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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
和人文性双重性质”，二者不可偏废。工具性，就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包括语言技能
和语言知识的培养。而人文性，就是要通过课程的实施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包括
学习策略、文化意识和情感态度。所以重视和加强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是社会发展
的需要，也是英语教学改革的客观要求。

花美缘于芳香，课美缘于人文。人文之花在英语课堂通过师生的精彩演绎得到了
绚丽绽放。

　 　 一、体验情感教育

　 　 课例一　 在实践活动中深化情感
本课教学内容为《牛津小学英语》６Ａ Ｕｎｉｔ ２ Ｂｅｎ’ｓ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教师设计了一份调查

表，让学生课后调查家人的生日，并制作如下生日卡片，在卡片上写上自己的生日，或父
母、老师的生日，贴在教室里，引导学生记住自己身边人的生日，并在他们生日那天，献
上一份爱心，致以生日祝福。通过此项活动，学生变得懂事了，会体贴人、关心人了。

【评析】一首好诗力求“情景交融”，一堂好课也应“知情合一”，在英语教学活动中
逐渐进行情感渗透，使学生养成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课例二　 在角色表演中体验情感

本课教学内容为《小学英语》三下Ｕｎｉｔ ６ Ｗ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ｓ ｉｔ？授课教师在文本表演阶
段，让学生充分体会人物情感：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母亲、老师会有怎样的心情，用怎样
的语气和刘涛对话？学生根据自我生活经验，展开想象，通过不同的语音、语调淋漓尽
致地演绎出生活中不同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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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个性化的角色表演，赋予了话语表达的新空间，学生在言意兼得的基础上，
汲取文本内蕴，释放自我个性，获得了积极情感体验。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

　 　 课例一　 直接阐述法
本课教学内容为《小学英语》三上Ｕｎｉｔ４ 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在学生学习了ｓ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了解了

Ｍｉｋｅ的一家之后，教师将“家庭”这一话题延伸，给学生介绍华盛顿一家。先让学生听
音捕捉人物姓名，让学生发现一家四人同名的有趣现象，引导学生思考，再通过直接阐
述为学生解答疑问，使学生了解西方国家的命名文化。

【评析】直接阐述法是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常见方法，它能够直
观明了地为学生展示中外文化的差异。使用这种方法时，要注意让学生自主发现，自主
思考，继而为学生解答困惑，这样的输入才更加自然、深入人心。
　 　 课例二　 异同比较法

本课教学内容为《小学英语》三上Ｕｎｉｔ８ Ｈａｐｐｙ ｎｅｗ ｙｅａｒ。教师整体呈现了课文内容
后，引导学生观察Ｍｉｋｅ和Ｈｅｌｅｎ收到礼物的反应———打开礼物盒子，再让学生想一想我
们收到礼物时是怎样做的，学生很快发现中西方文化在接受礼物方面的礼仪差异，此时
出示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ｉｐ，让学生了解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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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异同比较法是通过比较中西方在文化习俗方面的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
意识。它使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提高他们对中外文化
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在语言交际中懂得既尊重异国的风俗习惯，更珍视本民族的
优秀文化传统。

　 　 三、渗透学习策略

　 　 课例一　 【课前预习策略】编学案　 促预习
本课教学内容为《小学英语》四下Ｕｎｉｔ ３ Ｍｙ ｄａｙ。教师编制学案，为学生的预习把

握方向。三上的Ｍｙ ｄａｙ是以介绍自我一天活动的小语篇教学。课前发放预习学案纸，
完成听录音、认识新单词、填信息等任务，使学生有准备上课。

【评析】心理学指出：只有当学习者心理处于准备状态时，他的心理活动才会对学习
对象进行指向和集中。编制学案，为学生的预习导航引路，这样的预习才能真正为课堂
服务，而不是一张“空头支票”。
　 　 课例二　 【课堂指导策略】小贴士　 巧引路

本课教学内容为《小学英语》四下Ｕｎｉｔ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ｓ复习课。教师给学生提供一个模
板，让其尝试英语写作，并运用ｔｉｐｓ向学生介绍写作的要求与格式。

【评析】巧用“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ｉｐｓ”渗透学习策略，使得整个教学过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悄无声息地影响学生，给学生“润物细无声”的指引。同时将教学中一些应讲而又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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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清楚的知识用ｔｉｐｓ展现，更易于学生理解、掌握知识的脉络及缘由。
　 　 课例三　 【课后巩固策略】制小报　 勤复习

本课教学内容为《牛津小学英语》５ＢＵｎｉｔ５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ｈｅｃｋ。复习５Ｂ现在进行时、
第三人称单数语法知识，为了让学生对所学的语法知识有一个系统的巩固，教师引导学
生自己或与他人合作制作英语语法知识小报。

【评析】以往的语法知识总结是记录在笔记本上，这样的方式层次清晰但缺乏一定
的艺术感和创造性，似乎更适合中学生。作为高年级的小学生，我们应该引导他掌握梳
理知识以形成清晰脉络的方式方法，但是又不能过于枯燥乏味，而制作一期英语语法知
识总结小报，动手又动脑，学生乐得其中。

　 　 四、丰富教学评价

　 　 课例一　 丰富的评价形式　 紧扣教学内容
本课教学内容为《小学英语》三上Ｕｎｉｔ６ Ｃｏｌｏｕｒｓ。老师每个环节都运用了教学评价：

单词句型的ｃｈａｎｔ有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表演环节有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配色环节也有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每
个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环节老师都发给相应环节的颜色星形，并让学生说一说得到星星的颜色，
最后总结学生的课堂得星情况。

【评析】今天学动物用动物卡奖励，明天学交通方式用交通方式分组，看谁跑得快。
这样与教学内容有关的评价潜移默化地将知识目标得以无痕巩固。
　 　 课例二　 采用多种评价方式　 抒写人文情怀

本课教学内容为《牛津小学英语》４Ｂ Ｕｎｉｔ ８ Ｏｐｅｎ Ｄａｙ。教师利用学生感兴趣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ａｙ这一资源，结合课题Ｏｐｅｎ Ｄａｙ有效创设了Ｏｐ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ｈｏｗ这一大情
境，带领孩子们做了一个个Ｓｈｏｗ。孩子们在做完每一场Ｓｈｏｗ后，师生都会做一次荣誉
性地评价，如：Ｍｕｓｉｃ ｓｔａｒ（音乐之星），Ｓｐｅｅｃｈ ｓｔａｒ（演讲之星），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ｔａｒ（提问之星），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ａｒ（英语之星）……这一系列的评价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课堂氛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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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热烈，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中愉快地结束了一节别样的英语活动课。
【评析】基于人文性就是要把始终把学生放在人的高度，英语课堂给学生足够的舞

台，给他们展示的机会，让英语教学的评价更富有“儿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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