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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心理学作为教育科学与心理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有益于把握受教育者心理活动规律和

学科教学特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本文基于新课程标准,解读中学英语教学标准化发展的本质内涵,正

视当前中学英语面临的育人功能窄化、教学角色缺位、教学导向错位等典型教学困境,并明确教育心理

学赋能中学英语标准化教学的机理,将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积极归因三类教育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

学英语教学实践,以期推进英语教学标准化发展,更好的落实新课标育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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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rginal subject between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s beneficial to grasp the law of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e educat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teaching,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ess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ing standardization in middle schools, and face up to 

the present middle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function narrow, the teaching role vacancy, the teaching direction 

dislocation and so on typical teaching predica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ing 

standardization and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ree kinds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eories, namely, self-efficacy,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ositive attribution, are applied to the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in middle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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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年,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

(以下简称“《英语新课标》”),标志着初中英语开启新一轮课程

改革。以新课标为依据实施英语标准化教学,是保障初中英语教

学与时俱进,并与其他学科共同构建健康育人格局,培养能够满

足新时期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人才的关键。然而,由于重知识、

轻素养、轻能力等传统教学理念固化,以及升学压力导致的教学

功利化倾向突出,初中英语标准化教学尚未形成。教育心理学作

为一门围绕受教育者心理发展,介于教育科学与心理科学之间

的边缘学科,能够通过影响受教育者心理素质,作用于教学深度

与广度[1],与新课标“以学生为本”、“教育回归育人本位”的理

念契合。探究教育心理学能否赋能中学英语标准化教学,以及有

效赋能路径,对于良好落实新课标、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具有现实

意义。 

1 中学英语教学标准化发展的本质内涵 

中学英语教学标准化发展的题中之义在于新课标与英语教

学关系的嬗变。当前中学英语教学主要将新课标作为指导性文

件,在既往教学范式中融入核心素养、学段目标等,本质是在英

语教学体系中实施新课标；中学英语教学标准化发展是以新课

标要求为导向,重构英语教学组织形式、教学要素、教学流程等,

本质是在新课标的大框架下实施英语教学,对新课标落实和英

语教学规范发展更具实效性。 

2 新课程标准背景下中学英语教学困境 

《英语新课标》作为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纲领性文件,

是中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然而,新课标背景下英语课程

性质、理念、目标等转变打破了中学传统英语教学价值体系,

暴露出中学英语规范发展困境。一是育人功能窄化,教学目标难

落实。在传统英语教学理念和惯习下,教师、家长等育人主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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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关注学生英语成绩,较少关注学生其他方面发展,造成英语教

学的功利化倾向突出,窄化了中学英语的育人功能,与新课程育

人立场产生分歧,难以落实核心素养等教学目标；二是教学角色

缺位,被动学习现象突出。传统英语教学在提升教学质量时聚焦

于教师视角,忽视了学生实际需求,造成英语教学中学生主体地

位缺失,学生被动学习现象频现,在新课标课程内容实施过程中

产生了“教”与“学”之间的鸿沟；三是教学导向错位,评价改

革不到位。传统英语教学评价存在“唯分数论”“唯升学论”顽

瘴痼疾,不仅形成了错误的教学导向,阻碍学生全面发展,还进

一步加剧了教师、学生、家长等主体的教学短视行为,与新课标

规范各学科的课程育人导向相悖。 

3 教育心理学赋能中学英语标准化教学的机理 

因材施教和培养学生学习能动性是新课标对新时期义务教

育的基本要求。教育心理学的应用,不仅强化了英语教学的因材

施教功能,还改变了学生英语学习心态和英语教学中的角色,有

益于中学英语标准化教学开展。一方面,教育心理学与英语学科

的结合,有助于教师挖掘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情况,并围

绕学生学习需求和心理发展特征调整教学方法,有的放矢制定

学习目标,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突破学习瓶颈,使教学同向而行,

保障新课标良好落实；另一方面,教育心理学在英语教学中的应

用,强调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持续关注学生心理动态,并通过灵

活实施教育心理学策略,推动学生沿循“不学-厌学-能学-爱学”

的学习心理状态轨迹转变,强化学生在英语教学中的主体性,逐

步实现新课标深度学习期望。例如应用快乐情感营造愉悦课堂

氛围,能够使学生以主动参与学习代替被动参与学习[2],提升学

习实效。 

4 教育心理学赋能中学英语标准化教学的路径 

4.1培养自我效能感,促进核心素养标准化落实 

新课标划分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

四类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是英语育人价值的体现和此轮英语课

程改革的核心,并成为衡量中学英语标准化教学的重要依据,对

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凸显出传统英语教学的不适应性。自

我效能感由心理学家班杜拉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心理学概念,

其应用于教育教学中的积极影响得到了众多学者大量实证研究

的支持,具体指个体对于自身运用既有经验完成某一任务的自

信程度。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往往表现得

更自信、更专注、更有兴趣和更强的学习毅力[3],培养自我效能

感,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既有经验和能力现状下,更有效地发展英

语核心素养,还能促进英语育人功能发挥,对学生长远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 

个人成功经验和替代性经验是获得自我效能感的重要途

径。个人成功经验方面,在核心素养需求下,教师要基于学生潜

力和现有水平之间的最邻近发展区,发布学生既能完成又具有

一定难度的英语学习任务,例如英语阅读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

生英语素养[4],教师在“人与自然”单元教学中,在学生良好理

解语篇内容的基础上,让学生对语篇中人物行为进行分析与评

价,使其对环境保护、环境污染等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不仅能

充分发挥英语育人功能,培养学生思维品质,还能为学生累计英

语学习的成功经验,以学生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英语元认知和

英语水平,在“实践-成功-再实践”的良性闭环下持续促进学生

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按照新课标要求标

准化落实；替代性经验方面,教师应重视榜样作用,让学生通过

榜样观察获得自身英语学习可能性的认知,增强自我效能感。以

八年级语篇课程“A Picnic”为例,教师秉持自愿原则选取学生

排练并在课堂上演绎英语主题情景剧,演出结束后邀请“演员”

讲述英语学习、同学合作、解决问题的心得和经验,为其他学生

提供替代性经验,发展学生创新思维、合作交流、语言理解等核

心素养。 

4.2强化学习动机,支撑教学内容标准化实施 

新课标丰富了英语主题、语篇、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

言技能等课程教学内容,甚至突破学科壁垒,鼓励跨学科教学,

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但也为英语教学带来了挑战。以众多学者

研究成果为基础,学习动机在教育心理学中形成了一类理论体

系,如马斯洛提出的“个体的动机是由需求决定的”、布鲁纳提

出的“兴趣是学生学习最好的动机”等理论,具体指推动学习者

实施学习行为的一种重要内部驱动力。 

学习动机被认为是影响外语学习结果最重要的一种个体差

异因素,也是中学优秀英语学习者的重要优势[5],为了教学内容

得以标准化实施,强化学生学习动机,推进中学英语教学成果高

质高量转化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应积极响应国家“推进教育

数字化”要求,为师生打造英语教学共享平台,针对英语教师教

学理念、方法、形式陈旧等问题,以及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缺乏、

英语学习价值理解不到位等问题,提供相应教育资源,转变教师

教育主体观,孕育英语学习动机；另一方面,教师在英语教学实

践中应着眼于学生学习、生活难题和需求,以英语教学内容对学

生形成有效启发,使学生在学习中受益,从而提升其英语学习兴

趣,强化其英语学习动机,畅通英语教学内容从“教学端”向“学

习端”传授的通道,使“有意义的学习”发生,支撑英语教学内

容标准化实施。例如结合数字技术,在英语课堂中创设学生感兴

趣的游戏场景,促其主动参与英语学习。 

4.3巧用积极归因,保障教学评价标准化引导 

基于新课标学段划分和级别设置,中学英语教学应达到三

级目标,学生不仅要具备成长进步的动力,还应具备对自我成绩

与素养形成原因的总结判断能力,从而查漏补缺,取得持续进

步。归因理论最初由“归因理论之父”弗里茨·海德提出,并陆

续在哈罗德·凯利等人研究中完善。积极归因作为归因理论的

一个分支,具体指个人面临成功或失败事件时,寻找有利于自身

良好发展的原因。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从不同维度对学生学习

进行归因,会对学生英语学习成绩产生不同影响[6],通过积极归

因实施教学评价,能够对学生英语学习形成积极引导,并以此为

导向保障教学标准化开展。例如对于达成英语学习目标的优等

生,教师要避免学生将成功归因于自身能力已完全满足学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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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从而产生懈怠感,可以给予学生“勇于克服学习困难”等过

程性评价,在其心理层面形成成就感,激发进一步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的热情；对于达成学习目标的后进生,教师可以通过

给予学生“学习态度良好”“作业完成认真”等表现性评价,

引导学生将成功归因于学生主动请教、坚持不懈等良好品质,

促其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并形成对下一次成功的期望；对于

未能完成学习目标的学生,教师应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进

步”等发展的视角和观点评价学生,引导学生将失败归因于努

力程度不足、努力时间不够等,通过评价的增值性牵引学生规

范化持续发展。 

5 结语 

新课标是引领义务教育回归育人本位、构建良性教学生态

的纲领性文件,需要标准化教学推动落实。教育心理学与新课标

教育理念的一致性,以及多学科融合性,为中学英语摆脱传统教

学困境提供思路。在新课标框架下,英语教师应积极应用教育心

理学理论培养学生自我效能感,强化学生学习动机,帮助学生积

极归因,促进核心素养标准化落实,支撑教学内容标准化实施,

保障教学评价标准化引导,从而重塑新课标与英语教学关系,推

动中学英语教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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