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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requir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ubject core literacy, as the main link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appropriat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materi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ubject core literacy 
ability. For the textbook New Goal Fo for It! published by the People’ Education Pres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ctivity desig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and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embodied in the text, so as to better guide teachers to design classroom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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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初中英语教材文化意识体现——以人教
社《新目标 Go for it!》教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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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改革要求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教材作为师生教学间的主要纽带，其内容的恰当与有效性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能
力的养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人教社《新目标Go for it!》教材，论文主要分析了其教材活动设计与语篇中体现的文化意识，
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师进行课堂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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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教师已经意识到教材分析对教

学活动设计的指导性意义。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

集中体现，而文化意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材中

的文化意识体现很多时候是较隐性的，需要教师主动分析、

积极提取，最终应用于教学活动设计。

2 2011 与 2017 两版课标对“文化意识”能

力的对比

早在 2011 版课标中就提出，学习一门外语能促进人的

心智发展，有助于学生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在体验中外文化

的异同中形成跨文化意识，增进国际理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形成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提高人文素养。以下通过对比

两版课标的文化意识定义来分析核心素养的文化意识新要求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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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 与 2017 版课标“文化意识”描述对比

2011 版课标 2017 版课标

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外语
教学中，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
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
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文学艺术、
价值观念等。在学习英语的过程
中，接触和了解外国文化有益于
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
深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识与热爱，有益于接受属于全人
类先进文化的熏陶，有益于培养
国际意识。

文化意识指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
对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学生在全
球化背景下表现出的跨文化认知、
态度和行为取向。文化意识体现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
文化意识的培育有助于学生增强
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坚定文化
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学会做人做事，成长为有文明素
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 2011 版课标中对文化的定义

更多是文化知识的描述，学生从学习文化知识到获得文化理

解并形成文化意识；而 2017 版的课标中明确给出了“文化认

同”“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键词。这是随着

社会发展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而产生的变化，更符合全球

化背景下对全人类的认同。观念的转变也能增进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的养成。

3 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

教材应遵循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体系完整、结构合理

的教材不但有利于学生系统地学习英语语言知识，而且有利

于发展语言技能，为英语教学的组织和实施带来了极大便利。

特别是教材在提供语言材料的同时，也应向学生介绍其他国

家的文化，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培养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

教师需要挖掘、分析教材中的丰富语料内容，根据学生的个

体差异、阶段区别等特点，培养他们的文化意识 [1]。

曾有研究根据新课标的主题语境对外研社 2012 版初中

英语教材（7~9 年级）选文的德育因素进行区分和统计，从

德育因素的归类、设置、出现频比和呈现方式四个方面来探

索教材中丰富的德育性 [2]。论文主要从文化知识（包含中外

文化知识）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分析人教 2012 版初中英

语教材，以探索学生在语言学习活动中理解文化内涵，比较

文化异同，汲取文化精华，坚定文化自信的方法，促进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4 教材中的文化意识体现与教学设计

课标中规定文化知识主要以体现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

面。物质方面主要包括饮食、服 饰、建筑、交通等，以及相

关的发明与创造；精神方面主要包括哲学、科学、教育、历史、

文学、艺术，也包括价值观念、道德修养、审美情趣、社会

规约和风俗习惯等。此部分举例说明教材重点文化意识体现。

4.1 文化意识的物质体现

例 1：七下 5 单元 B 部分阅读篇章（见图 1），以泰国

学生的身份介绍了在泰国有着特殊文化意义的动物——大象。

介绍了其国旗上白色大象在的“好运”意义，介绍了大象的

聪明，能踢足球、画画等，也引申到大象失去家园、惨遭杀

戮的各种现状，并介绍了大象日。这是比较典型的通过阅读

篇章介绍他国文化知识。

图 1 七下 Unit 5 Why do you like pandas? Section B 2b

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活动层次上完成文本材料基本分析

与理解后，迁移性活动可以设计本单元主题的熊猫相关讨论

话题，这与学生的生活更相关，更能激发学生兴趣。学生可

以对文内所提各方面进行同步对照，在此基础上，学生进行

口头输出或模仿写作。

例 2：七下 6 单元 B 部分阅读篇章（见图 2），是一篇

关于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以此口吻讲述端午节

这天他们一家所做的事，不仅涉及端午节的传统食物粽子、

传统活动赛龙舟，还有传统佳节亲人间的电话问候，有不同

国家的时差等细节，而最后一句“no place like home”更是

表达了远在他乡游子对故土的思念。

图 2 七下 Unit 6 I’m watching TV. Section B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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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此类内容在教材中还有很多，如九年级 Unit 2《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由此可见，教材中的文

化意识不仅有西方文化知识的输入，也有促进学生树立文化

自信的传统文化介绍。在起始阶段，教材使学生对中外文化

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但就教材活动设计而言，教师则需要

结合时间、学生情况等设计能引发文化对比、思考、跨文化

视角和国际价值观养成的活动。

4.2 文化意识的精神体现

例 1：九年级 10 单元 A 部分对话（见图 3），以国际学

生的欢迎晚会为背景，介绍了日本人见面鞠躬、法国人见面

吻脸颊，以此对比中国人见面握手的不同社会规约。

图 3 九年级 Unit 10 You a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Section A 2d

这是比较典型的社会规约和风俗习惯文化意识引入，教

师在设计活动时，不仅可以有基础的对话朗读、模仿，还可

以进行分角色表演，学生在玩和演中真实体会各国社会规约

的不同。基于此课堂训练，学生日后才能有更好的文化认识

与意识，达到核心素养要求的成为有文明素养的人。

例 2：八年级下 6 单元 A 部分阅读（见图 4），介绍了《西

游记》中的孙悟空，特别是他神奇的金箍棒。这是一个中国

人很熟悉的形象，学生非常感兴趣，以此来帮助学生用英语

讲好中国故事。在文末还有情感态度方面的精神深化，如猴

王帮助弱小、永不言弃等。

教师可以在阅读文章并完成基础教材任务后，设计让学

生思考影响并打动自己的其他国家的人物、故事、角色等，

在英语学习的较高阶段，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国际文化的范围，

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提高他们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

别能力，进而提高跨交际能力。

图 4 八年级下 Unit 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ection A 3a

以上通过 4 个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文化知识体现教材案

例，展示了核心素养视角下教材文本内容的分析方式与活动

设计思路。

5 结语

论文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人教版初

中英语教材的内容分析，探究文化意识在教材中的物质与精

神两个层面的体现及分布情况，期许教师能在教学过程中更

有效地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内容渗透在教学过程之中，根据

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

围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国际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

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学会做人做事，成长为有文明素养和社会责任

感的人，最终达到培养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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