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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教

师要以单元教学目标为统领，组织各语篇教学内容，

规划系列教学活动，实施单元持续性评价，引导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建构对单元主题的认知，发展能

力，形成素养。任务进阶是新课标单元整体教学的应

然视角，“任务”作为一种有明确的教学目的的活动，

是完成新课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台阶”。具体而

言，教师根据单元教学目标，设计以易到难、由浅入深

的学习任务，并且循序渐进、层层递进地用学习任务

群组织单元整体教学内容，用任务进阶贯穿单元整体

设计的全过程，从而帮助学生理解单元主题意义，落

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一、目标重构：任务进阶的内核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依

据单元育人蓝图实施教学，教师要构建由单元教学目

标、语篇教学目标和课时教学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

使学生逐步建构起对单元主题的完整认知，促进正确

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各层级目标要把预期的核心素

养综合表现融入其中，体现层级间逻辑关联，做到可

操作、可观测、可评价。对比《课程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教育部，2001)提出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无法满足新时代

的育人要求，所以，新课标主张制定教学目标依托“人

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大主题语境，重点培

育学生核心素养。教学目标从“三维”到“素养型”的转

变，需要教师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深入解读教

材，剖析教材与核心素养的联结点；第二，研读课标中

核心素养的各年段学习目标，确定本单元对应的各进

阶核心素养等级；第三，分析学生的学情基础和需求。

笔者从“学”或“学生”的立场，以“解读教材———

提炼主题意义———制定单元总目标———确定子主

题———制定课时目标———设计课时进阶任务”为路

径，对小学英语教学目标设计进行一种全新模式的尝

试。以译林版《英语》六年级上册 Unit 4 Then and

now为例。通过对本单元各板块语篇内容的分析，从

整体上梳理出本单元主题意义为“形成对自身的全面

认识，悦纳自己，感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对祖国的

强盛形成民族自豪感”，制定出单元整体目标，然后重

组各课时教学内容，提炼出“个人变化、家庭变化、国

家变化和世界变化”四个子主题设计课时目标，最后

确定各课时的进阶任务，形成如下单元主题意义、教

学目标和进阶任务图。（见图 1）

摘 要：新课标单元整体教学在小学英语教学领域备受教师的关注，而任务是完成单元整体设计的“台

阶”。在新课标单元整体设计中，目标重构是任务进阶的内核，双境思维是任务进阶的基点，任务群设计是任务

进阶的载体，学习方式是任务进阶的关键。新课标理念下围绕每一课时的过程目标和结果目标进行学习任务的

设计，是逐步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是对如何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尝试。

关键词：课程标准；单元整体设计；任务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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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境思维：任务进阶的基点

1.放大镜思维：优化学习任务效果

（1）“放大”学生学习兴趣倾向

兴趣是儿童学习的内在动力。培养儿童的兴趣是

智育的任务之一,可以促进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学习效率。学习兴趣是在求知需要的基础上发生

的,并且通过学习的实践活动逐步形成和发展，它是

学习的动因,又是学习的结果。兴趣赋予统觉活动以

主动性。教师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让学生感兴趣

的任务，能够让课堂教学的效率事半功倍。反之，教师

设计枯燥、乏味、机械的学习任务，学生学习起来味同

嚼蜡，容易分散注意力，也影响课堂学习效率。教师以

学生学习兴趣为起点，要善于挖掘当下热点，创新语

言操练任务形式，优化学习任务组织方式，才能不断

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2）“放大”班级学情公约区水平

学生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可能的发展水平之间的

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即教学的潜力区，班级学情公

约区是不同层次学生潜力区之间灵活的公约数（李涛

涛等，2021）。放大班级学情公约区可以兼顾学生水平

的差异性，照顾大部分学生能完成任务，任务内容和

进度能保证同舟共济，个性差异。

任务进阶的设计考虑班级学情公约数，低于公约

区的任务设计无法体现学生思维；远高于公约区的任

务设计学生听不懂，达不到，提不起学习兴趣；只有提

供略高于潜力区的任务，才能激发学生的思维，达到

这个潜力区以后再设计下一步的任务，一步步达到进

阶的层级，最后达到单元教学目标。

（3）“放大”学生真实生活体验

仅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不够，为了弥补功能为

基础的英语教学活动真实性的不足，学习任务强调

必须以真实生活为基础，创设真实体验的活动情

境，在真实情境中进行对话交际，以培养学生的语

用能力。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活动能直接使用吗？显

然不能。因为英语课堂的局限，只能尽可能创造现实

生活中的真实情境，让学生有目的、有场景、有意义、

动态地运用核心语言，让学生体会语言的语用功能，

在真实生活的体验性任务中运用语言知识做事，以帮

助学生掌握语言知识、提高语言技能，最终达到综合

运用语言的目的。

教师只有充分解读教材，分析文本，根据主题提

炼单元大观念和小观念，并在各种主题和语言知识

的“联结”处，参照真实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场景和场

图 1 译林版《英语》六年级上册 Unit 4 Then and now单元主题意义、教学目标和进阶任务图

单元主题意义: 形成对自身的全面认识，悦纳自我：
感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对祖国的强盛形成民族
自豪感。

制作海报：Changes in my
eyes调查新的中国四大发明小小外交官：宣讲中国的

变化描述 Mike家庭的变化制作成长相册并进行描述

1.通过回顾前四课时的学
习内容，学生能梳理本单元
的知识框架；2.通过制作思
维导图，学生选择感兴趣的
部分用书面形式表达；3.通
过完成海报 Changes in my
eyes, 学生能全面认识自身
和周边的变化。

1. 通过梳理狐狸老师的情
绪变化理解故事内容，并
能用正确的语音语调朗读
对话，在熟读的基础上分
角色朗读；2. 了解字母-er
在单词中的读音，并能读
出含-er的新单词；3.了解
中国指南针和第一列火车
的发明，体会世界在变化，
人们为了创造美好生活而
变化。

1. 学生能通过课文的复习，
正确区分两种时态的不同
点，能正确运用不规则动词
的过去式；2.学生能用一般
过去时和一般现在时谈论
过去和现在的事情；3. 学生
能通过两种时态的对比应
用，感悟时代的变迁和祖国
的发展壮大，培养其民族自
豪感。

1.通过听录音、看动画等方
式，学生能梳理文本信息,
对比 Mike 一家人的过去
和现在并进行复述；2. 通
过英译和结合生活经验，
学生能理解 e-book 等词
汇，并能流利准确朗读文
本；3.通过阅读拓展阅
读，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
的变化，感受科技进步为
人类带来的便利。

1.了解 Mike成长过程中个
人外貌和能力的变化；2.能
运用正确的时态描述个人
成长中外貌和能力的变
化，并制作个人成长相册；
3.发现自己的成长和变化，
学会欣赏自我，努力成为
更好的自己。

全面看待变化

单元整体目标:1.学生能听懂、会说、会读 telephone等词，并能熟练运用句型“... ago,
... Now...”描述个人成长、家庭生活、国家和社会的变化；2.学生能主动探究、准确区
分和掌握一般过去时和一般现在时的用法，并能在不同情境中准确运用不同时态
描述变化；3.学生能够掌握-er在单词中的发音，并能拼读含有-er的单词；4.学生能
逐步自主提取、概括、归纳和提炼语篇信息，促进思维能力的提升；5.学生能积极地
看待个人成长的变化，悦纳自我，并能感受科技对生活、工作的改变，感受祖国的强
大，形成民族自豪感。

单元
输出

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家庭的变化个人的变化

任务
进阶

目标
进阶

主题
进阶

Changes around us：感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对祖
国的强盛形成民族自豪感。

Changes in us：感受自身的变化,形成对自身的
全面认识，悦纳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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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设计有逻辑层次、促进学生素养能力提升的学

习任务，学生才能运用在学习中获得的所必需的知

识、能力、技能、信息和文化理解等信息去完成学习

任务，在整个过程中完成理解、记忆、运用、迁移、创

新的进阶。

2.望远镜思维：打通知识体系经脉

（1）教材体系的纵向联结

译林版《英语》教材采用螺旋上升的顺序编排教

学内容的主题，主题包括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三大范畴。子主题内容包括家庭与家庭生活，学校、

课程和学校生活，饮食与健康，天气与日常生活，常见

动物特征与生活环境，世界主要国家传统节日等等。

以六年级上册教材为例，常见的描述动物、食物、数

字、人物特征的主题在三、四、五年级也出现过（见表

1），教师根据单元教学目标，以整套教材统一的教材

人物为线索，把纵向联结的教材有机整合，把同一主

题内容串联，进行情境的创设和学习任务的设计。

（2）同册单元的横向联结

同册教材部分单元的语言知识或者主题的编排

是有关联的，教师要关注本册教材单元主题和语言知

识之间的横向联系，寻找联结各单元的线索，将各单

元有机地链接在一起，创设连贯、完整的学习任务，使

学生的学习更具备整体性和高效性。

此外，教师在设计学生任务时，考虑学生已经掌

握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水平，确定他们的“最近发展

区”，让他们跳一跳，够一够，确保学生的语言学习真

正发生。教师从英语学科的角度去分析学生已经学会

了什么，预测本单元想学什么，学完本单元后思考“我

已经学会了什么”。这样的过程促进学生同册单元之

间的学习有预设、有递进，有反思，这样的学习任务促

进学生英语语言的感知、理解和内化，从而对学生后

续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

（3）单元课时的相互联结

教师不仅可以利用异册或同册教材单元之间的

勾连设计学习任务，就在同一个单元中，围绕单元主

题和单元核心语言，根据教材每单元的各个板块内容

的联系以及各课时的不同教学目标和板块功能，也可

以灵活联结各个板块设计相应的学习任务。比如，五

年级下册 Unit 5 Helping our parents Checkout time

中的最后一幅图，内容是 Mike一家人晚上在各自房

间做自己的事，教材要求听录音，给图片排序并说一

说。教材编排的原本放在第四课时，旨在让学生巩固

本单元的现在进行时并检测学习效果。本单元的主题

是帮助父母，第一课时的学习任务是了解教材人物怎

样帮助父母，这幅图正好是 Story time中 Mike一家

白天帮助父母做家务的延伸，既是场景的无缝对接，

又是本单元核心现在进行时的绝佳操练内容，所以在

第一课时的 Story time教学之后，设计了“Mike一家

晚上又做了什么”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在语篇阅读之

后初步尝试运用核心语言。

三、任务群设计：任务进阶的载体

从任务设计的视角出发，用学习任务群组织单元

整体教学内容，强化任务，引导教师转换教学方式，将

任务进阶贯穿于单元整体设计的全过程。但怎样设计

任务群，从而实现任务进阶呢？

1.依据问题解决线

基于“问题解决导向”的单元教学整体设计和学

习任务设计，学生在问题解决的任务群中学习语言知

识，培养语言技能，同时拓宽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问题导向”单元整体教学过程分为五个步骤。第

表 1 译林版《英语》教材
六年级上册部分单元主题内容纵向联结

已学内容 本册内容 后续内容

五上 Unit 1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英国童话故事）
五下 Unit 1 Cinderella（《灰姑
娘》收录于《格林童话》）

Unit 1 The king’s
new clothes（安徒生
童话 《皇帝的新
装》）

六下 Unit 1 The lion and
the mouse（《狮子与老鼠》
收录于《伊索寓言》）

五上 Unit 7 At weekends（chat
on the Internet/fly a kite/go to
the cinema/have a picnic 周末
活动）

Unit 2 What a day！
（天气，周末活动，
一般过去时）

六上 Unit 3 Holiday fun
（一般过去时）

五上 Unit 8 At Christmas（了解
西方国家圣诞节期间的文化
活动）

Unit 3 Holiday fun
（假期趣事，景点）

六下 Unit 6 An interesting
country（景点）
六下 Unit 7 Summer holi-
day plans（景点，假期计划）

六上 Unit 5 Signs（公共标志的
表达）

Unit 6 Keep our city
clean（表达城市环
境污染，以及建议
能做什么来保持城
市环境干净。）

六 上 Unit 7 Protect the
Earth（保护地球环境）

六 上 Unit 6 Keep our city
clean（表达城市环境污染以及
建议能做什么来保持干净的
城市环境）

Unit 7 Protect the
Earth（了解地球环
境污染现状以及如
何保护地球）

Project 2 Reuse and
recycle（废旧物品回收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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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是发现问题，明确问题情境，即问题的初始状态；

第二步是准确表述问题，将问题内容或信息具体化；

第三步是多视角分析问题成因，寻找潜在的因果关

系；第四步是形成可能的问题解决策略，即达到“目标

状态”；第五步是评估问题解决效果，综合评价问题解

决的过程和结果。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在教学译林版

《英语》六年级上册 Unit 6 Keep our city clean时，

运用以上步骤设计学习任务群，引导学生分析城市环

境污染现状，从“when、where、what”三个角度表述

问题，并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思考“我们怎样保持城

市的整洁”，最后通过批判性的问题“for or against”

辨析这些做法是否可行、是否科学，从而培养学生的

问题解决能力，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见图 2）

图 2 指向问题解决的单元任务进阶设计

2.依据项目式学习的特质

新课标中“任务群”“大观念”“大单元”等设计思

路和技术，正是知识内容单位转向学习活动单位，实

现知识建构的教学组织形态，即通过情景性、项目化、

问题解决的学习任务，将科目知识嵌套其中，促进学

生为解决问题而同步完成自主、合作、探究的知识学

习，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发展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和

信心。而项目式学习的项目特质包括三方面：真实的

情境、系统思维和产品导向，其中，产品导向要求学生

在项目结束时完成一个作品。我们把这些项目特质和

项目式学习思路运用到单元整体设计任务进阶设计

中，以译林版《英语》三年级下册 Unit 8 Dolls 为例。

在学习怎样表述人物特征的语言知识后，以“制作一

本相册手账”的项目统领，在四个课时设计四个有逻

辑、有层次的学习任务：画玩具，简单描述；画玩具，熟

练描述并写下评价；画喜欢的动物，填空写它的外貌

和能力；画自己，多维书面描述自己。在完成项目式学

习任务过程中，单元核心语言知识不知不觉地被嵌套

其中，学生完成了能力的递进式的锻炼。（见图 3）

图 3 项目式学习任务进阶设计

3.依据学生认知水平进阶线

在单元整体设计视角下设计学习任务进阶时，一

个单元的学习任务设计除了考虑单元大观念、单元主

题意义，也要考虑语言知识这一基础要素和语言技能

的进阶。根据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理论，将认知过

程分为知识、领会、运用、分析、评价、创造。在一个单

元的四个课时中，第一课时语篇教学，第二课时语法

教学，第三课时综合板块教学和第四课时的复习教

学，单元核心语言知识的学习过程循序渐进，符合学

生的认知水平规律，但如果在学习了第一课时后就进

行综合运用的学习，在第四课时后依然在归纳第二课

时的语法规律，那么这些学习任务都不符合科学的认

知规律。那么教师在设计学习任务时应当根据学生的

学习情况，根据课时目标，科学设计符合认知规律的

教学任务。（见图 4）

图 4 符合认知水平的进阶设计

四、学习方式：任务进阶的关键

学习方式指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基本的

行为和认知取向（孔企平，2001）。学习方式不是指具

体的学习策略和方法，而是学生在自主性、探究性和

合作性方面的基本特征。

1.从被动的接受学习转变为主动的探究学习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类的学科，记忆背诵是重要的

一部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死记硬背在一部分学生

问题发现
“for or against”How can we

keep our city
clean?What make our city dirty?

Who makes our city dirty?
Why should we keep our city
clean?

When？
Where？
What？How is our city?

（城市污染）

问题评价
问题解决

问题分析
问题表述

第一课时：Story time
I can talk about toys

课时任务：拍一拍或画
一画你喜欢的动物，填
空写一写它的外貌和能
力，并进行多方面评价。课时任务：拍一拍或画

一画你喜欢的动物，填
空写一写它的外貌和能
力，并进行多方面评价。

课时任务：画一画你喜
欢的玩具，熟练描述并
写下简单的评价。

课时任务：画一画
课文中你喜欢的玩
具，并简单描述。

第四课时：Rhyme time
绘本：Finger’s trouble
I can talk about myself
I can talk about my toys

第三课时：Sound time &
Checkout time
绘本：Animal’s coats
I can talk about animals
I can talk about my toys

第二课时：Cartoon time
& Fun time
I can talk about my toys

初步感知现在进行时
的特殊疑问句形式。

Checkout time
Song time+Cartoon time

Grammar time+Fun
time+Sound

time+Checkout timeStory time

根据刘涛的真实生活
情境，书面表达自己
和同学一家正在做的
事。

根据 Cartoon time 插
图和文章，预测 Bobby
和瓢虫的对话。

根据总结归纳的语法
规律和插图，讨论
Mike 一家晚上做的
事。

根据 Story time 插图
和文章，预测并讨论
Mike 一家周末在家
如何帮助父母。

准确地综合运用现
在进行时描述人物
正在做的事。熟练运用现在进行时。较为熟练运用现在

进行时的特殊疑问
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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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盛行，教师直接讲授、学生刷题都是提高学习成绩

的方法。但是在这种陈旧的学习方式下，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弱，没有完全具备时代对

二十一世纪公民所需要的必备素质，不具有竞争力，

这种情况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探究学习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和确定话题，在

英语课堂中创设真实的情境，学生在合作中或者独立

自主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

获得语言知识，培养语言技能，提升核心素养。基于任

务的单元整体教学中，学生明确本单元和本课时学习

任务，通过自主、独立地开展学习各环节活动，有逻

辑、有层次地完成本堂课的任务。在此过程中获得语

言知识、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的发展。

2.从教学评不一致转变为教学评一体化

在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是教学评的目标、活动、评价不一致，比如，教学目标

模糊，学习活动目标不明确，评价与教学脱节。新课标

下基于任务的单元整体教学依据逆向设计原理，确保

教学评目标一致、清晰明确、可评可测。（见表 2）

新课标理念下的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促使教

师更加关注单元的整体性、课时的关联性以及任务的

整合性。只有通过贴近学生真实生活体验的学习任

务，在做事中学习语言、操练语言、运用语言，提高语

言技能，才能真正让大观念落实到学生的行动。同时，

围绕每一课时的过程目标和结果目标进行学习任务

的设计，也是逐步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是

我们对如何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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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译林版《英语》六（上）Unit 6 Keep our city clean（第四课时）单元目标一的达成及教学评一体化对照

学习目标 学习活动 评价内容

1. 通过 Nick和妈妈
对话、陈述如何保持
卧室和客厅整洁，巩
固和内化运用核心
目标语言，形成表达
框架，并深刻体会保
持家庭卫生的意义。
2. 通过完成宣传手
册的最后一部分保
持家庭卫生，介绍家
庭脏乱的原因和打
扫方法以及做些小
事美化家庭，体会保
持家庭卫生的意义，
并形成环保习惯从
保持身边家庭卫生
做起的意识。

1. Clean Nick’s bedroom
（1）Nick想保持城市的整洁，妈妈建议他先从身边做起，先打扫干净自己的卧
室，学生观察 Nick 房间杂乱的图片，思考“What do you think of Nick’s
bedroom?”并给他一些建议，想象 Mum会和 Nick说什么，同桌扮演母子对话。

（2）学生扮演 Nike,陈述卧室的现状及原因，并用“first、next、then、finally”这些
连词陈述自己的整理步骤。
（3）学生对比 Nick卧室打扫前后的图片，体会打扫干净房间令人心情愉悦。

2.Clean Nick’s living room
学生模仿谈论整理卧室的方法，迁移运用到谈论整理客厅。

3.Keep our home clean
（1）Mum建议学习一些“green ways”, 让家变得更美好，学生看听绘本“Little
things we can do”的图片、音频和文字，回答“Which little things can we do?”梳理
绘本信息，为书面表达的丰富性作铺垫。

（2）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讨论正文从哪些方面入手，怎样写开头和结尾，一起帮
Nick完成“家庭环境维护”宣传中的短文“Being Green Me”。

教师出示评价的三个维度，让学生把评
价标准作为目标进行书面表达，并通过
生生、师生评价给予鼓励、指导和反馈。

教师根据不同能力水平学生的对话情况
给予鼓励。

教师根据学生语段输出表达的准确性和
逻辑性给予鼓励和指导。

教师观察聆听学生描述整理客厅语段
输出表达的准确性、流畅性和逻辑性并
给予鼓励、帮助和指导。

教师根据学生梳理的关键信息及时呈现
关键词，并且对于生词的读音和意义理
解给予帮助。

教学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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