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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学校教学既是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系列论述的具体体现，又是
培养时代新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旨在激活重大主题中各教育形态“以文化人”
的教育功能，助力青少年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建设需要的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罗生全、
周莹华，2023）。英语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
学科，在重大主题教育进学科教学的体系中不
可或缺。

本文针对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
存在的现实藩篱，结合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
的教学实例，探讨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
教学的实践路径。

二、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的内
涵阐释

已 有 研 究 中， 柳 夕 浪（2022）、 罗 生 全
（2022）、沈湘平（2022）、张剑（2023）以及张
铭凯（2023）等对义务教育阶段重大主题教育
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主要包含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革命文化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生态文明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教育内容，而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教育部，
2022a；以下简称《课标》）在课程性质部分已
映射出重大主题教育的影子，且课程内容的学
习要求部分将主题划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自我三大范畴，其中又划分为若干子主题，
落脚于重大主题教育诸如家国情怀教育、传统
文化教育、生命健康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和劳
动教育等（许锋华、程丹，2022）。

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主要从以
下五个方面进行内涵延伸：一是家国情怀，即引
导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和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
坚定“四个自信”和“五个认同”，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文化认同，即
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文化异同，筑牢民族文化自
信的根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
软实力，学会用英语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讲述中国故事；三是身心健康，即在处
理语言信息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和安全
意识，树立正确生命观、健康观和安全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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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环保意识，即引导学生通过语篇研读了解世
界、中国和所在地区在还原自然生态方面所做
的努力，增强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积极承担
保护环境的责任，在践行环保中守望民族复兴；
五是劳动品格，即引导学生通过了解不同文化
背景下人们的劳动实践和劳动精神，培养劳动
意识，尊重劳动人民，实现劳动情感的自我超
越和发展。

三、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的特
点与现状

1.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的特点
（1）注重思想性
重大主题教育融入英语教学注重选材、立

意的思想性，将语言的学习和文化的学习作为
教学的两翼，让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和“五
个认同”，拥有正确的国家观、文化观、健康观、
生态观和劳动观，既为学生未来借鉴外国经验
与坚定中国自信、理解多元立场与传播社会正
能量、学习外国文化与弘扬中国文化、通晓世
界规则与贡献中国方案奠定必要的胜任力基础，
也为培养对内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
具有国际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主
义优秀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奠思想之基。

（2）彰显时代性
重大主题教育融入英语教学既要精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更要紧密结合时事热点，
引导学生关注当前正在发生的国内外重大热点
事件，深谙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环保等各领域的最新情况，从而增强学生的参
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全面落实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的培养要求。

（3）强调整体性
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注重单元

整体设计，根据单元整体设计理念将生命健康、
生态文明、劳动品质等重大主题教育元素融入
听、说、读、写等各个板块中，使学生在夯实

“关联整合”的语言知识结构、体悟“用以致学”
的语言学习思想和“以文化人”的语言学习价
值（姜男男、李广，2023）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感受重大主题教育的熏陶，并能在语言实践
活动中形成对重大主题教育的思想认同，做到

输入与输出、认知与践行一致。
2.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的现实

藩篱
（1）认知较为狭隘
部分师生对重大主题教育的内涵认知较为

狭隘。不少学生对重大主题教育的内涵认知仅
停留在表层，较少关注重大主题教育内涵中的
文化认同、生命健康、生态文明、劳动品质的
部分，而部分教师对重大主题教育的基本范畴
和所指不清楚（张铭凯，2023），缺乏对重大主
题教育切入点的思考与探究，语言知识传授与
道德教育两张皮的现象凸显。

（2）情感缺乏共鸣
部分教师设计的课堂内容主要以掌握语言

知识、练就语言技能为主，与学生的真实生活、
成长背景、生活经验、社会实践关联甚小，缺
乏与精神感悟密切相关的内容。而重大主题教
育所涉及的概念、理论往往比较抽象，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平、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
难以直接理解、准确领会（沈湘平，2022）。学
生对家国情怀、文化认同、生命健康、生态文
明和劳动教育等重大主题教育的内涵缺乏深度
理解。

（3）意识主体阙如
传统的语言教学课堂中，教育观念重“育

知”轻“育人”，教学内容重“知识”轻“生活”，
课堂目标和评价重“分数”轻“情感”（夏锦
萍、刘咨，2021）的现象由来已久，学生嬗变
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课堂上缺乏有效的思
考和启发，思维能力难以提升。价值观的引导
也以教师“不明就里地简单说教，脱离学生生
活实际的空谈，毫无指向地生搬硬套”（张铭凯，
2023）为主，学生难以自主形成正确的国家观、
文化观、健康观、生态观和劳动观，这成为重
大主题教育融入教学的障碍。

（4）实践行为单一
受应试教育和中考“魔杖”的影响，教

师在“酝酿”教学设计时常需要在“育人”与
“育分”的矛盾张力中寻找平衡点（杜小双，
2021），以单元主题为着力点开展的重大主题教
育活动并不多，且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之间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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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学生难以将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迁移到
日常生活中，更无法在实践中将重大主题教育
的精髓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信念。

四、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的实
施路径

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要求英语教学“发挥其独特的育人优势，
进一步提升其课程的育人价值，加强与其他学
科的相互配合，发挥综合育人功能”（教育部，
2014），在综合语言实践活动中关注英语共通知
识基础，注重英语学科情感的融入，提升学生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思维能力和文化意识，在
实践中用英语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
知、情、意、行统一。教师可从知、情、意、
行统一的角度将重大主题教育融入英语教学。

1.增知：在教学设计中活用重大主题教育
元素

“知”是人认识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
过程，是情感的基础、行为的先导。认知教育
是培塑重大主题教育认同的前提，重大主题教
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应以“知”为基础，关注
英语共通知识基础，满足个性潜能开发，形成
以核心素养为指引的个性化知识结构，使学生
建立对重大主题教育的认知和理解。

（1）以课程教材内容为根基，深掘显隐结
合的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重大主题教育内容有些是以直接的、外显
的方式呈现的，有些是以间接的、内隐的方式
呈现的。相对于显性的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而言，
隐性的内容指向学生的品德塑造，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强调学生获得的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重视学校环境、教师人格和行
为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无意识的影响。二
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两
者的融合不断向深层次发展。

教材是教育领域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工具
（朱文辉、张黎，2023），如人教版初中英语教
材蕴含丰富的重大主题教育元素，为在教学中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营养剂”。教师
在教学设计中应关注显隐结合的重大主题教育
内容。首先，通过对教材的研读和分析，注重

选材、立意的思想性；其次，深掘单元模块所
蕴含的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将语言的学习和文
化的学习作为教学的两翼；第三，通过设置问
题引导学生思考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润物细
无声地将重大主题教育融入英语教学。

例如，教学七年级上册 Unit 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中 Section B阅读板块时，
教师可深挖显隐结合的重大主题教育内容。首
先，让学生了解国内外常见的体育运动，增进
学生对 American football和 soccer这两类球类
运动的区别和比赛规则的了解，帮助学生厘清
我国足球运动的起源和回溯中国女足称霸亚洲
的历史，鼓励学生表达对中国体育文化的理解。
而后，教师可融入 2023年成都大运会中国大学
生女篮比赛并取得佳绩的视频，要求学生分析
中国女大学生在大运会篮球比赛中获胜的根本
原因，向学生传递中国女篮运动员身上坚强不
息、团结合作、奋力拼搏的体育精神和为国争
光的爱国精神，从而将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其中。

（2）以单元整体目标为依托，注重阶段性
重大主题教育教学目标

《课标》在课程实施的教学建议部分提出
“推动实施单元整体教学”（教育部，2022a）。在
单元整体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多种教学策略和
方法引导学生在文化积淀中形成个人对国家的
深厚情感，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和健康意识，培
养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潜移默化地感受重大主
题教育的熏陶，并能在综合语言实践活动中形
成对重大主题教育的思想认同，做到输入与输
出、认知与践行一致。

教师首先应以单元整体教学目标为依托，
在单元整体教学目标的统领下设定重大主题教
育的分阶段目标。其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单元之间的思
想性和时代性。第三，在遵循学生学情和认知
规律的前提下，将家国情怀、文化认同、生命
健康、生态文明和劳动品质等重大主题教育元
素循序渐进地融入听、说、读、写等各个板块中。

以八年级下册Unit 7 “What'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为例， Section A 1a-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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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比较级和最高级描述山川、河流等
自然景观，让学生了解我国和世界的一些自然
地理之最，培养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
情；Section A 2a-2d通过听说教学，让学生了
解我国明长城的历史溯源以及现存价值，使其
体会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激发保护长
城遗迹的意识，从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增强
民族自豪感；Section A 3a-3c阅读板块让学生了
解珠穆朗玛峰的险峻和人类克服困难、挑战极
限的勇气与实践精神，从而弘扬中华民族艰苦
奋斗的精神，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
文化强国和体育强国而践行个人的使命与担
当，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Section B 3b写作板块要求学生通过研究性学习，
以说明文的形式描写鲸鱼并说明保护鲸鱼的理
由，最后制作保护鲸鱼的海报，引导学生学会
用英语表述保护鲸鱼的重要性，构建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

2.共情：创设真实、有效的重大主题教育
教学情境

“情”是在认知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内化的心
理体验（柴颖、汪勇，2021），是人们对外界刺
激进行价值判断后的心理反应，任何有意识的
行为都伴随着一定的情感。重大主题教育融入
初中英语教学应以“情”为重点，注重英语课
堂教学内容组织的情境化，强调英语学科情感
的融入，激发学生对重大主题教育产生情感共
鸣。

（1）强调重大主题教育教学情境的真实性
情境学习理论认为，真正的、完整的知识

（即学什么和如何学、如何用的结合）是在真实
的学习情境中获得的（王文静，2005），而《义
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也强调“加强知
识学习与学生经验、现实生活、社会实践的联系，
注重真实情境的创设，增强学生认识真实世界、
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教育部，2022b）。由此，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提供能反映知识在真实世
界中的运用方式的教学情境（王文静，2005），
将抽象的英语世界与具象的现实生活连接起来，
为学生提供用英语与现实生活进行互动的可能。
贴近学生生活的真实重大主题教育情境能把静

态的书本形态转化为立体而充满活力的动态的
教学内容，可以使学生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去解
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首先应围绕语篇
主题，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唤醒生活体验，以
此作为内容设计的出发点；其次应结合教材中
的传统节日、饮食文化、河流山川、健康生活、
志愿服务等，从中选取真实的情境素材，以语
言为载体，设计重大主题教育的学习内容。

以七年级下册 Unit 2 Section B 2b Healthy 
and Unhealthy Habits 为例，教师根据学生已有
的生活经验和健康常识设计活动，让学生思考
为什么吃垃圾食品、玩手机游戏和抽烟酗酒
等会影响身体健康，并询问学生：What kinds 
of unhealthy habits do you have? What kinds of 
healthy habits do you have? How do you develop 
healthy habits? 从而在情境中激活与健康主题语
境相关的词汇（get up early、eat a good breakfast、
eat fruit and vegetables、brush teeth three times a 
day、like exercising）和有关不良生活习惯的词
汇（get up late、eat quickly、like fast food、eat 
ice cream、 never do exercise），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唤醒学生与语篇主人公 Tony 和Mary相似的经
历和情绪体验，建立真实的情感链接。

（2）凸显重大主题教育教学情境的有效性
《课标》在课程内容的内容要求中增设“级

别 +”，表明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要遵循多元
智能理论和学习动机理论，根据每个学生的智
能优势、学习动机和情感需求设计有层次、有
梯度、有进阶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在具身体验
的教学活动中产生情感共鸣，对重大主题教育
的思想产生更深刻的思考。

教师可以首先利用句子接龙、角色扮演、
达人小记者、英语趣配音和英语脱口秀等活动，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动机、认知水平和情感
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任务或活动角色，在
语言活动中思考家国情怀、文化认同、健康意识、
生态文明和劳动品质。其次，教师可根据学生
具身的知识和体验，搭建合适的语言支架，让
每位学生都有话可说、有话能写，构建有效的
语言表达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感悟重大主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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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精髓。
以七年级下册 Unit 2 Section B 2b 为例，学

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动机、认知水平和情感需求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任务或活动角色。比如，
以语篇主人公Mary的健康生活习惯为基点开展
句子接龙，学生说出了如下句子：
S1: Mary's lifestyle is very healthy. 
S2: She gets up early and eats a good breakfast.
S3: She likes fruit and vegetables.
...

学生还可以充当健康顾问，为 Tony Brown
重新设计健康生活时间表和健康生活习惯表；或
进行角色扮演：一人扮演 Tony，另一人扮演健
康顾问，进行问答，当面提出建议。

3.达意：设计提升思维能力的重大主题教
育递进式教学活动 

“意”作为个人直接经验的主观感知，是
“情”的进一步升华，可分为通过客观实践所获
取的个体意识和通过客观存在所获取的表现为
道德、艺术、哲学等的社会意识（柴颖、汪勇，
2021）。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应以

“意”为关键，关注学生英语学习中的人文精神
夯实，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让学生学会运用逻辑
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对生活中的现
实问题进行对比、分析、评价和论证，促进思
维能力和文化意识的构建，自主形成正确的国
家观、文化观、健康观、生态观和劳动观，增
强对重大主题教育意识的构建。

（1）巧设关键词问题链，激发涵养重大主
题教育的高阶思维

以逻辑脉络清晰、缜密见长的问题链改变
传统的以回忆和提取表层信息为主的被动学习
模式，将浅层学习转化为由推理、阐释、应用
等环节组成的学习模式（李留建，2022），有助
于发展思维和认知能力，实现思维的进阶发展。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渗透重大主题教育时，
可以设计关键词问题链。首先，通过由浅入深、
关联递进、形式多样的问题对文章关键词进行
深层次解读，助力学生主动揭开隐藏在语言知
识、技能背后的“面纱”。其次，启发学生思考
语言文字背后渗透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

走进文本世界的同时与作者对话，并产生共鸣，
引导学生构建自我理解的世界，提升学生的高
阶思维能力。第三，指导学生在高阶思维的活
动中通过具身体验、深度理解和迁移创新，分析、
论证、评判语言文字背后渗透的家国情怀、文
化认同、责任担当、健康意识、生态文明和劳
动品质，推动重大主题教育意识的构建。

以九年级 Unit 13 We A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为例，教师以标题中的 earth为基点设计关
键词问题链。通过学习理解类问题（What does 
the word “earth” refer to in the unit?）、应用实践
类问题（How do we make our earth become more 
and more beautiful?）和迁移创新类问题（Can 
you give us some good suggestions and take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ave our earth?），引导学生以
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梳理文本内容，并运
用逻辑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归纳
earth在文章中的表层含义，分析 earth在文中的
内涵，评判环境污染对 earth造成的危害，并提
出减少环境污染的措施，为构建良好的生态系
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环保责任，激发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

（2）妙用重大主题教育进阶式任务链，促
进深度学习

任务链教学模式是指在一个有主线的链式
情境下，学生随着关联情境的推移，完成一个
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前后相连和层层深入
的具体任务（徐亚男，2018），推动深度学习的
落地。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一系列与重大主题教
育相关的进阶式任务链，引导学生在语言学习
中自觉厚植家国情怀，提升文化自信，构建生
态文明，重视生命健康，培养劳动品质，逐渐
构建重大主题教育意识。

教师可首先让学生通过情境体验，激活学
习热情。其次，学生初步梳理文本，完成字面
理解层面的任务。然后，学生品读文字，借助
分析和推理层面的任务提升思维能力。最后，
学生通过情境化输出任务迁移应用新知，并不
断探究未知，解决新问题，在学用结合中提升
创新能力（翁雨昕，2022）。

例如，在九年级 Unit 5 Section B 2b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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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mmon Things 的教学中，教师首先利用风筝、
孔明灯、剪纸和泥塑的照片，让学生在欣赏中
感受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丰富与辉煌。其次，
利用视频向学生展示风筝、孔明灯、剪纸的手
工制作过程，激发学生热爱艺术并树立追求美
的态度，坚定继承、发展、创新我国传统文化
艺术的信念，为后文的讨论作情感铺垫。然后，
通过完成一系列任务，如字面理解层面的任务

（Who first used sky lanterns? What were they used 
for in the past? When are they used now? What 
are they made of?），分析风筝、孔明灯、剪纸
的手工制作过程（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m by 
hand），推理风筝、孔明灯、剪纸和泥塑的象征
意义（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objects），引导学
生关注我国劳动人民在生活中的创造性和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最后，引导学生评价家乡的
某个特色产品（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roduct? 
What is it made of/from? Where is it made? What 
is it used for? What is it known for? Why is it 
special?），从而自主输出家国情怀、文化认同、
劳动精神等重大主题教育元素。

4.践行：巧用体验式、综合式的重大主题
教育项目式学习

“行”是人有意识的活动，而认知、情感、
意志最终要落实到行为。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
中英语教学应以“行”为拓展，引领学生在英
语教学的语言运用、课后训练、实践运用中提
升思维品质，增强学习能力，学会用英语对家
国情怀、文化认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现实问
题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实际生活中自
觉践行重大主题教育。

（1）重大主题教育项目式学习设计重视学
生体验感

项目式学习由真实的问题或任务驱动，引
导学生结合个人经验和社会生活需要，自主、
合作参与项目探究，用英语完成一系列具有
关联性、指向性、真实性的项目任务（郑鸥，
2022），强调问题解决能力、实践操作和合作能
力，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和学习
热情，为核心素养落地铺平道路。

教师在设计重大主题教育项目式学习时要

重视学生的体验感，要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
行为能力和思维特征设计活动程度高、适合小
组合作的项目，让学生在项目学习中打通语言
学习、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壁垒，在潜
移默化中将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内化为精神追求，
外化为行动自觉，在实际生活中自觉践行正确
的国家观、文化观、健康观、劳动观和生态观。

例如，在八年级下册 Unit 7 Section B 2b的
项目探究中，教师以语篇、个人经验和社会生
活之间的关联点为契机，要求学生开展 Panda 
Diplomacy的研习活动，如借助丰富的网络资源，
通过收集、筛选、整合关于古代、近代、新中
国成立以后以及新时代熊猫外交的故事，用英
语简单介绍国宝大熊猫的基本特征、生活习惯、
在全世界的现状以及对中国的外交贡献，在生
活中自觉践行环境保护的责任。

（2）重大主题教育项目式学习设计关注综
合性

综合学习不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学科知
识机械地堆积或简单叠加，而是在整体主义思
维影响下，基于现实的主题和内容，突破学科
和学校的限制，强调知识结构的整体性和个体
与他人、社会的关联性（王鉴、刘静芳，2023），
使学生在多模态教学模式的引领下，借助一定
的方式整合多种学科知识和技能，从而创造性
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的一种学习方式。
在英语教学中，综合性学习要追寻学科核心素
养的融通培养，实现英语知识在学科内的纵向
本质理解和学科间的横向联结扩展，有助于将
学习过程濡化为核心素养的生成过程。

教师在设计重大主题教育项目式学习时，
首先要追寻一种跨界式的设计，关注综合性。
其次，不仅要强化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语言
意识的横向贯通，而且要加强英语与艺术、历史、
哲学等学科之间的融合与衔接，打破学科壁垒。
第三，以多学科的问题逻辑为切入点，创设运
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机会，让学生在解决
复杂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对家国情怀、文化认同、
生命健康教育、劳动教育、生态文明等重大主
题教育的理解，从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
实际生活中自觉践行，将重大主题教育有机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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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于英语教学之中。
例如，九年级 Unit 9 Section B 2b 要求学

生以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设计介绍我国著名音
乐家阿炳的个人信息表（见下表），学生需要综
合以往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学科课堂所学，
设计图文并茂的信息表，如阿炳的主要代表作
品、生活经历、相关的历史背景、精神品质以
及他为我国音乐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九年级 Unit 9 Section B 2b中音乐家阿炳的个人

信息表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usical instru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
Master pie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mportant events:
① 1893: Abing was born in the city of Wuxi.
② His mother died.　　　 　　　　　　　
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Spiri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musi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to

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不仅是落
实培根铸魂的根本要求和回应时代发展的重大
关切，更是发挥学科育人的关键举措。本文从
增知、共情、达意、践行四个视角提出的重大
主题教育融入初中英语教学的路径并非线性的
和静态的，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环境和学生
的认知水平、生活经历和社会经验对教学方法
进行调整和完善，发挥实践智慧，不断优化实
践路径，以使其发挥最佳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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