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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间距中提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途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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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础阶段英语教育中如何有机融合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
个方面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是需要永恒探索的课题。对英语文本品鉴研读，挖掘其丰富思想内
涵，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得力抓手。在学习间距意识中，通过分析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文
本语言使用，引导学习者品鉴英语语言的魅力，从而缓解学习者对英语文本的排斥和疏离心理，
践行英语文本深度阅读，提高英语阅读质量，实现英语乐学思进，助力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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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教育：财
富蕴藏其中》一书，书中指出了公民在２１世纪必须
拥有的四个核心素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
处和学会生存。２００３年，教科文组织又提出了“学
会改变”的教育概念，将其作为终身学习和发展的
第五个核心素养。此外，欧盟也受到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终身学习主张的影响，于２０００年３月发布研
究报告，强调终身学习应具备五项基本技能：信息

技术、外语、技术文化、创业精神和社会互动［１］。

２００２年，欧盟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
概念，分析了五项基本能力，提出了八项核心素养
教育思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欧盟委员会向欧洲会议
和欧盟理事会提交了八项核心素养提案。此外，欧
盟的核心素养框架同样强调了自主学习能力或终

身学习能力的核心价值［２］。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日下午，在“第三届全国中小
学英语学科教学与信息化教育深度融合高级研讨
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外语教育与教师教
育研究所王蔷教授作了“探索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
实践途径”的专题报告。王教授指出，当前的主要
任务是分析与反思制约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突出

问题，重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式。关于如何改
变英语教学方式，王蔷教授提出认真研读英语文
本，梳理主题意义，挖掘文化价值；确保教学设计情
景化、问题化、活动化，体现综合性、实践性和关联
性的学习过程；从表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等具体实
践建议。

程晓堂，赵思奇对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质内

涵进行理论探讨［３］。随后国内学者（油小丽，任洁，

２０１８；连凯，２０１９；张诗情，宋庆文，２０１９；章策文，

２０１９；孟庆涛，２０１９；郭宝仙，章兼中，２０１９；黄杲霞，

２０２０；戴香山，２０２０）［４］－［１１］不间断地对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培养给予关注，有的聚焦核心素养的某一方
面，有的侧重于阅读教学与核心素养结合，有的寻
找英语测试与核心素养的契合，有的具体到作业设
计与核心素养培养的关系，都是为了通过素养提
升，提高教学效果。总之，国内学者普遍认同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意识的重要性，其相关研究不胜
枚举，但鲜有通过教材文本语言分析提升学科素养
的尝试。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中，重视英语文本大意
是前提，但不能满足于此，还要理解文本内部的逻
辑关系和词句的隐含意义，品鉴英语文本是如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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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过渡、递进、转折、呼应等逻辑关系，才能感受到
英语语言的魅力，才能帮助学生达到“知其意、得其
趣、悟其神”的阅读境界，实现明理益智、陶情养性
的教学目的［１２］。可见，教材文本语言赏析是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有力抓手，值得探究。

二、理论依据
我国英语教学长期纠结于手段和目的的高度

统一之中，未能实现语言学习的良性互动，很大程
度上还是采用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范式。英语传统
教学范式以知识的传授与学习作为唯一的任务，以
通过考试为教学目的，难以实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提升。学生只是被视为“接收器”，其主观能动性被
完全忽略。在此种教学范式中，教师对学生需求的
反应总是生成彼此离散的教学单元，疏远和忽略学
生的实际需要。英语阅读停留在被动表层，难以深
入品读英语语言，领悟其精髓。总之，如果学习者
处于功利的心态去学习英语，学习到的知识也浮于
浅层，难以实现对英语文本功能深入理解。

Ｃｏｘ于 １９９２ 年提出了学习间距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ａｐｓ）概念，用以描述学生时下和今后的学习轨
迹［１３］。学习过程是一种连续体，每种学习间距镶
嵌在这个连续体中。学习的过程是从点到线，从线
到网，从网到面的过程。从熟记信息、建构理解、实
践体验、深究憧憬、反思行动和通用转化的整个延
续学习过程中涉及学习者思维活动变换与情感悲
欢冷暖，涉及多种取舍与跨越。学生从学习对象体
验到的“是什么”向“为什么”转化，体现在学习发生
的第一次跨越［１４］。真正的学习总是在特定环境中
通过积极建构发生，远非僵化解码或者熟记信息。
学习间距意识的培养，让学习者认识到学习活动的
不同层面，折射着学无止境的精神，体现一种持续
攀登的理念。

学习间距的轨迹中渗透着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要素，如同一个藤上的枝叶，缠绵绽放生命。通过

语言知识积累和文化体验，持续建构内化积淀，从
而提高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英语学习不能浅尝
辄止，需要持续探索。英语学习过程中的第一次跨
越是从熟记信息到能够建构理解，即对语言基础知
识的持续积累和语言能力的持续培养。死记硬背
语言知识要点是英语学习的初始阶段，进而需要理
解事实和体验文化，在学习的体验中反思建构语言
框架。在英语学习体验中越投入、越积极的学生，
其学习效果就越好。在体验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
程度的投入。如果学习者没有深究的憧憬，就会固
步自封。反之，如果学习者维持着浓烈的求知欲，
就会品尝到学习的乐趣，主动重构知识体系，培养
行动思维品质，努力持续超越自我，形成良性循环，
实现通用建构转化质的跨越，实现从教向学的转
化，以及从语言知识灌输向自觉学习转化。整个过
程，体现了学习能力的提升和英语学科素养的有机
融合轨迹。

三、分析对象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早在１９８４年指出，“英语是教材
和期刊语言”。对于多数学习者而言，英语是“图书
馆语言”［１５］，特别是在我国这种外语学习环境中，
英语学习离不开英语课本和文献阅读，英语教材
是学习者学习英语语言的主要依靠和抓手。教材
应该使学习者注意到语言材料中的重要语言现象，
因为教材所提供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可以刺激学
习者与语言输入之间进行良好互动，使学习者不是
被动的接受者。英语教材不是英语学习的“外物”，
而是值得开发的宝藏。本研究中的教材概念范围
限定于教科书，分析文本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的

Ｎｅｗ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ＮＳＥＦＣ）高中英语
必修一至必修五教科书中的５０篇英语课文。对文
本的观测具体从其中的非谓语动词使用和从句使
用两方面切入，如表１和表２所示，研读英语文本，
分析其语言特征。

表１　课文中三类从句使用统计

名词性从句 定语从句 状语从句
出现１０７次，占２５．７２％ １１０次，２６．４４％ 出现１９９次，占４７．８４％

主语 宾语 表语 同位语 限定性 非限定 时间 原因 结果 条件 …

８　 ８０　 ９　 １０　 １０３　 ７　 ８６　 ３５　 ２４　 ３１　 ２３
７．８４％ ７４．７７％ ８．４１％ ９．３５％ ９３．６４％ ６．３６％ ４３．２２％ １５．５９％ １２．０６％ １５．５８％ １１．５６％

　　三类从句在课文中共出现４１６次，状语从句明
显多于另外两类。在四类名词性从句中，宾语从句
使用最多，其余名词性从句均很少。对于定语从
句，限定性定语从句使用远远多于非限定性定语从
句。状语从句中，时间状语从句使用最多，其次依
次为表示原因、条件和结果的状语从句，表示地点、

伴随和让步等其余的状语从句使用较少。对于这
种现状，学习者需要反思宾语从句、限定性定语从

句以及表示时间的状语从句使用占有绝对优势是
出于何种原因，这种情况在学习者的英语写作中完
全得以映射。可见，语言输入对于输出的影响程度
不容忽视。在英语写作中，何尝不能更多使用同位
语从句、非限定性定语从句，或者在英语中除了定
语从句能够起到定语修饰作用，何尝不能充分发挥
分词的定语功能，或者状语从句表示时间一定需要
使用 ｗｈｅｎ引导从句。具体而言，在写作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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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表示时间的感觉，会产生耳目一新的效果。
表２　课文中四类非谓语动词使用统计

类型 动名词 不定式 现在分词 过去分词
出现次数 １０６　 １６６　 ８６　 １０９
百分比 ２２．７％ ３５．５５％ １８．４２％ ２３．３４％
合计 ４６７（１００％）

　　课文文本中对于四类非谓语动词而言，不定式
使用最多，现在分词使用最少。依据思维惯性，出
现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不定式、动名词、现在分词
和过去分词。但是，在文本中过去分词和动名词使
用相当，反而现在分词最少。学习者需要思考分词
在句子中能起到定语、补足语、状语等丰富的功能，
而此功能非定语从句或状语从句所独有。

触摸语言需要对语言的反复推敲、认真辨析、
深层体会，对课文文本中非谓语动词和各类从句的
使用描述，旨在抛砖引玉，培养学习者潜入文本，对
其细心揣摩的意识，也折射了语言学习的一定轨
迹。诚然，英语语言文本中值得品鉴的元素太多，
研读文本的视角多元。

四、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提升途径
基础教育阶段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提升的实践

探索，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其体现出一种日积月
累和旷日持久的执着。通俗地讲，就是语感的培
养。语感培养非一蹴而就和立竿见影，而是一种潜
移默化的微妙过程。核心素养培养实践可以从融
合英语学习活动和动态描述英语语言两方面着手，
体现间距意识下英语学习的理念。

（一）融合学习活动
英语教学中需要设计多种学习活动，并对每种

活动评估，分析其利弊。通过不同阶段的英语课程
体系与课程标准的衔接，基于学习目标，选择不同
主次的学习活动，学习活动功效直接影响着学习的
效果。笼统而言，从学习的认知视角来看，英语学
习活动可以分为探索性和验证性两大类；依据学习
活动的实施主体特征，英语学习活动可以分为个体
性和群体性两大类，如图１所示。

图１　学习活动融合图示

　　探索性学习活动与验证性学习活动之间没有
明显界限，二者都是综合知识构建的链条。同时，
在学习体验中，也没有完全意义的个体与群体之
分。学习活动都是沉浸在互动交流的网络之中，即
使阅读也是读者与作者的默默交流。出于不同学

习目标和任务，在不同学习情境下，每种学习活动
使用各有侧重。聆听和阅读活动主要是收集信息，
在建构意义的初始阶段尤为重要。为了深入推进
学习，讨论与写作活动不可缺少。在实际操作层
面，聆听和讨论更多涉及群体互动，更加受时间和
环境限制；阅读和写作显得更加具有弹性，主要侧
重个人反思。总之，每种学习活动犹如棋盘的棋子，
学习者需要融合多种英语个性化体验学习活动，使
其彼此协同合作，共同发力。反思是英语学习活动
变得有持久意义的必要条件。通过反思如何在甘肃
基础教育中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寻求实现
英语知识获取与知识建构的有机统一契机。

（二）动态描述语言
动态描述语言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围绕语言

功能，实现读者与作者顺畅互动。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中的语言能力有一点是强调语篇的人际意义，是
指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与其说是读者与文本互
动，不如说是读者与文本的作者互动。在语言学习
过程中，需要沉浸在语言魅力之中，反复思考特定
语境因素、语言的基本功能以及其辐射的语义结
构。这样，英语文本不是冰冷的学习素材，而是待
于开发的宝藏，整个学习过程是富有生命气息的体
验和品鉴。对语言的动态描述，涉及到的不同层面
和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语言描述要素关系图

　　英语语言学习会涉及特定的语境因素，每种语
境因素辐射着具体的纯语言功能，每种语言功能通
过相应的语义结构表征出来。分析和赏析英语文
本时，语境因素、语言功能和语义结构三个维度密
不可分，交织在一起，镶嵌在读者与作者反复的对
话理解之中。在复杂的语言活动中，参与者需要同
时考虑这三种语境因素，决定如何使用语言实现自
己的交际目的。箭头表示制约的大致方向，实直线
表示三个语境因素之间的界限是明显的，虚直线表
示每个语境因素与纯语言功能以及语义结构之间
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制约关系，而不是“一对一”的
制约关系［１６］。语言功能就是对语言的动态描述，

受多种变量的影响，不能拘泥于量化统计，而是对
语言的开放性理解和赏析。

五、结语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离不开对英语文本

的研读和品鉴、具体学习活动的实施以及对语言的
多维动态描述。只要学习者沉浸在语言魅力中，才
能对其有所感觉，语感才能得以培（下转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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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造最佳条件。

４．设置更加合理的考评模式
从“１＋Ｘ”证书教学的角度出发，在原有教学

考评模式的基础上，加强学习成果的考评占分比
例，将教学、考评、实践、证书的分值进行合理划分。
并充分结合证书考试和学科未来的工作环境设计
更合理的考试模式，使学生从传统的试卷考试转变
为更侧重实践能力与工作能力的考核方向，使高职
院校的考评工作更加公正合理，并为学生的未来工
作与岗位适应能力评价提供参考。

四、结语
在高职扩招的背景下，高职院校不仅面临着发

展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强的挑战。学生层次
的变化和社会需求的提升使高职院校必须进行产
教融合的不断升级，“１＋Ｘ”证书教学作为现阶段
最适合高职院校实施的教学模式之一，应当受到高

职院校教职人员的高度重视。从校方的角度出发，
鼓励教师采取“１＋Ｘ”证书教学的新方式，并为教
学过程提供足够的软硬件支持，确保在学生获得毕
业证书和职业证书的同时，也获得未来工作必须的
技能、学识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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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４页）养。在这种学习间距意识中，学习
者就可以成为具有丰富语言思想力的人，也是能够
领悟理解两种文化的人，同时也是具备语言情感力
的人。对语言文本揉碎捣烂，才会有重组建构的学
习过程；感悟文本，对其反复咀嚼才能品尝到语言
的独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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