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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教育在小学英语课中的应用与实
践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小学英
语教育不仅仅是语言技能的传授，更是多元
文化理解和国家文化自信的培育。通过深入

分析当前小学英语教育现状，探讨了如何有
效地将红色文化融入小学英语教学中，提升

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跨文化交
流能力。梳理了红色文化在小学英语教育中
的必要性，提出了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包括
优化教材内容、利用红色文化基地进行课外

教学等。从而，更好地为小学英语教师提供
实践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接班人。

一、从小学英语教育的特点出发
小学阶段的英语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

基本语言技能，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
兴趣和学习习惯。这一阶段的学生好奇心
强，学习能力逐渐增强，但抽象思维能力和
自我控制力相对有限，需要通过具体、生
动、情感丰富的教学内容来吸引他们。红色
文化中的英雄故事和革命历史具有强烈的
情感色彩和鲜明的形象特点，易于引起学

生共鸣，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和动力。比如老师可以选择一篇关于革命英
雄的英语短文作为课文，比如讲述刘胡兰的
故事：
“Liu Hulan is a famous

revolutionary hero. She was very
brave. When facing the enemy, she
didn't yield. She sacrificed herself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Her
spirit has inspired generations of
people.”After reading the text, the
teacher can ask students some
questions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story and the red spirit.

T:“Why is Liu Hulan a hero?”

S:“Because she was brave and

didn't yield to the enemy.”
T:“What can we learn from

her?”
S:“We should be brave and

love our country.”

二、从新课标出发结合红色文化与小学
英语教育的特点

红色文化与小学英语教育的结合，要紧
密围绕新课标的要求，将红色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与英语学科的教学目标相结合。新课标
强调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

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不仅可以作为
语言学习的内容，还可以作为跨文化交流的
桥梁，帮助学生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联

系。通过英语课程学习红色文化，学生可以
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也能够
在国际交流中自信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魅力。小学英语教材每个单元一个

主题，同时也有相应的情感教育。教师可以
利用呈现谚语、做手抄报、播放动画视频、展
示汇报等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与情感教育
相结合。

三、从小学英语学习的内容出发，提高
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别的认知

相对于母语是汉语的学生来说，其潜意

识里认为英语学起来较困难，会按照母语的
思维方式去对待英语中的问题。然而，将丰
富且充满趣味的内容加入英语教学活动中，
能够使英语课堂活跃起来。例如，五年级下
册第三单元 My school calendar，通过对
12个月份的学习，进行话题交际，谈论各月
份的活动，了解祖国大江南北的民俗，感受

大好河山，了解著名红色景点，增强学生民
族自豪感。再比如词汇教学中也可融入红色
元素，如在学习颜色词汇时，可以引入“red”
代表红色，并讲解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
意义，如代表革命、勇敢等。加深学生对红色

精神的理解。

四、从课后拓展中国红色文化，加强学
生对红色文化的深入了解

沪教版课本中的 story time教学是围
绕“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
主题范畴展开学习，而对于小学三至六年级

学生而言，他们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一员，
是建设祖国未来的“红领巾”，在故事教
学中，要厚植红色文化底蕴，将中外文化
进行有机融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
师还可以认真筛选，可以教授如传统习
俗、礼仪、礼节、礼貌等方面的知识，也可以

教授学生关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
艺术等学术性的知识，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
解中国文化。

五、从民族文化中激发学生的自信
如今学生动动手指就能接触到许多外

来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好的，但是，
小学阶段的学生若没有足够的鉴别能力，容
易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教师在教学前，精选
红色文化内容，激发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和认同感。例如，在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My weekend plan中，进行中秋节主题
文化教学，为学生介绍中秋节的由来，引导
学生热爱中国传统佳节，享受家国团圆的幸
福美好。

六、从多媒体出发，巧用多媒体设置教
学情境

小学英语教师在开展英语教学活动时，
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将红色文化故事以视频
的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动画片这一类可视
性内容小学生更易接受。视觉性的东西往往
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帮助他们掌握

英语知识。单调的讲解和空洞的说教会令英
语教学枯燥乏味，学生会不感兴趣，那就更
谈不上爱国情感的渗透。因此，在日常教学
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具，把图片、文字、
声音、视频等信息集于一体，使呈现的教学

内容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同时借以结合

情感教育，在无形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例
如，讲授五 年 级 下 册 第 二 单 元 My

favourite season。在呈现不同季节的时

候，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找不同景点不同

季节的图片呈现给学生，在呈现景点图片

的时候可以适当找一些我国比较有特殊

意义的景点，比如泸定桥、金沙江等等，在

呈现季节的同时，也将红军长征的故事简

要叙述一遍，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

教育。再比如，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中涉

及到了一些有意义的节日，比如母亲节。

教师在教授本节课的时候通常都会普及

一些关于母亲节的知识，比如母亲节的由

来、母亲节在西方国家的习俗等等。教师

可制作 PPT 呈现这些内容，在介绍完这些

内容之后，教师还可以在课件上呈现出孟

郊的《游子吟》，让学生齐读欣赏。与语文

课不同，在英语课中加入诗词元素，是一

种跳跃性的呈现，学生更能全身心体会诗

词本身所蕴含的情感，这也是爱国主义教

育的渗透。在这个过程中，无需教师多做

解释便能渗透本单元的情感教育，同时学

生在温习古诗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中华

文化的精髓和韵味。

七、从课堂活动中体现红色教育
开展英语短剧表演活动，让学生根据红

色故事改编成英语短剧，进行表演。通过这

种方式，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红色故事，

感受红色精神，同时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运

用能力。同时课文教学中还可以渗透红色教

育，选择一些与红色主题相关的英语短文或

故事作为课文，如讲述革命英雄事迹、红色

历史事件等。通过阅读和分析这些课文，让

学生了解中国的红色历史和文化，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感。

综上所述，英语是学生要掌握的一门语

言，将红色文化浸透在小学英语教学中，不

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且能够
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红色文化，增强学

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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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传统教育

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多元

需求。大单元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作为教育

创新的重要方向，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单元教学设计和实施的主要原因
（一）绝大多数学生学了 12 年的体育

课，一项运动技能未掌握，主要原因有：

1.“碎片化”教学

碎片化教学是指不同的运动项目“隔三

岔五”地进行教学，且每节体育课主要教一

个单个动作技术。例如：这节课教篮球原地

双手胸前传球，下节课教足球原地脚内侧传

球，在下节课教技巧的“成桥”等。这种教学，

它的局限性在于只是学了一个运动项目的

某一动作技术，没有得到及时复习和巩固。

这不是教学生学一项运动，而是教学生学一

项运动中的单个动作技术。

2.“双项目”教学

双项目教学是指每节体育课教两个不

同运动项目的单个动作技术。例如：一节 40

分钟的体育课既教篮球项目的内容，又教排

球项目的内容等。它的局限性在于学练的一

个内容不能得到一定的时间保证；不同运动

项目之间会产生负迁移。

3.“小单元”教学

小单元教学是指一个运动项目的教学

由几个课时组成。例如：篮球教学由 4个课

时组成。它的局限在于课时太少，且只是教

一个项目的单个动作技术，无益于学生体验

一项运动的乐趣和基本掌握一项运动技能。

（二）三种形式的教学需要改变

1.不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2.不符合运动技能形成规律。

3.不符合体育与健康育人理念。

长期的实践表明，不能使学生掌握一项

运动技能，也难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三）大单元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

学生通过系统、集中、连续地学练一个

运动项目有利于：

1.运动能力：学生能够增强体能，掌握所

学运动技能，全面理解所学运动项目等。

2.绪，善于合作与交流等。

3.体育品德：学生能奋发向上，勇敢顽

强，坚忍不拔及遵守规则，公平竞争等。

二、大单元教学设计和实施的结构与
要素
（一）大单元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要基于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

体育品德三个方面核心素养来设置。

（二）大单元主要教学内容

包括所教运动项目的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技战术运用，体能、展示或比赛、规则

与裁判方法、观赏与评价等。

大单元中主要教哪些内容，需要根据学

生所处的学习水平、是否有利于更好地实现

大单元学习目标、课时的多少等确定主要教

学内容的容量。就基本技能而言，教学内容

不能像以前那样理解为单个动作技术，还应

包括多个动作技术、组合动作技术等。

（三）大单元教学重难点

指教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学生学习、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不能只注重

单个动作技术的重难点。

（四）课时学习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

课时学习目标是大单元学习目标的具

体化，课时教学内容是大单元主要教学内容

的具体化，课时教学方法要根据课时学习目

标和教学内容具体选用。课时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应考虑对实现这节课学习目标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要关注每节课之间学习目

标、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和进阶性。

以水平四篮球的结构化技能教学关联

性和进阶性为例：

第四节课：复习原地双手胸前传接球、

行进间双手胸前传接球，学练原地单手肩上

投篮和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等。

第五节课：复习行进间双手胸前传接

球，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学练接球上篮，行

进间传接球上篮等的组合动作。

第六节课：复习行进间双手胸前传接

球，学练有防守的行进间双手胸前传接球组

合练习；复习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学练有

防守的行进间传接球上篮等组合动作

（五）大单元学习评价和教学反思

大单元学习评价指对学生学习某一运

动项目大单元后应该评什么，怎么评，强调

围绕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三方面

核心素养，根据大单元教学内容，采用多样

化的评价方法进行大单元学习评价。（评价

应注意三个方面核心素养的综合表现）。

大单元教学反思指某一大单元教学完

成后，针对学生在核心素养方面的具体表

现，总结和分析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

还需要改进等。

三、大单元教学设计和实施的基本要求
（一）大单元教学应落实目标引领内容

和方法的原则

大单元教学应该首先考虑大单元学习

目标，然后再考虑有助于目标达成的主要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大单元教学中的每一节

课，应该是先考虑课时学习目标，然后再考

虑课时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课时学习目标是大单元学习目标在各

节课中的具体化，每节课具体教学内容的选

编，应有助于本节课学习目标的实现；课时

教学内容不仅仅指单个动作技术，它包括准

备活动，单个动作技术，组合动作技术，对抗

练习，展示或比赛、体能练习、游戏活动、辅

助练习和放松活动等。

（二）大单元教学原则上不应教两个不

同的运动项目

每个大单元教学应该教一个运动项目，

这样才能是学生通过连续、集中、系统地学

练，完整体验，掌握和理解所学的运动项目。

有些同类专项运动技能中的“小项”运动，技

术难度和复杂性相对不太高，学习起来相对

单调枯燥，可以由 2～3个“小项”组成一个

大单元教学。

“小项”组成的大单元不能进行“碎片

化”教学以 18课时田径大单元教学为例，这

两节课教 100米跑，下两节课教跳远，再下

两节课教投掷实心球，是不太合理的。前六

节课教 100 米跑，中间六节课教跳远，最后

六节课教投掷实心球，是比较合理的。

（三）大单元教学每节课不应该有教学

主题

课程标准强调每节课都要进行结构化

知识和技能的教学，除了新授的单个动作技

术外，还有组合动作技术、对抗练习、展示或

比赛、体能练习等。某一项目的大单元教学，

目的是教学学生学会这个题目；大单元教学

中的每节课，应该是该项目的第一次课、第

二次课、第三次课……

小结
1. 实施专项运动技能的大单元教学，应

从“知识中心”向“育人中心”转变，从“运动

技术中心”向“重视核心素养培养”转变，从

“单一动作技术教学”向“结构化技能教学”

转变。

2.大单元教学由学习目标、主要教学内

容、教学重难点，大单元中每节课的学习目

标、具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习评价

和教学反思等组成。

3.大单元教学设计科学合理，大单元教

学有效实施，就能促进学生掌握 1-2项运动

技能，培养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

三个方面的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设计和实施
———专项运动技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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