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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re deepening. How to convey China’s voice and tell Chinese stories on the world stag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t present. 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has also made “integrating Chinese elements into teaching” a part of its 
teaching objectives. At present,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Chinese elements into English teaching is mostly focused on reading and 
writing classes, with less practice in grammar classes. This paper combines situational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xplore ways to integrate 
Chinese elements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and efficiency in learning 
grammar in the classroom,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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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深。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成
为当下的热门话题。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深入改革，素质教育的重要低位愈发凸显，初中英语教学也把“在教学中融入中国
元素”作为教学目标的一部分。目前，关于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元素的实践多集中于阅读、写作课型中，语法课中的实践
较少。论文结合情境式教学策略探索初中英语语法教学中融入中国元素的途径，以期在课堂上提升学生学习语法的兴趣和
效率，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增强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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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为探讨

如何有效传递中国文化提供了动力。中小学学生核心素养中

的文化意识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表明在教学中融入中国元

素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2022 版新课标对语法教学提出新

的要求，这也引发了教育者对如何更好地传递语法知识的思

考。然而，语法教学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单一的知识传递模

式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课堂吸收率较低等。

通过将中国元素融入初中英语教学，促进学生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也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共通之处，从而更好地进行跨

文化交流。本研究还意在响应教育改革的要求，适应新课标

对语法教学的新要求。因此，通过融入情境教学和中国元素，

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将语法知识融会贯通，真正实现语言运

用。从而为更好地培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人才作出积极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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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研究

在教育领域，理论基础的应用对于指导和优化教学实

践至关重要。本研究以三个关键理论基础为支撑，以期在理

论指导下探索在英语语法教学中融入中国元素的方法。

2.1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的积极参与以及知

识的自主建构（陈红，2023）。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语法教学

领域，意味着教师可以创设情境，使学生能够在实际交流中

探索语法规则，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通过

这种方法，学生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通过亲身实

践和探索，在实际沟通中逐步理解语法的运用，进而灵活地

运用于实际写作和口语表达中。

2.2 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是一种将学习知识置于具体情境中的教学方

法，旨在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应用所学内容（陆维佳，

2022）。在初中英语教学中，通过将学习嵌入实际生活中的

情境，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英语的实际运用方式，而非仅仅

停留在抽象的知识层面。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还能够培养他们的人际沟通能力和语言运用能

力，为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3 概念界定：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是指涵盖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价值

观等多个方面的要素，具有中国独特特色和文化标志的内

容（金虹，2013）。这些元素可以体现为语言、图像、符

号、习俗等多种形式，旨在丰富教学内容，引发学生对中

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其中也包含中国古代名著、历史人

物、传统节日等文化符号或名人故事。通过有意识地引入这

些元素，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及其 

特色。

此外，中国元素还涵盖了习俗、礼仪、价值观念等内容，

例如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尊敬长辈的习惯等。这些元素展示

了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独特之处，使学生能够更加深

入地体验和感知中国社会的精髓。通过融入这些元素，教学

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培养学生跨文化理解与交流的媒

介，帮助他们建立起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基

本了解。

4 初中英语情景式语法教学的设计：设计的
必要性及原则

4.1 初中英语情景式语法教学设计的必要性
情景式语法教学相对于传统的死记硬背方法具有更大

的吸引力和实际意义。传统方法往往让学生感到乏味，难以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然而，情景教学通过将语法知识嵌入

具体情境，使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应

用语法，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同时培养他们的交际

能力。这种主动参与的学习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提升他们的学习效果。

4.2 初中英语情景式语法教学的原则

4.2.1 情境真实性原则
确保情境贴近学生生活，唤起情感共鸣，是情景式语

法教学设计的重要原则。在此背景下，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

通过创造与学生现实生活相关的情境，教师能够营造一个学

习环境，让学生能够毫不费力地投入其中，从而增加学习的

实际意义。通过将学生置身于熟悉的情境中，他们能更容易

地将所学的语法知识与实际应用连接起来。这种真实性的情

境设计不仅提高了学习的效果，也培养了学生对语法知识在

日常交流中的灵活应用能力 [2]。

4.2.2 语境丰富性原则
在情景式语法教学设计中，丰富的语境是很重要的。

这一原则要求情境应涵盖多样的语言表达情形，并涉及不同

语法结构的运用。通过在情境中引入多种语法结构，教师能

够激发学生更全面的语法理解与应用。丰富的语境使学生在

不同情景中能够熟练运用不同的语法知识，从而增强他们的

语言表达能力。

4.2.3 学习目标明确性原则
在情景式语法教学的设计中，明确的学习目标是不可

或缺的。这一原则强调，每个情境教学都应当对应一个明确

的学习目标，以确保学生能够清晰地理解和掌握相应的语法

知识。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教师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引导学

生在特定情境下学习和应用语法。学生在实际交流中能够更

明确地认识到语法知识的应用，从而加深他们对语法规则的

理解。

4.2.4 学生参与性原则
情景式语法教学的设计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这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学生在情境中扮演角色，积极参与交流，

从而实际运用语法知识。通过实际参与，学生能够更好地理

解和应用语法知识，同时培养他们的表达和交流能力。这种

参与性的学习方式能够使学生更加投入课堂，提高他们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

5 初中英语情景式语法教学融入中国元素的
途径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将情景式语法教学与中国元素有

机融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促进跨文化交流。以下是

三种途径来实现这种融合。

5.1 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中国元素
在情景教学中，教材内常蕴含丰富的中国相关内容，

如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等。为优化教学效果，教师应深入

挖掘这些元素，并巧妙地融入教学情境中。通过选取富含中

国特色的例句、传统故事或现实情景，不仅能帮助学生掌握

语法知识，更能增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欣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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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整合教材，搭建情境
教师应当精心构建真实而引人入胜的情境，将丰富的

中国元素融入其中（马喆，2022）。以本次教学活动为例，

笔者将 2d、3a 进行了整合，以虚拟人物 Tony 外出所遇到的

人和事为教学情境，意在让学生以 Tony 的视角体会不同方

位介词的真实含义。通过情境的精心设计，学生可以在充满

趣味的交流中深刻体验到语法规则的实际运用，同时也丰富

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感知与认识。

5.3 跨学科融合
教学不仅限于将语法知识与中国元素相融，更可以将

其他学科的内涵融入其中。例如，在探讨方位介词时，可以

引入地理相关知识。这样的综合性处理丰富了情境的内涵，

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通过将不同学科的元素融合于

情境中，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提高了学生对语法知识的

理解深度。

6 教学实例

课题：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Go for it!》七年级下册中

Unit 8 Is there a post office near here? (Section A 2d-3c)。

6.1 设计说明
本单元的话题为街坊邻里，希望学生通过本单元的学

习能在街上问路并为他人指路。在第一课时学习中，学生

通过听力练习已对本单元语法有了简单的感知，本课时的

教学任务则是让学生能够运用方位介词短语介绍建筑物的

位置。2d 所提供的示范对话呈现了相对完整的问路情景，

Grammar focus 表格呈现了本单元重点语法功能结构，3a 是

一个控制性练习，要求学生观察地图，3b 是一个半控制性

练习，要求学生看图造句，3c 是一个开放性游戏，除 3a 和

3b 存在一定联系外，其他各个部分联系不大。如果在实际

教学中一味地生搬硬套传统的语法教学模式，不但无法改善

课堂氛围，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中国元素也无法融入

其中。

因此，笔者在原有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本课

时所涉及的中国元素，同时基于生活情景，创设与本课时相

关的主体教学情境，旨在将本课时的各个部分以教学情境为

主线，联系起来。笔者在教学中以 2d 对话中 Tony 这一人

物为主人公，创设情境，以“Tony 一家刚刚搬家到一个新

的小镇，想要尽快了解小镇”为背景，介绍 Tony 在小镇上

遇到的人和事，邀请学生帮助 Tony 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同

时以方位介词或短语为切入点，引入北京故宫附近著名景点

的分布图，引导学生学习读图，并运用所学方位介词或短语

正确介绍地图中各个景点的相对位置 [4]。

6.2 本课时教学设计（部分）
本课时为语法课，内容是方位介词及方位介词短语的

学习，鉴于本课时并非本单元第一课时，笔者在导入部分

以 2d 短文为依托，复习了上一课时所学内容，同时引出本

课时的教学重点——方位介词及短语。在 2d 到 3a 的过渡

上，笔者顺着“Tony 所遇到的人和事”这条线继续推进，

以 Center Street 为切入点，2d 是想要去 Center Street，3a 是

已经到了 Center Street，通过创设的情境实现了教学内容上

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在课本到中国元素的过渡上，笔者以

“post office”为切入点，在学习完 3a 中 post office 的具体

位置后，以 Tony 想去邮局取信为过渡，引出信中的故宫附

近著名景点的分布图。至此，笔者通过创设情境并一步步推

进，将课本内容融于一个故事中，邀请学生完成不同的任务，

使学生对方位介词短语的学习从认识到应用，学生输出从单

词或短语到句子，由浅入深，递进式学习语法知识，最后用

所学语法表达中国元素，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笔者建构的情

境中自如表达所学知识，实现从课堂到生活的转变，为传统

的语法教学注入新的活力，还可以引导学生见微知著，感受

祖国山河的魅力，使学生体会到中国文化渗透在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发现生活的文化，提高文化认同

感，增强文化自信。

7 结语

情境式语法教学融入中国元素不仅促进了语法知识的

掌握，更加丰富了学生的文化体验和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

创造有趣的情境，教育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

们的表达和交流能力，增进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这为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的未来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模

式。然而，我们也意识到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如

情境的设计和中国元素的选择。因此，我们期待今后在教育

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这一策略，为培养更具综合素养

的学生贡献更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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