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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索

单元整体教学视角下的高中英语

文化意识培育研究

李慧轩，江　群

摘要：文化意识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文化意识的培育有助于学生

增强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成长为有文明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高中

英语课堂以文本材料为依托，以语言为中介，帮助学生了解和学习文化，旨在发展他们

的文化意识。在单元整体教学视角下培育学生的文化意识，教师要依据课标和教材，构

建单元主题体系；分析学情，制订单元文化意识培育目标；以英语学习活动观为指导，

设计文化意识培育活动；依托文化意识培育，设计多样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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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单元整体教学已成

为课堂的主要选择。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以下简称 《课标 （２０２２年版）》）指

出，推动实施单元整体教学，教师要强化素养立

意，围绕单元主题，充分挖掘育人价值，确立单

元育人目标和教育主线。［１］４７不同于以单课时为

主的英语教学，单元整体教学要求教师深入解读

和分析单元内各语篇承载的主题意义和文化内

涵，结合学生的认知逻辑和生活经验，对单元内

容进行重组或扩展，建立语篇内容之间或语篇育

人功能之间的联系，形成具有整合性、关联性和

发展性的育人蓝图。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 （以下简称 《课标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指出，英语学科

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

质和学习能力。其中，文化意识体现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的价值取向，文化意识的培育有助于学生

增强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成长

为有文明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２］４５

高中英语课堂以文本材料为依托，以语言为中

介，帮助学生了解和学习文化，旨在发展他们的文

化意识。然而，在 “应试教育”背景下，英语课堂

面临重语言轻文化、文化学习碎片化、学习活动模

式化、文化情境体验缺乏等问题，难以凸显英语学

科丰富的育人价值。［３］因此，针对这些问题，笔者

从单元整体教学视角出发，以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

必修二Ｕｎｉｔ４为例，探讨高中英语文化意识的培育

路径，为其他英语教师提供参考。

一、依据课标和教材，构建单元主题体系

在英语教材中，各单元通常围绕某一主题展

开。主题意义是对主题内涵和外延及整体知识结

构的抽象概括，体现了特定主题传递的思想内

涵、文化内涵、情感态度和价值观［４］，是单元教

学的核心，也是文化意识培育的基点。 《课标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指出，主题语境涵

盖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这三大主题

语境下又涉及若干主题群和子主题。［２］１４

·９４·



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培育学生的文化意识时，

教师首先要从主题语境出发，研读语篇承载的文

化内容，如文化知识、文化内涵、文化差异和文

化价值等，并提炼各语篇涉及的子主题，分析它

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学生的认知逻辑和生活

经验，对语篇进行重组、排列或取舍，构建由感

知、体验到实践的单元主题体系。

Ｕｎｉｔ４的主题为 “历史与传统”，属于人与

社会主题语境，涉及中国、英国、爱尔兰等多

个国家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通过单元教

学，学生可以了解中外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

拓展文化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单元中主要包

括四则语篇，其中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介绍

了孔子及其思想对中国历史传统的深远影响；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梳理了英国名称的演变，

直观展示了英国漫长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四

个组成部分的社会文化概况以及不同族群在各

个历史阶段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Ｔａｌｋｉｎｇ展示了平遥古城的历史文化景点和

旅行感受，让学生基于文本分享讨论自己的观

光经历；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Ｗｒｉｔｉｎｇ从视觉、听觉、触

觉、嗅觉及内心感受等角度出发，丰富细腻地

描绘了爱尔兰乡村的美丽景色和风土人情，并

让学生将目光投向国内的旅行景点，挖掘其历

史传统和文化价值，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四则语篇分别介绍了中外不同国家的历史、

传统和文化，看似比较分散，但由一条主线串联起

来，共同指向单元主题。通过凝练文本主题，挖掘

语篇文化内涵，梳理语篇之间的逻辑关系，笔者和

学生一起构建了单元主题体系 （见表１）。

表１　犝狀犻狋４单元主题体系

语篇主题 单元逻辑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讨论孔子庙及其承载的孔

子思想和历史价值

初步感知：讨论对于历

史遗迹的看法和感悟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学

习英国历史、社会与文化

及其之间的关联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ａｌｋｉｎｇ：了

解平遥古城的历史和文化

深入思考：思考文化与

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

续表

语篇主题 单元逻辑

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Ｗｒｉｔｉｎｇ：体会

爱尔兰乡村的风土人情

体验创造：分享自己的

观光经历，辩证看待历

史与文化的关系，描述

自身的体验和感悟

二、分析学情，制订单元文化意识培育目标

在初中阶段，学生已经接触过文化学习，能

在具体情境中分辨文化信息，也有兴趣和意愿了

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但是，在高中阶段，

由于语言难度增加、文化知识体系不完整、文化

理解不全面、语言输出有困难等原因，文化意识

培育的难度有所增加。因此，教师要制订文化意

识培育目标，引导学生丰富文化知识储备，了解

中外文化异同，鉴别、分析文化现象中蕴含的价

值取向，使用所学语言知识向世界传播中国声

音，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

《课标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指出，

文化学习不仅需要知识的积累，还需要深入理解

其精神内涵，并将优秀文化进一步内化为个人的

意识和品行。［２］３４在单元整体教学视角下培育文

化意识，应遵循从知识获取到品格塑造的逻辑路

径，包括认知层次、态度层次和行为层次三个阶

段。其中，认知层次指的是获取文化知识，理解

文化内涵，比较文化异同，汲取文化精华；态度

层次表现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

形成自尊、自信、自强的良好品格；行为层次体

现在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沟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能

力。［５］因此，在制订单元教学目标时，教师应从

学情出发，从上述三个角度对教学目标进行细

化，以确保文化意识培育的层次性和连贯性。

遵循上述路径，在分析单元内容的基础上，

笔者确定了Ｕｎｉｔ４的单元文化意识培育目标。

首先，了解中国、英国、爱尔兰等多个国家的历

史与文化传统，感知文化元素，比较文化异同，

初步树立文化意识 （认知目标）；其次，分析文

化内涵，深入思考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认识

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坚定

文化自信，提升文化素养 （态度目标）；最后，

选择自己熟悉的景点或历史古迹，对其进行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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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并将所学知识与个人感悟相结合，表达自己

的感受与态度，丰富文化底蕴，提升文化意识

（行为目标）。接着，依托单元目标，结合单元的

具体内容，笔者带领学生从三个层次制订了单元

各板块的文化意识培育目标 （见表２）。

表２　犝狀犻狋４各板块文化意识培育目标

板块 文化内容 文化意识培育目标 培育层次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孔庙、孔子及

孔子思想

了解孔子思想、相关习语及文化典故 认知层次

讨论孔子思想对中国历史传统的深远影响 态度层次

分享亲身经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行为层次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英国历史的发

展进程

了解英国国家名称的来源、地理变迁和各地区

的文化差异
认知层次

深入思考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态度层次

探究中国的朝代变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行为层次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ａｌｋｉｎｇ
平遥古城的历

史和文化价值

了解平遥古城的历史和文化 认知层次

体验平遥古城的历史魅力和文化价值 态度层次

选择一个历史景点，使用单元所学语言知识和

文化知识，对其进行介绍
行为层次

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爱尔兰乡村的

美丽景色和风

土人情

从视觉、味觉、听觉、触觉等维度体会爱尔兰

的乡村美景和风土人情
认知层次

感受爱尔兰乡村的浓郁文化气息和作者的喜爱

之情
态度层次

选择国内的历史景点，挖掘其文化价值，并表

达自己的感受
行为层次

三、以英语学习活动观为指导，设计文化意

识培育活动

文化意识培育是层次化、动态化和情境化的

过程，需要进阶性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拾级而

上，而英语学习活动观恰好符合这一要求。《课

标 （２０２２年版）》指出，要践行学思结合、用

创为本的英语学习活动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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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英语学习活动是英语课堂的基

本组织形式，教师应依据单元主题和各板块教学

目标，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水平，在认知、体

验和行为层次上分别设计教学活动，以增强学生

的主体性和参与感，提升文化培育的有效性。

（一）学习文化知识，形成文化认知

《课标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指出，

文化知识包含中外文化知识，是学生在语言学习

活动中理解文化内涵，比较文化异同，汲取文化

精华，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２］３１感知文化知识、

理解文化内涵是形成文化意识的基础，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可以通过视频、音频、图片等媒介，

创设文化学习情境，通过提问、讨论、讲解等方

式，引导学生梳理、概括和整合教学内容，提取

文化信息，建立文化知识体系。

Ｕｎｉｔ４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板块介绍了英

国历史，包括国名由来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同

的社会习俗等。在导入环节，笔者先向学生展示

英国地图，并提问：Ｗｈａｔｍａｐｉｓｔｈｉｓ？Ｈｏｗ

ｍａｎｙｐａｒｔｓｃａｎｙｏｕｓｅ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ｐ？根据已有

的知识积累，学生可以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

激活与语篇有关的背景知识。接着，让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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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找出关键信息，按照时间线索，将文中重

要历史事件的相关信息排列组合，制作英国历史

发展导图。通过提取关键信息，学生可以从历史

的视角了解英国社会习俗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不

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与融合，完成对英国历史

知识的整体感知和全面建构，形成文化认知，为

下一步深入探究文化内涵奠定基础。

（二）分析文化现象，体验文化内涵

基于文化现象，分析文化内涵，加深文化体

验，是培育文化意识的核心环节。教师可以设计

问题链，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挖掘、评价和鉴

别文化内涵，还可以适当补充资料，帮助学生开

展体验活动，让他们切身感受文化魅力，提高参

与度，激发文化学习兴趣，从而将文化知识内化

为态度与修养。

基于上述活动中对文化知识的梳理和提取，

笔者设计了下列问题链，由浅到深逐步引导学生

对文本进行分析。

Ｑ１：Ｗｈａｔ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ｄｏｔｈｅｎａｍｅｓｃｏｎｖｅｙ？

Ｑ２：Ｗｈｙｉｓｉ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ａｃｏｕｎｔｒｙ？

Ｑ３：Ｗｈｙｉｓｅａｃｈ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Ｋｃａｌｌｅｄ“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Ｑ１可以让学生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国名背

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Ｑ２可以

让学生体会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密不可

分，相互塑造；Ｑ３可以让学生理解，不同民

族、地域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交融、相互影

响，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这三个问

题与单元主题密切相关，可以帮助学生探索文化

现象，体验文化内涵。

（三）创设文化情境，激活文化行为

激活文化行为是文化意识培育的最高层次，

也是最终目的。经过上述学习，学生对文化知识

已经有了充分的掌握，并初步形成相应的价值

观。下一步，教师应创设文化情境，基于学生的

认知能力和生活体验开展多元化的文化体验活

动，让学生充分运用文化知识和技能，消除文化

障碍，提高文化感受力和文化适应力，增强文化

自信。

仍以Ｕｎｉｔ４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板块为

例。根据语篇内容和背景知识，笔者为学生补充

了相关资料，并设计了下列学习活动：假如一个

旅行团将去英国参观，请你作为当地导游向他们

介绍英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之后，将学

生分组，让他们以小组形式进行合作来完成任

务，并选出代表进行汇报。

该活动情境贴合主题，可以提高学生的体验

感，分组的形式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感，补充与英

国国家信息有关的资料可以给学生组织内容和自

由发挥的空间，进而让他们运用所学文化知识，

在实践中体验文化多样性，深刻感悟历史与文化

的重要性，将文化意识转化为文化行为。

此外， 《课标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指

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的总目标包括培养具有中国

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２］５在国际化背景下，只有充分认识本

国历史和传统，尊重文化多样性，才能在多元文化

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为此，教师可以基于对主题的

深度挖掘，联系中华文化，引导学生对其内涵进行

挖掘、鉴别与评价，从而汲取文化精华，增强文化

自信，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６］

例如，结合学校所在地，笔者为学生补充了

与芜湖有关的历史文化资料，设计了下列活动：

在即将到来的英语演讲比赛中，请你准备一篇演

讲稿，向其他同学介绍芜湖的历史文化。这一活

动引导学生关注、认识、理解和认同本地文化，

感悟文化价值。在完成活动后，还可以让学生尝

试比较中外历史文化的发展规律，分析其相似性

和不同点，探索不同文化并存的意义，从而发展

跨文化能力、培养文化自觉、拓展国际视野。

四、依托文化意识培育，设计多样化作业

文化学习不仅存在于课堂中，还要延伸到课

后。设计多样化作业是进一步深化文化认知、内

化文化价值、外化文化行为的重要途径，也是进

行多元化评价的重要手段。［７］作业设计应围绕单

元主题，从多维角度出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升其学习能力，促进育人目标的全面

落实。

（一）设计探究类作业，增强学生的文化思

维力

探究类作业要求学生收集文化资料，分析文

化内涵，对比文化异同，寻找不同文化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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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而客观看待文化多样性，提高文化思维的

灵活性与创新性。例如，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中的语篇涉及孔子，在完成教学后，教师可以联

系莎士比亚，让学生在课后收集资料，从时代背

景、思想观念、文学成就等方面对这两位中西方

巨匠进行对比分析。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学生

可以自行分组，对收集的文字、视频等资料进行

分类、归纳和分析，制作报告并进行分享交流，

从而进一步拓宽视野，习得文化知识，感悟文化

内涵，增强文化思维力。

（二）设计实践合作类作业，提高学生的文

化表现力

实践合作类作业指的是，学生围绕某一话

题，与同学通过多种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合作完

成实践项目，并以多种形式展示自己的观点与看

法。这一作业类型体现了 “做中学、学中做、做

中创”的教育理念，可以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

升。例如，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ａｌｋｉｎｇ板块介绍了平

遥古城的历史景点以及游客的旅行感悟。在课

后，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历

史景点进行研究，并依托相关素材为其他游客制

作旅行手册。这一任务创设了真实情境，以英语

为媒介，鼓励学生主动探索、自主学习、积极实

践，既锻炼了合作沟通能力与创新思维，也让他

们在活动中深化文化体验、提高文化表现力。

（三）设计跨文化思辨类作业，增强学生的

文化适应力

跨文化思辨类作业指的是，运用语言技能和

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流与互动中，通过一系列

认知、情感活动，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点、价

值观与行为模式进行理性辩证的分析与评估，形

成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意识和能力，学会客观、

理性地看待世界，树立国际视野。［８］在设计作业

时，教师可以提供具体案例，如因文化差异在饮

食习惯、节日文化与社交礼仪等方面产生的问

题，让学生在课后收集资料、分析文化冲突成因

并寻找缓解措施，让他们在深入了解文化差异的

过程中树立跨文化意识。还可以组织模拟联合国

大会，选取代表性议题，让学生分组代表不同国

家，在阐述、辩论、表决的过程中，从不同立场

出发进行思考，锻炼辩证思维与交际能力，提高

文化敏锐性、自觉性和移情能力，从而增强文化

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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