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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明确指出义

务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1

同时，《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版 2020 年修订）》中

提出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四要素之一文化意识。文化

意识指对中外多元文化的理解和优秀文化的认同，使学

生在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出的跨文化认知、态度和行为取

向。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意识的培养显

得尤为重要。“双减”政策下，当前初中英语作业设计多

缺乏对文化意识培养，在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贝特克

（Gulbahar H. Beckett）和斯莱特（Tammy Slater）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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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框架模型 [1] 指导下，以 2013 年外研社初中英语课

本七年级上册 Module10 Spring Festival 为案例，着力于文

化意识培养的初中英语项目化作业的创新设计。

一、当前初中英语作业缺乏对文化意识的培养

（一）教师在通过作业培养学生文化意识方面实践性

不强

教师的作业设计对学生文化意识培养的实践性不

强，原因有四。其一，教师是教材和方法的实行者，非

创造者。初中英语教材及配套练习多为专家学者编纂而

成，一线教师参与不多。根据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和前沿

教育理念的指导，虽专家学者编纂教材时加入了文化意

识的内容，但部分教师却由于教育观念滞后、教学方法

单一、教学时间有限等原因，无法理解到编者的深意，

导致“理想课程”与“操作的课程”差距甚远，学生的

“获知课程”更是达不到教学目标。教学尚且如此，更

何况课后作业。其二，受教学方法、教学时间的限制以

“双减”背景下初中英语项目化作业设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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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试教育的压力，教师难以开展文化意识培养的教学。

因教学任务繁重，多数教师只求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

成字词句、语法等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教授和训练，

文化意识培养处于意识缺失状态；即使部分教师领悟到

了教材的用意，低效、浅显的教学也无法帮助学生深入、

广泛地挖掘文化知识。其三，受滞后教育观念的影响，

初中英语教师局限于千篇一律的作业形式，且作业内容

缺乏分层。其四，教师的文化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对学生

文化意识的培养。教师若甘做“教书匠”，便难以实现育

人的目标。

（二）学生缺乏自主提高文化意识的能动性

学生学习主体意识模糊，对文化意识的提升缺乏自

主性。首先，初中学生年龄尚小，心智发展不成熟，无

法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其次，为追求成绩，学生

将课后有限的时间均用于完成机械作业，自主探究时间

有限，且学习动机不足。最后，即使部分学生对中外优

秀文化有强烈的求知欲，若无教师的有效指导，也难以

学习。

（三）作业内容和形式缺乏适切性

笔者通过观察和实际教学发现，作业设计仍存在以

下问题。首先，有关文化意识培养的作业量不足，侧重

于工具性知识。教师布置的作业多为教育部购置的配套

练习册，学生在被动操练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文化知识的

内化和文化意识的提升。其次，作业布置难度统一，自

由选择空间小。班级授课制易造成教师布置作业“一刀

切”的问题。无论是作业内容，还是作业难度，传统的

作业布置方式让教师难以因材施教。综上，初中英语教

师要追求作业设计的新形式，克服作业内容和形式缺乏

适切性的问题。

二、多元智能理论与项目化作业

（一）多元智能理论

霍华德·加德纳在其著作《智力的结构》一书中提

出，智能的基本性质是多元的，人的智能至少可以分为

八个范畴：语言智能、音乐智能、逻辑 - 数学智能、空

间智能、身体 - 动觉智能、内省智能、人际关系智能、

自然智能 [2]。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对美国教育改革产

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支撑的积极学

生观对教师实施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二）多元智能理论视角下的项目化作业

1918 年， 著 名 教 育 家 克 伯 屈 开 始 提 倡 项 目 学 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 PBL），受杜威实用主义教

育思想的影响，克伯屈主张进行体验式的项目学习，从

做中学。针对上述初中英语作业设计中存在的诸多困境，

项目学习可被引申发展成为项目化作业。笔者将项目式

作业定义为，以学科知识建构为基础，通过师生协商选

定具有真实意义的主题，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发挥各自

所长，合作制定实施系统的探究方案，形成项目研究成

果，并进行交流与反思，以促进共同进步的一种作业形

式。它尤其适用于学生自主探究文化知识，挖掘文化内

涵的学习活动。教师在进行项目化作业设计时，可借鉴

贝特克和斯莱特提出的项目框架模型。

学生定各有所长，教师应因材施教。初中英语教师

可结合学生学情，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进行旨在提

升文化意识的项目化作业设计。在完成项目化作业的过

程中，达到文化意识培养的主要目的，并实现取长补短、

促进团结合作的附加目的。多元智能理论视角下的初中

英语项目化作业应包含六个环节：讨论选题阶段 - 制定

计划阶段 - 合作探究阶段 - 形成成果阶段 - 展示评价阶

段 - 反思提升阶段。

三、基于文化意识培养的项目化作业设计案例

（一）作业主题

传统节日面面观——以中国端午节主题为例

（二）教材内容衔接

2013年外研社英语七年级上册Module 10 Spring Festival

（三）作业与教材的结合点

本模块主要描述了中国传统节日，包括传统习俗、

特色饮食、节日意义等，Unit 1 听说单元展示了有关春节

中人们行为和饮食的英语表达，Unit 2 读写单元引导学生

用现在进行时对行为进行描述。本模块的文化目标旨在

提升初中生对中国传统节日以及和谐家庭氛围等优秀文

化的认识。结合本单元的语言知识及文化目标，项目化

作业的设计可选择中外传统节日话题，并要求学生用现

在进行时进行成果展示，促进学生对中外优秀文化的认

识和理解。以下以中国端午节为例。

（四）通过项目化作业学生要达到的预期目标

1. 语言知识：

①掌握有关端午节的表达，包括词语词组、句型语

法（现在进行时）等；

②能够用英语展示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人情风貌、

优秀文化内涵；

2. 文化意识：

①加深关于端午节及其包含的优秀文化的认识；

②认同本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3. 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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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培养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

4. 学习策略：

①合理使用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等，学会拓宽学

习渠道，如通过网络等渠道搜集端午节有关信息；

②认识自身特长智能，取长补短。

（五）项目研究方法

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文献考察法、网络

搜集法。

（六）项目成果呈现形式

①“端午节面面观”英文小作文一份（80 词左右）

②展示型作业一份——端午节英文介绍视频

（七）分组方式

教师帮助班级学生分为 6 人左右的小组，组间整体

英语水平相当，组内成员英语水平存在一定梯度；由组

长协调，各人根据特长智能领取任务。

（八）项目实施细节

表1　项目实施细节表

教师工作 学生任务

环节 主要活动 环节 主要活动 所属主要智能

确定

主题

根据本单元语言知识与文化目标确

定项目主题——端午节文化面面观
讨论选题

1. 简要搜集整理端午节传统习俗、

故事和所包含的优秀文化，确定

选题

人 际 交 往 智 能、 语 言 智

能、逻辑 - 数学智能

指导

分工

1. 组长：统筹全组工作，应急处理

问题

2. 采访调查者：对外进行沟通交

流，了解端午节传统习俗、传奇故

事等

3. 记录编写者：整理归纳信息，分

类撰写成文

4. 成果制作员：全程拍摄、收音，

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音频、视频制

作端午节介绍视频

5. 成果汇报展示员：登台展示或进

行汇报讲解

制定计划（分工

可重叠，每人承

担任务量相当）

1. 1 人统筹工作，带领组员制定实

施计划与步骤，确定展示视频需

准备的素材

人际交往智能、逻辑数学

智能、内省智能

2. 2 人进行端午节有关信息搜集
语 言 智 能、 人 际 交 往 智

能、自然智能

3. 2 人进行文本攥写 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

4. 1-2 人进行拍摄，音频视频制作 音乐智能、逻辑数学智能

5. 全员进行成果汇报展示 语言智能、身体运动智能

提供

资源

1. 课内资源：有关词汇、句型、语

法，教师全程提供帮助

2. 课外资源：学校对接的文化宫、

博物馆、图书馆、机房等

合作探究

1. 分工对教师、家人、社会人士等

进行采访调查

2. 利用图书馆、网络等渠道搜集端

午节相关内容

语 言 智 能、 人 际 交 往 智

能、逻辑数学智能、自然

智能

方法

指导

1. 认知策略

2. 元认知策略

3. 资源管理策略

形成成果
成员合作讨论写作思路、视频内

容与视频制作方法

语 言 智 能、 人 际 交 往 智

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

智能、音乐智能

组织

展示

1. 组织各组进行成果展示；

2. 结合小作文进行师生共同评分
展示评价

1. 利用英语课、班会课、班级展板

等进行成果展示

2. 与教师合作进行师生评价

语言智能、音乐智能、身

体运动智能、内省智能

点评

升华

1. 小组团结合作效果好，作业完成

质量高

2. 引导学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优

秀文化的认同，提升文化意识

反思提升

1. 反思完成此作业过程中存在的不

足之处

2. 思考完成本次文化探究作业后的

感想，加深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

优秀文化的认同

逻辑数学智能、内省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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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目评价

1. 学生自评

表2　学生自评表

目标
实现程度（5

档，总分5分）

不足

之处

语言

知识

我已掌握传统节日相关词汇词组

的表达

我能用现在进行时对传统节日和

文化的相关内容进行英文表达

文化

意识

我知晓并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是需要我们继承发展的

我认为有必要了解外国优秀传统

节日文化

思维

品质

做项目任务时，我有清晰的思

路、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

学习

策略

我能利用多渠道进行学习

我认识到自身特长智能

2. 教师评价

①语言知识方面：学生通过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项目

进行作业，大大提升了学习兴趣，自主探究语言知识，

学习内容更为全面，掌握程度更高。实现了有意义学习；

②文化意识方面：学生加深了对中国传统习俗等优

秀文化的认识，提升民族文化自信；通过与他组展示交

流，对比不同国家不同节日的内涵与意义，加深对中外

多元文化的理解与优秀文化的认同，培养了跨文化意识；

③思维品质方面：学生能够辨别优秀文化，识别传

统陋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④学习策略方面：学生能够借助课内课外资源，寻

求教师、家长、社会人士、网络渠道的帮助，灵活运用

各种资源获取相关内容，不再局限于课本知识，实现了

知识面的扩展和学习渠道的拓展。

总之，学生通过创新的项目化作业，大大提高了学

习能动性，不仅实现了文化意识提升的主要目标，而且

自主学习了相关语言知识，充分认识自身特长智能，增

强合作意识，锻炼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

获得学习成就感。

四、结语

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的项目化作业能够帮助学生

认识自己优势，在交流合作中取长补短。项目化作业的

设计和实施过程，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对于学生，都

是一个挑战。但在新课程改革和双减政策的背景下，项

目化作业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最大程度地完成对学生

文化意识提升，实现初中英语作业质效双增的理想目标。

促进教学评一体化的同时，实现了课内外相结合的英语

教学方式。项目化作业的实施对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文

化意识的提升均多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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