

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理解教学内容，形成创造性解决问题

的素养，从而促进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这是由学习的社

会本质所决定的。因此，倡导协同合作，交互作用的学习有利于推

动学生自主学习观念的建立，而主学观是学生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

前提条件和基础。（张金秀，2021）与此同时，在教师引导下的交

互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文本传输的道德价值品质，文化价值取向发

生更深刻的碰撞调试，从而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达成学

科育人的最终目标。

4. 结语

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对学习者的英语学习及其发展为终身学习

者，具有重要意义。（张金秀，2021）本文首先解读了“双新”政

策要义，明确在此背景下，教与学模式变革的重要性和培养学生英

语自主学习能力的意义所在，并提出了在实践具体培养策略之前应

注意的几方面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自主学习能力并不是一种稳定

的能力状态，而是一个发展连续体，且具有渐进性、动态性和长期

性的共同特点。（张金秀，2021）而“双新”所倡导的“以人为本，

以生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意味着教师需逐步放手，让学生做学

习的主人。在高中英语学习阶段，作为教师首先要改变教学理念，

牢牢将“育人为本”放在心间，就像引领蹒跚学步的孩童一样，敢

于放手，善于放手，只做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指导者，让学生自己

承担相应的学习责任，通过体验式、交互式学习，让学生朝着正确

的方向，相互扶持，在探索中收获，在收获中成长，由此，英语自

主学习意识逐步萌芽，并最终担负起学习主人翁的角色，知道如何

学，为何学。在踏出校园的大门之后，在面对一个富有挑战和不确

定性的未来时，能够坚持学习，勇于探索，最终成长为具备全球视

野和世界意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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