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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边境乡村小学英语“三联动三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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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聚焦崇左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小学英语教育，针对其英语听说教学相对落后的现状，在核心素养背景下，探索构建 

“三联动三进阶” 的英语听说教学模式。该模式以《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为导向，通过 “教—学—

评” 三环节横向联动与 “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 纵向进阶的有机交织，旨在提升边境乡村小学生英语听

说能力与核心素养。文中详细阐述了该模式的构建思路、实施策略以及实践效果，并对未来教学提出展望，以期为边

境民族地区乡村小学英语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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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nglish education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Chongzuo border ethnic areas, 

aiming at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situation of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eaching,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ree links and three steps"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re literacy. Guided by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this model aims to improve th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and core literac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border villages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rweaving of the three links of 

"teaching - learning - assessment" and the vertical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idea,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model are elaborated, an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teaching i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nglish teaching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border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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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广西崇左边境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民族文化，但小学英语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乡村小学的学生心理特点，很

多孩子在口语表达上欠缺自信。尤其是听说教学，在英语教学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而听说教学在语言学习中是最先培养起来的学生必备

的能力，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学生英语综合素养的发展。在核心素养理念深入教育领域的当下，探索适合该地区乡村小学的英语听说教

学模式迫在眉睫。“三联动三进阶” 英语听说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力求突破现有困境，为学生英语学习搭建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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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对学生综合素养培养的重视，英

语教育在小学阶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核心素养理念下的小学英

语教学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 [1]。在核心素养与英语教学的关

联性方面，不少研究强调核心素养为英语教学指明了方向。程晓

堂和赵思奇（2016）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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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英语教学目标的设定提供了清

晰框架。就小学英语听说教学而言，众多研究表明其对培养学生

语言能力至关重要。例如，王蔷（2015）强调听说作为语言输入

与输出的基础环节，对学生整体语言能力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2]。

在教学模式探索方面，诸多学者倡导构建以学生为中心、注

重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刘道义（2018）提出应打破传统单一教

学模式，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与参与度 [3]。

其中，“教  学  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受到广泛关注。周文叶

（2018）指出 “教 学 评”一致性能够确保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

评价方式相互协调，提高教学质量 [4]。同时，关于学习进阶的研

究也为教学提供了重要思路，郭玉英等（2016）认为学习进阶理

论有助于教师理解学生在不同阶段的认知发展，从而设计出更具

针对性的教学活动。

然而，针对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小学英语听说教学的研究相对

匮乏。边境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

特殊的语言环境，这些地区的小学英语教学面临着师资薄弱、资

源短缺以及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等诸多挑战。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

城市或发达地区的英语教学，对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小学英语教学

的特殊需求和实际情况关注不足。本研究旨在探索适合崇左边境

民族地区乡村小学基于核心素养的 “三联动三进阶” 英语听说教

学模式，以期为该地区英语教学质量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

 边境民族地区的小学英语教学与内地存在很大差距的教育现

状，使该教学模式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一）研究背景

1.阐述核心素养在当前教育领域的重要地位及对小学英语教

学的新要求。

2.指出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小学英语教育，尤其是听说教学的落后

现状，如教学资源匮乏、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听说能力薄弱等问题。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说明探索适合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小学基于核心素养的英语

听说教学模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阐述该研究对提升边境乡村小学英语教学质量、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以及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的意义。

三、“三联动三进阶” 模式构建依据

边境民族地区的小学英语教学发展要遵循国家课程导向，又

要切合自身实际的特点，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结合壮乡资源

及边境区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构建的教学模式要遵从理论的

指导。

（一）课程标准指引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强调英语课程要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

能力 [5]。在听说教学中，需围绕课程标准要求，设计科学合理的

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 

（二）边境民族地区特点 

1.多元文化交融

崇左边境地区与越南接壤，同时聚居着多个少数民族，不同

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在英语听说教学中，可以利用这一特色，引

入多元文化元素，拓宽学生视野，增强文化意识。

2.语言环境复杂

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方言与普通话并存，学生在学习英语时

容易受到母语发音和语言习惯的干扰。但同时，复杂的语言环

境也锻炼了学生的语言适应能力，为英语听说教学提供了一定

基础。

四、“三联动三进阶” 模式内涵

基于对边境民族地区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实施研究后，构建了

“三联动三进阶”的小学英语听说教学模式。

（一）“三联动”—— “教—学—评” 横向联动 

1.教师的教

教师依据课程标准、学生学情和边境民族地区特色，精心设

计听说教学内容。例如，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节日，设计关于节日

介绍的听说课程，让学生用英语描述节日习俗、庆祝方式等。在

教学过程中，运用多媒体资源展示节日图片、视频，播放相关英

语音频，创设真实的语言情境。

2.学生的学

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积极参与听说学习活动。通过模

仿、跟读、对话练习等方式，提升听说技能。同时，鼓励学生结

合自身生活经验，运用所学英语进行表达，如分享自己家庭在少

数民族节日中的独特活动 [7]。

3.多元的评

教学评价贯穿教学全过程，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的

自我评价和互评。教师通过观察学生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等，及时反馈评价结果，给予指导和鼓励。学生自我评价和互评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精神，如学生互评小组对

话练习，提出改进建议。

（二）“三进阶”—— “学习理解 — 应用实践 — 迁移创新” 

纵向进阶 

1.学习理解

在这一阶段，学生通过听教师讲解、观看视频、阅读简单文

本等方式，学习英语基础知识，如单词、句型和基本语法。例

如，学习关于动物的单词和句型 “What's this? It's a...”，通过观

看动物图片和视频，听教师发音示范，学生初步理解和掌握相关

知识。

2.应用实践

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进行听说实践活动。如

开展 “动物园之旅” 的角色扮演活动，学生分别扮演游客和导游，

运用所学句型进行对话，描述动物园中的动物，在实践中巩固知

识，提升听说能力。 

3.迁移创新

鼓励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运

用。例如，让学生根据当地边境贸易场景，创编英语对话，描述

交易过程、介绍特色商品等。通过迁移创新，培养学生的思维品

质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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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联动三进阶” 模式实施策略

在实施“三联动三进阶”模式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一）挖掘本土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1.文化资源融合

将崇左边境地区的民族文化、边境贸易文化融入英语听说教

学。如介绍壮族的山歌文化，让学生用英语学习山歌歌词、演唱

方法；讲述边境口岸的贸易往来，让学生学习相关商务英语表

达，组织“边境文化探索”实践活动，参观口岸历史陈列馆并完

成英语导览图绘制。

2.生活场景引入

以学生熟悉的边境乡村生活场景为素材，创设听说情境。如

以乡村集市为背景，设计买卖东西的对话练习，使学生在熟悉的场

景中学习英语，增强学习的亲切感和实用性 [6]。或创设“乡村小市

集”实践课程，每周五下午模拟边贸交易（使用真实货币道具）。 

（二）借助现代技术，优化教学手段

1.简易多媒体辅助教学

利用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资源，为学生营造生动逼真

的英语听说环境。例如，通过播放英语动画片，让学生观看动画

情节的同时，练习听力和口语模仿。利用手机 +投影仪搭建“移

动英语角”，播放经典英语动画片段（如《小猪佩奇》）开发 "语

音日记本 "，学生用录音笔记录日常英语对话（每周2次）

2.线上线下平台充分利用

借助在线英语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个性

化学习空间。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在平台上布置听说作

业，学生通过平台提交作业，平台自动进行初步评价，教师再进行

针对性指导。实施“1+1”学习机制，学生在校1天课堂教学 +1天

家庭实践（如用英语介绍家庭成员）。也可以制作“英语学习卡片

包”，包含200+图文单词卡、50+句型纸条、20+文化常识折页。

开展“学习积分换图书”活动，学生可兑换英语绘本或中越双语读

物。 

（三）拓宽教师培训，提升教学能力

1.优化教研机制

建立“城乡结对”帮扶机制，每月与市区学校开展联合备

课，联合教研；实施“教学反思周”制度，每周三下午开展课例

研讨（重点分析壮语负迁移现象；开发“边境教学资源库”，收

集整理教学案例和本土教学素材 [8]。

2.加强专业培训

定期组织教师参加英语专业知识培训，提升教师的语言素养

和教学理论水平。尤其针对边境地区英语教学特点，开展相关培

训，如如何将本土文化与英语教学融合等。 

3.提升教学技能

通过教学观摩、研讨交流等活动，让教师学习先进的听说教

学方法和技巧；实施“骨干教师带徒”计划，每位名师指导2-3

名青年教师（签订培养协议）；鼓励教师开展教学反思和教学研

究，不断改进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质量；开展“课堂教学微创新”  

竞赛，鼓励教师开发低成本教具（如双语扑克牌等）。 

六、实践效果与反思

（一）实践效果 

1.学生能力提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在学校组织的英语口语比赛中，学生的参与度和表现水平明显提

升，能够更加自信、流利地用英语进行表达 [10]。同时，学生的文

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也得到了培养，如学生对本土文化

和英语国家文化的差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解决问题时思维更

加灵活。

2.教师专业成长

教师在参与 “三联动三进阶” 教学模式实践过程中，教学能

力得到锻炼和提升。教师更加注重教学过程中的评价反馈，教学

方法更加多样化、个性化，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教

师还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撰写相关教学论文和案例，促进了自身

专业成长。

（二）反思与展望

1.存在问题

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由于基础薄弱，在 “迁移创新” 

阶段仍存在一定困难，需要教师给予更多的引导和帮助。同时，

由于边境乡村地区教学资源有限，部分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还

不够充分，如在线学习平台的推广和使用还需进一步加强。 

2.未来展望

针对存在的问题，未来将进一步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实施分

层教学，为基础薄弱的学生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同时，

积极争取社会资源支持，改善教学条件，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

段，优化 “三联动三进阶” 英语听说教学模式，为边境乡村小学

英语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9]。 

七、结语

“三联动三进阶” 英语听说教学模式为崇左边境民族地区乡

村小学英语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 “教—学—评” 

三环节横向联动与 “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 纵向进

阶的有机结合，充分考虑了边境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需

求。在实践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需不断探索和完

善。相信在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模式将不断优化，为

边境乡村小学英语教育质量的提升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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