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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导向下中学英语教学研究 
◆金  鑫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第一中学） 

 
摘要：中学英语教师要结合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确定教学策略，培养学

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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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认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
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方面。中学英语教师应
认真研读这些条目，采取行动，落实这些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一、语言能力的落实 
语言能力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四

个方面，它们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 
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篇、话题、功能等，它

是语言能力的基石。没有语言知识的铺垫，就无法实现语言技能
的培养。在教学中，教师要切实抓好学生的语音纠正、词汇记忆、
语法概括、语篇疏通、话题练习、功能表达。切不可贪图技能的
提高，而忽视这些知识的砸实。只有基础打牢了，学生的后续学
习才会顺风顺水。但也要注意不要把所有的关注点集中于语言知
识的落实上，使语言课完全拘泥于知识教学，弱化了英语的工具
性作用。 

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等，他们之间相互依托、
共同促进。虽然对于他们的培养要综合进行，但也要考虑到学生
的学习情况，各阶段有所侧重。比如起始年级要更加重视听说，
重视模仿，高一点的年级可以多重视读写、重视理解。高中以上
的年级可以更多地关注翻译。语言技能的中听、读的培养我把它
放在语言理解中去谈，说、写的培养放在语言理解中谈。 

语言理解是对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内化，主要呈现为听和
读等形式。语言理解需要单词量为基础，一般超过 3%的生词比
例，听和读就都很困难了。所以要积极拓展学生的的词汇，并把
词汇拓展和阅读紧密结合起来，避免单纯地学习和记忆单词。语
言理解也需要学生能够对一些复杂句型做出分析，所以语法也不
要忽略。学生也需要掌握一些英语使用国家的文化，便于理解篇
章的外国习俗和文化。近年来，中高考阅读理解题量很大，在考
试指挥棒的作用下，孩子们的语言理解能力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但语言理解还不仅限于听、读的理解，还应该有文化理解，所以
教师也要突破考试的藩篱，多给学生提供一些文化方面的素材。 

语言理解需要有大量的语言输入为基础的，所以一定要创造
条件，让学生有足够量的阅读输入和听力输入。笔者感觉课标所
提供的阅读量的要求还只能是基础，教师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适
合学生层次的读物。听力输入上可以让学生多听一些稍简单于课
本的英语读物。 

语言表达是在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语言理解基础上的最终
输出，主要表现在说、写和译上。但是因为说的考察因条件限制，
不作为中高考的重点，所以学生说的练习也常被老师们所忽视。
这一点教师们一定要站在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学生的口语表达
训练。如何训练，可以在课堂上多创造机会让学生表达，也可鼓
励学生创造条件在课后说，比如参加社团，公益活动和接触英美
人士。 

二、文化意识的培养 
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对优秀文化的认同就是文化意识。文化

意识体现着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英语教师要培养学生
以下几点。国家认同感，家国情怀，中华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会做人做事，成长为有文明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 

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主要指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
传统习俗、思维方式等。英语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接触和了解
这些文化有利于学生理解和使用英语语言知识的，加深理解本国
文化，培养世界意识，具备国际视野。  

青春期的中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
阶段。但由于学生们缺乏生活阅历，没有很好地判断力，经受不

了太多的不良诱惑。再加之青春期的叛逆因素，学生容易受到外
界消极因素的影响，崇尚追星，享乐、拜金、虚无等，阻碍了学
生的未来发展。为此，中学英语教师，应重视中国文化的认同教
育，西方优秀文化渗透教育，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指引导航。 

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国际化的形势下越来越受重视，而且也从
以前的单一学习外国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和表达方向上
发展，我想这也是中华名族自信的一种表现。我们现在对于文化
的理解十分关注于人文、政治、风土人情，这是对的，但教师也
可以引导学生从语言的内部结构上去体会文化的深层韵味。比如
英语中没有大伯、叔叔、舅舅这些称谓，而是直接把他们归为了
uncle，这反映出国人注重人际、西方人注重平等的一个文化差
别。 

如何进行学生文化意识培养？教师可以结合教材中的文化
素材来进行，比如高中英语教材就收录很多关于英美文化的文本
主题，如节日、风俗、人生、爱情、友情、历史等。例如高中有
关于环境保护的话题，对于此话题学习，教师在讲述教材内容之
外，还可以借助网络搜集相关图片、视频、文本等，从更多角度、
更多层次、更多环节刺激学生，让学生对环境保护加深感知。教
学后，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各抒己见，谈论身边发生的破坏环境
行为，讨论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等。  

三、思维品质的培养 
思维品质是指思维在逻辑性、批判性、创新性等方面所表现

的能力和水平，主要指个体在思维活动中智力特征上的差异，是
衡量一个人思维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英语思维模式表现在语法、语义、语篇、语用等方面与汉语
言思维模式有很大差异。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思维
模式之间的异同、联系、转换、互补会给学习者以跨地域、跨文
化的思维想象空间，帮助学习者拓宽视野，为形成良好的文化意
识打下坚实基础。  

语言学习不仅给我们提供沟通的工具，也给了我们思考的工
具。我们的思维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最终还是以语言的形式
呈现的。汉语是一种思维模式，英语又是一种思维模式，多种语
言自然就是多种思维形式，所以多学一门外语就是增加了一种思
维模式。 

在教师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注意学
习策略的培养，形成一些个人化的思维策略。比如孩子们在记忆
mouth 和 month 会混，可以让他们把 u 想象成一个张开等待实物
的嘴，就很容易避免两者混淆的现象。 

四、学习能力的培养 
学习能力是指学生运用和调整学习策略、拓宽学习渠道、提

升英语学习效率的意识和能力。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使
他们能够做好学习的自我管理，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拓宽学习渠
道，提高学习效率。 

学习能力是所有能力的基础，是其他素养形成的途径。有了
强大的学习能力，孩子就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学习了，这是
教育者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现在不良环境的吸引力过于巨大，
许多孩子在抗干扰和执着力上存在严重问题。监督是必要的，但
是师长的示范作用也是关键。想要孩子能坐得住板凳，监管者们
就要耐得住寂寞。 

要培养学生运用恰当的学习策略上教师们还是有很多办法
的，这里我就不赘述了。但无论什么策略，注意力是关键。调动
学生的各种感官，眼、耳、手、脚、舌等，都集中在学习的事物
上，效率才会更高。 

结语：上述四个素养间相互影响，互相扶持，共同发展。其
中学习能力贯穿于英语教学的始终，为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和文
化意识保驾护航，后三者助推学习能力的形成和提高，最终形成
全面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