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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外语教育学框架下大中小学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

徐锦芬
(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 3 0 0 7 4 )

摘　 要:本文以外语教育学为框架,对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的内涵进行界定,并指出我国大中小学英语

课程设置一体化的建设应遵循课程目标一致性、课程内容衔接性、教学实施协同性和评价体系统一性等

四个原则。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顶层设计、教材体系建设、示范课研发和协同体系构建等四个方面,探讨

了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建设的实施路径,旨在促进各学段英语课程设置的横向贯通与纵向衔接。 本文

有望为大中小学英语课程的协同推进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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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外语教育学是一门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系统探究外

语教育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学科,旨在提高外语教育能力,揭示外语教育的规律和本质(王

文斌
 

等,2017;2018)。 该学科涵盖外语教育目的、政策与规划、课程、教材、学习、传授、测
评、教师、教育技术、教育史、元外语教育等 11 个分支学科,具有典型的超学科性,重视融合

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为外语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寻找解决措施(王文斌
 

等,2017;
2018)。 在外语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中,课程设置是核心构成之一,与其他分支学科密切联系

并相互作用。 外语教育学框架下的外语课程研究主要讨论课程的设计、目标的设定、内容

的选择,以及课程的组织、实施、管理、开发和评价等议题(常俊跃
 

等,2022)。 通过系统化

的研究,外语教育学旨在确保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提升外语教育的整体效果。
在外语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各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衔接性

不足,尤其是中小学之间以及中学与大学之间的衔接较为薄弱。 常俊跃等(2021)指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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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课程衔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为教材体系缺乏衔接、小学英语教学水平不均

衡、初中和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内容有重复、语音教学无衔接等方面;然而,这些问题同样延

伸至中学与大学英语课程之间的衔接。 这种衔接性的欠缺不仅影响学生英语能力的整体

发展,也会阻碍他们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平稳过渡。
因此,在外语教育学框架下实现大中小学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显得尤为必要。 一体化

的英语课程设置能够确保各教育阶段目标的连贯性和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以满足不同学段

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通过一体化的课程设置,可以构建一个循序渐进、连贯发展的英语学

习体系,确保学生在每个学习阶段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渐进的学习内容。 鉴于此,本文

将基于外语教育学框架,首先对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的内涵进行界定,然后阐述大中小学

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的建设原则,最后尝试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以期为各学段英语

课程设置的衔接与协同推进提供借鉴。

1　 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的内涵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和标准,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冯刚

等,2024)。 英语中的“课程”(curriculum)一词最早由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一文中提出,它来源于

拉丁语“currere”,意为“跑道”或“进程” ( Spencer,1860)。 因此,课程可以被理解为“学习

的进程”或“学程”,即学生在一段时间内按照一定计划和目标学习的过程。 在此之后,教
育领域研究者基于不同立场和观点对课程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罗杰斯( Rodgers,1989)认

为,课程不仅包括学生所学内容,还涵盖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教师如何评估和利用教学资

源来促进学生学习。 理查兹等(Richards
 

et
 

al. ,1998)则将课程视为一项“教育计划”,强调

其包含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流程及评价手段等要素。 常俊跃等(2021)指出,当代课

程理论视阈下的课程指一种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学习机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够

获得知识并丰富其学习体验。
尽管不同学者对课程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但英语课程必然紧密结合英语学习特性,

由开设英语课程的教育机构安排,包含明确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与教学评价等

(常俊跃
 

等,2022)。 基于以上观点,英语课程可以被视为课程政策、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

课程评价等四个要素的综合体(徐锦芬,2023)。 英语课程设置(curriculum
 

development)则

是系统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估英语教育课程的过程,是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具体体

现,与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该过程受到学科价值、教育哲学、学生群体特征以及

社会和制度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Ratcliff,1996),旨在确定英语教育目标、选择和组织英

语学习内容、设计英语教学方法和评估策略,以确保英语课程能够有效地满足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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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教育机构的教学目标。
外语教育学框架下的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在国家总体统筹规划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统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致力于为党和国家培育优秀人才,服务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使命。 该过程旨在整合与协调小学、中学和大学各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资源

和关键要素,进行系统化、连贯性和协调性的设计与实施,确保各个阶段的英语教育目标和

课程内容循序渐进,构建横向贯通、纵向衔接的有机育人体系,以满足不同学段学生在英语

学习上的个性化成长需求。 通过一体化的英语课程设置,确保学生在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

拥有连续且渐进的学习体验,从而促进其语言能力的稳步提升,同时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 此外,一体化的英语课程设置还强调将思政

育人元素有机融入英语教学,不仅培养出具有扎实英语语言能力的学生,还将他们培养成

为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坚定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具有显著的优势。 在宏观层面,一体化的英语课程设置能够确保

各阶段英语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有效避免不同学段之间的断层,使得整个教育体

系更加协调和系统化。 通过整合各阶段的教育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避免资源浪费,
提升教育投入的效益。 同时,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各教育阶段的课程设计和实施更加符

合国家教育方针和发展战略,确保政策的有效贯彻与执行。 在微观层面,一体化的英语课

程设置可以为学生创设连贯、渐进的学习路径,助力他们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稳步提升英语

能力,确保知识与技能的累积与应用能够相得益彰。 根据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与需

求,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习效果。 同时,系
统化的课程设置能够更全面地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从而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此外,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定期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并根据反馈及时调

整和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能够确保教学目标的精准实现。

2　 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建设原则

外语教育学框架下的英语课程设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该学科其他领域密切相

关、相互作用的(常俊跃
 

等,2022)。 例如,英语课程应与英语教育的整体目标保持一致,其
设计、目标、内容、结构、执行、管理、开发和评估都应该围绕英语教育的最终目的和作用来

进行,目的是促进学习者在知识、技能和素质上的全面发展;语言政策和规划对英语课程的

方向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英语课程的实施和评估也对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改进产生影

响;教材是连接课程设计和实施的关键部分(卜正学,2008),体现了课程的具体内容

(Tomlinson
 

et
 

al. ,2018),而课程的发展又对教材的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学习者是英语课

程的主人、参与者、合作者和反馈者(鲁子问,2009),英语教师则是英语教学活动的责任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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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课程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英语课程的效果需要通过测评来验证,而这种测评又需要

课程的方向指引;教育技术已成为英语课程实施的关键支持工具,英语课程的建设需求也

凸显了教育技术的重要性。
因此,英语课程设置的一体化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各个教育阶段课程之间的连续性和系

统性,还能够推动总体英语教育目标、语言政策和规划、教材、测评、教育技术等诸多方面的

一体化建设。 首先,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可以确保各教育阶段目标和内容的无缝衔接,使
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过程中得到持续和系统的知识与技能提升,这直接服务于英语教育

的整体目标。 其次,一体化课程设置为语言政策和规划提供了实施和反馈的平台,通过课

程的实践与评估,能够更好地指导和完善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规划。 此外,系统化的课程安

排促使教材开发和使用更加规范和科学,使得英语教材真正体现课程内容的要求,并推动

教材的持续改进(徐锦芬
 

等,2021)。 再者,课程设置一体化需要科学的测评体系支持,不
同类型的课程需要相应的测评方式来实现课程目标,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课程效果的评估质

量,还可为测评理论的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最后,教育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在一体化课程的

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到学习者反馈和评估,丰富多样的教育技术应

用贯穿其中,可以极大地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
基于外语教育学框架下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的内涵及其与英语教育其他领域的密切

关联,我们提出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建设应体现学生特点、学段特性和学科特色(徐锦芬
 

等,2023),主要遵循课程目标一致性、课程内容衔接性、教学实施协同性和评价体系统一性

四个原则,如图 1 所示。

图 1　 大中小学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建设原则

2. 1
 

课程目标一致性

课程目标对课程设置具有统领作用,应与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相契合;国家层

面制定的语言政策和课程标准对具体英语课程目标的设定提供方向性指引(常俊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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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根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以下简称《义务课标》)、《普通高中

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以下简称《高中课标》)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 版)(以下简称《教学指南》),我国各学段的英语课程总体目标一致,旨在培养学生

在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核心素养。 课程目标一致性是英语

课程设置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 此处“一致性”并非意味着各学段的课程目标完全相同,
而是指在横向上实现前后连贯,在纵向上做到循序渐进,确保每一阶段的课程目标能够无

缝衔接,层层递进。
其中,横向连贯性指的是每一学段内,各类课程目标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一致性。 这意

味着在同一个学年或学习阶段内,英语课程在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

多个维度的目标应当相互支持,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进而确保不同目标之间的内在

逻辑联系,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得到综合发展。 例如,语言能力的提升应与文化意

识的培养同步进行,思维品质的发展应通过语言实践来实现,学习能力的增强则应贯穿于

各类学习任务之中。 通过这种横向的连贯性设计,课程目标在多个维度上相互补充和强

化,从而促进学生全面而协调的发展。 纵向渐进性则强调课程目标在不同学段之间的逐步

推进和层层递进。 这意味着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课程目标应当体现出清晰的进阶关系,
确保学生在每一学段都能够在前一学段的基础上,逐步提升自己的英语能力和综合素质。
例如,小学阶段的课程目标可能侧重于基础语言技能的培养和初步的文化意识,而中学阶

段则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到了大学阶段,课
程目标应当更加关注高级语言技能和学术英语能力的培养。 这种纵向的渐进性目标设定

能确保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层次分明,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稳步前进,不断提升自己的

英语水平和综合素养。
2. 2

 

课程内容衔接性

课程内容对课程设置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知识、技能

和经验(Ochoma,2020)。 我国英语课程内容包括主题、语篇、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

能和学习策略等六要素,它们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核心要素发展的内容基础(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2020;2022)。 因此,课程内容衔接性体现为不同学段的英语课程在主题、语篇、
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等六项内容要素之间的紧密连接和有序衔接。
该原则是实现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的重要保障,要求各个学段的英语课程在内容设计上相

互贯通,构建起连贯的学习桥梁,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渐进地积累知识、技能和

经验。
课程内容衔接性同样包括两个方面:横向上,同一学段内不同模块或单元之间的内容

应该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确保学生学习的连贯性和完整性;纵向上,各学段之间的课程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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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应该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延续和扩展,形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课程内容

衔接性的实现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和学习过程的连续

性,以及各个学段教材和教学资源之间的协调配合。 通过确保课程内容的衔接性,可以有

效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
2. 3

 

教学实施协同性

教学实施指在教育体系中开展教学活动,将设计完成的课程内容和方法付诸教学实

践,通过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实现课程设计落地并实现外语课程目标;它是英语课程设置

的具体执行阶段,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教育效果(徐锦芬,2023)。 在大中小学英语课程设

置一体化的背景下,教学实施协同性强调不同学段间教学实施的协调一致,确保教学活动

在各学段的连贯性和渐进性。
教学实施协同性主要包括教学方法递进和教学资源共享。 在不同学段的教学实践中,

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采用适合其发展阶段的教学方法,并在教

学过程中逐步引导学生向更高层次发展。 具体而言,教学方法递进体现在由简单到复杂、
具体到抽象、表面到深层等方面的转变。 例如,在小学阶段,教师可以采用游戏化、趣味化

的教学方法,通过游戏、歌曲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英语学习的基础能力。 在

中学阶段,教师可以采用任务型教学法和情境教学法,注重语言技能和基础知识的巩固,强
调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同时逐步引入更多的合作学习、项目式学习等方法,促进学生的团

队合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思维深度。 到了大学阶段,教学应更注重学科专业性和独立

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师可以采用案例分析和研究性学习方法,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专业知识

并进行学术研究,培养其独立思考、创新实践能力,以适应职业发展和社会需求。 此外,教
学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也是实现教学实施协同性的关键。 通过建立统一的教学资源平

台,不仅可以促进各学段间的资源共享,还能鼓励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进一步优化

教学资源的使用。 总的来说,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背景下的教学实施协同性,有利于各学

段之间的有机衔接和循序渐进,使学生在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获得连贯、系统的教育体验,
为其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2. 4

 

评价体系统一性

教学评价是检验教学质量、推动英语课程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手段(教育部高等学校大

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2020)。 在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背景下,评价体系统一性原则是指

在各教育阶段中建立一致、连贯和科学的评价体系,以有效检验教学质量、推动课程建设与

发展。 评价体系统一性不仅强调评价标准的一致和连贯,还强调评价方法、内容和目标的

协调与统一。 各学段的评价方式应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帮助教师全面了

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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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评价目标应与教学目标和内容相对应,确保各学段的评价体系在指导学生学习、
提升综合能力方面保持一致。 其次,评价方式应多样化,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形成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量化评价与质化评价有机结合,实现评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再次,评价主

体应多元化,英语教学管理者、专家、教师和学生等都应积极参与评价活动,共同构建评价

体系,形成全员参与的评价文化。 最后,评价应注重对英语教学形成积极正面的反拨作用,
及时反馈评价结果,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以促进各学段英语课程的持续改进。 总体

而言,确保评价体系的统一性,有利于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不断体验进步与成功,认识自

我,建立自信,调整学习策略,以此促进其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教师获得

英语教学的反馈信息,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和调整,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还有利

于学校及时了解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改进教学管理,促进英语课程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

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

3　 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建设的实施路径

尽管相关政策文件在大中小学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建设中基本满足了课程目标一致

性、课程内容衔接性、教学实施协同性和评价体系统一性这四个原则,但其具体落实和实施

效果仍存在不足,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同时,这一问题也未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四条路径,为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建设的实施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旨
在更好地推动这一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和发展,提高大中小学各学段英语教学的连贯

性和整体效果。
3. 1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一体化机制

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学段、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必须遵循系统思

维,做 好 顶 层 设 计, 强 化 前 瞻 性 思 考、 全 局 性 规 划、 战 略 性 布 局 和 整 体 性 推 进

(焦晓云
 

等,2024)。 近年来,教育部出台的《义务课标》 《高中课标》和《教学指南》等文件

为英语课程一体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为大中小学英语课程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方向。 然而,
在一体化的实践过程中,仍需解决理论难点、建设重点等问题。

当前阶段,各学段都应深入学习并贯彻落实相关教育政策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英语课程一体化机制。 教育主

管部门应制定统一的英语课程标准和纲要,明确各学段的教学目标、内容和要求,以实现内

容和目标的无缝衔接。 同时,应建立一体化的管理机制,统筹各学段英语课程的实施与监

督,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汇聚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共同评估课程实

施效果,优化课程设置。 此外,还应加强调查研究,不断优化政策,为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

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待时机成熟,可以考虑出台《新时代大中小学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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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建设指导纲要》《新时代大中小学英语课程一体化共同体建设指南》等文件,为大中

小学英语课程一体化建设提供更为系统的指导。
3. 2

 

统一教材体系,实现跨学段衔接

针对大中小学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的建设原则,构建统一的教材体系能够有效提升课

程内容和教学实施的连贯性,确保不同学段的教材在内容设置、教学目标和难度层次上的

精准对接与流畅过渡,以实现整个教育体系的统一和协调。
构建统一的英语教材体系,切忌简单地将不同学段的教材内容进行堆砌,而是应该充

分考虑到学生在不同学段的学习需求和发展特点,致力于为其提供一系列连贯、系统的学

习体验。 在教材内容的设计中,应充分考虑教学内容的延续性和递进性,避免学生在学习

上的断层和重复。 此外,教材设计不仅要注重语言技能和学习能力的提升,更应该突出文

化意识、思政育人等方面的内容(徐锦芬
 

等,2023),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社会责任感(许悦婷
 

等,2024)。 通过统一教材体系的建设,可以更好地实现大中小学英语

课程设置的一体化目标,为学生提供更为连贯和系统的学习体验,提高一体化教学效率和

教学质量。
3. 3

 

基于校际合作,研发一体化教学示范课

构建基于校际合作机制的一体化教研组,并开发具有示范意义的教学案例,对于展现

跨学段教学目标和内容的连贯性与教学实施的协同性至关重要。 此举旨在为教师提供实

际可操作的教学范例,从而深化他们对课程设置一体化原则的理解,进而提升整体教学质

量和效果。
一体化教学示范课的研发应遵循系统化的流程,包括筛选主题、搜集相关资料、明确教

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课堂实施以及后续的反思与改进等步骤。 在选择示范课主题时,可
以聚焦社会性热点议题,或选取相邻学段中相同或相近的学习主题,以确保教学内容的连

贯性。 教师需要精心整合教材内容,确保一体化教学设计既具有深度又富有实效性,使不

同学段的学生都能从中获得有效的学习体验。 例如,一体化教研组可以围绕“跨文化交

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等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实践价值的主题,组织大中小学英语教师

共同参与同一堂课的教学设计与实践,形成一系列覆盖不同学段、具有显著示范引领作用

的一体化示范课。 在此过程中,教师们通过解读课例,深入理解一体化教学的核心理念与

实施方法,并学习在实际教学中如何把握细节,确保教学的有效性。 此外,教研活动应强调

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 教师们可以面对面地分析学情,共同探讨教学内容,确保教学目标

螺旋上升、教学内容循序渐进、教学方式的梯度性和教学评价的层次性(任兴来,2024)。
通过这种形式的研讨与交流,教师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一体化教学的精髓,设计出更具一体

化特色的英语课程示范,从而有效推动英语课程一体化的实施与发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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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构建协同体系,凝聚多方合力

构建协同体系并凝聚多方合力是确保课程体系一体化的重要保障。 首先,协同体系的

构建有助于确保大中小学英语课程在内容、目标、方法和评价等方面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避
免学生在不同学段遇到重复或脱节的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效果和兴趣。 其次,可以更有效

地整合和优化各学段的英语教育资源,包括教师、教材、教学设备等,以确保各学段学生都

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从而提高整体教育质量。 第三,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打破地

区、学校之间的壁垒,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郭炯,2024)。 第四,在协同体系下,大中小

学可以共同开展英语教育研究和创新活动,共同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评价方式和课程体系

等。 这种跨学段的合作可以推动整个英语教育系统的创新性发展。
当然,构建协同体系需要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多方共同参与和努力。 政府部

门应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持和指导;学校之间应建立合作机制,互通有无,教师应加强沟

通与合作,共享教学经验和资源。 家长应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支持学校的教育活动;
学生应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主动参与各类学习活动。 此外,还应建立科学的评估与反馈

机制,定期对协同体系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确保协同体

系的有效运作,不断提升质量和效果。 通过凝聚多方合力,可以形成共同推动英语课程设

置一体化建设的强大动力,确保实施路径的顺利推进。

4　 结语

本文对外语教育学框架下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的内涵、建设原则以及实施路径进行了

初步探讨和分析,指出这一理念的实施旨在促进大中小学英语课程的有机衔接和协同发

展。 然而,要想真正实现英语课程设置一体化的目标,需要各级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共同

努力,加强合作,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学

习条件。 希望本文能够为各级教育管理者和从教人员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促进英语课程

设置一体化的深入推进,推动我国外语教育事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Ochoma,
 

M.
 

U. 2020.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he
 

Issue
 

of
 

Relev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Classroom[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Integrated
 

Education(9):158-164.

Ratcliff,
 

J. 1996.
 

What
 

is
 

a
 

Curriculum
 

and
 

What
 

Should
 

It
 

Be? [G]∥J. G. Gaff
 

&
 

J. S. Ratcliff.
  

Handbook
 

of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Purposes,
 

Structures,
 

Practices,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5-

29.

Richards,
 

C. ,
 

Platt
 

J.
 

&
 

H. Platt. 1998.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
 

Applied
 

Linguistics[M]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Rodgers,
 

T.
 

1989. Syllabus
 

Desig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Polity
 

Determination[G]∥R.
 

K. Johnson. The
 

Second
 

Language
 

·9·



　 外国语文 2024 年第 4 期　

Curriculu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4-34.

Spencer
 

H. 1860.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
 

[M] .
 

New
 

York:
 

A. L.
 

Burt
 

Company.

Tomlinson,
 

B.
 

&
 

H. Masuhara. 2018.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M] .
 

Hoboken:Wiley-Blackwell.

卜正学.
 

2008. 课程与教材关系浅析[J] .
 

求实(52):
 

274-275.

常俊跃,
 

黄洁芳,
 

刘雪莲,等. 2021. 外语教育学学科建构背景下英语课程的关键问题[ J] .
 

外语与外语教学(1):30-37

+145.

常俊跃,
 

黄洁芳,
 

刘雪莲,等. 2022. 外语课程与外语教育学其他领域的关系[J] .
 

外语教学(4):50-55.

冯刚,
 

孙贝,
 

束永睿. 2024.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教育学解读[J] .
 

中国远程教育(1):90-96.

郭炯,
 

禅慧,
 

丁黎军. 2024. 基于“云端学校”的教育资源适性配置研究———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J] .
 

中国

远程教育(1):46-54.

焦晓云,
 

代红艳.
 

2024. 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协同机制的构建[J] .
 

课程·教材·教法(3):69-74+83.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鲁子问. 2009. 英语教学论[M]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任兴来. 2024.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实践路径[J] .
 

基础教育课程(3):53-56.

王文斌,
 

李民. 2017. 论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建构[J] .
 

外语教学与研究(5):732-742+800-801.

王文斌,
 

李民.
 

2018. 外语教育属于什么学科? ———外语教育学构建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探析[J] .
 

外语教学(1):44-50.

徐锦芬. 2023. 外语课程研究的国内外动态与趋势[J] .
 

外语界(6):7-14.

徐锦芬,
 

刘文波. 2021. 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内涵与路径[J] .
 

当代外语研究(5):73-79+120+129.

徐锦芬,
 

刘文波. 2023. 大中小学外语教材思政内容一体化建设研究[J] .
 

外语界(3):16-22.

许悦婷,
 

李展,
 

郭强. 2024. 大学英语教材使用的育人目标与效果:学生感知研究[J] .
 

外语界(2):37-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S]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 年修订)[S]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Integra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chool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
XU

 

Jinf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chools
 

in
 

China
 

should
 

follow
 

four
 

principles:
 

consistency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cohesiveness
 

of
 

curriculum
 

content,
 

coordination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unity
 

of
 

evaluation
 

system.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s
 

from
 

four
 

aspects:
 

top-level
 

design,
 

textbook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class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ve
 

system
 

construction,
 

aiming
 

to
 

promote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nnec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s
 

at
 

each
 

grade.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chools.

Key
 

words: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English
 

curriculum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chools;integra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s
 

责任编校:龙丹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