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智慧作业研究实践案例 

一、基本信息 

申报人 韩展羽 工作单位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荟贤小学 

授课年级 三年级 联系方式  

二、实践案例 

案例题目 创编表演情景对话，提高综合语言能力 

学科名称 小学英语 应用的平台系统 青鹿智慧平台 

案例简介 

（200字 

以内） 

《英语课程标准》指出：英语课程总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

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促进心智发展，提高综合人文素养”，强调语言知识

的呈现和学习应从语言运用出发，通过创设语境并采用循序渐进的语言实

践活动，为学生提升“用英语做事情”的能力而服务。本案例中学生参考课

文对话，选择喜欢的话题创编新的情景对话并尝试和亲友表演出来，通过青

鹿平台上传和同学一起分享作业成果，提升学生在情境中的语用能力和交

流能力。 



 

 

实践应用 

介绍 

一、作业目标： 

（一）语言能力目标 

能重现和巩固本学期课文话题中的主要句型。 

（二）学习能力目标 

能在新的语言情景下对本册主要句型进行迁移、

整合和创造性地运用。 

（三）思维品质目标 

1.能通过总结课文句型并表演新情景对话，发展

归纳和演绎的思维能力。 

2.能通过创编情景对话，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 

（四）文化意识目标 

能在合作表演情景对话中，培养善于与别人

沟通合作的良好品质。 

 

二、作业内容：同学们参考本学期的课文对话，选

择你喜欢的话题（如问候打招呼，介绍家庭，借物

品等），创编一个新的情景对话并尝试有感情流利

地朗读；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和亲友表演出来，拍

下视频用青鹿平台上传和同学一起分享作业成果

噢！ 

 

三、设计意图： 



 

 

《英语课程标准（2011 版）》指出：英语课

程总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

合语言运用能力，促进心智发展，提高综合人文素

养”。课程标准以学生“能用英语做事情”的描述

方式设定各级目标要求，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语

言运用能力。教学建议也明确提出要“注重语言实

践，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强调各种语言知识

的呈现和学习都应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出发，通过

创设具体语境并采用循序渐进的语言实践活动，

为学生提升“用英语做事情”的能力而服务。 

熟悉课文情景对话内容，掌握和灵活运用话

题中主要句型是期末复习的重难点之一。以往的

经验，笔者在期末阶段只是让学生机械地再次背

诵或抄写课文情景对话，导致学生沦为了“背诵机

器”。学生鹦鹉学舌，虽能将课文倒背如流，却无

法真正运用语言，导致语言表达能力欠佳。具体体

现在：听力理解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不佳，往往出

现不知所言和无话可说的问题，阻碍了学生综合

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 

基于对课程标准和“双减”的再次解读，我将

以前学生被动地机械抄写和背诵课文情景对话，

升级为现在学生主动地创编和表演情景对话。老



 

 

师通过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英语情景对话创编的作

业中，让学生带着思考和任务，对整册书不同单元

话题的情景话题中的主要句型和表达进行整理总

结，学生以话题或不同话题融合为单位，巩固并重

新语言输出本学期的主要句型，发展学生的归纳

和演绎思维能力；学生自己创设一个新的语言情

景，对某个单元话题甚至大胆创造性地跨单元话

题进行情景对话创编和表演，发展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在创编和表演过程中，学生把学习内容

与自身知识、经验和情感建立关联性，提高学生的

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这也是我们

要倡导的“五育并举”的理念要求。 

本作业设计，体现了作业分层要求的特点，充

分考虑了不同学生的个人喜好和能力水平。在内

容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选择不同的

话题内容进行情景对话创编；在难度上，学生可以

选择相对简单的创编对话并进行朗读，也可以挑

战难度，与亲友合作，表演情景对话并分享。因

此，在本作业中，学生能根据自己能力和喜好，自

主选择作业，滚动复习本学期话题情景中的重点

句型，对已学的语言知识进行重现、巩固、总结并

在新的语言情景下进行迁移、整合和创造性地运



 

 

用，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优秀的作业成

果还可以在班级通过青鹿平台进行分享展示，这

也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和学习机会。 

四、实施注意事项： 

创编情景对话作业是复习课文不同话题句型

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我

们还要注意以下事项，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第一，引导学生以话题为中心观察总结句

型。英语情景对话创编属于一种语言输出类的作

业。语言输出必须是基于语言输入的基础之上才

能完成的。因此，在教学活动当中，教师需要组织

学生熟悉教材当中已有的对话内容。在布置该作

业前的课时，教师上课时可以设计一个任务，屏幕

只出现一两个主题词，通过遮挡、TPR、快速反应

等游戏，让学生进行头脑风暴，发挥想象，大胆说

出与话题相关的句子。 

第二，引导学生如何有效替换句型中的内容。

在学生熟悉和总结句型后，教师可以借助图片，在

课件上设计不同的话题情景，或者跨话题的情景，

挖空部分单词，让学生快速替换内容。接着循序渐

进，逐渐提高难度，设计一个游戏，让学生观察不

同的情景照片或图片（建议最好是学生真实生活



 

 

中的照片，增加任务的情景真实性和趣味性），让

他们猜测人物之间发生什么对话，教师或同学及

时点评学生的对话内容。此环节目的在于打开学

生的情景思路，明白同样的语言可以如何有效运

用于不同的情景话题，并能知晓或避免创编时容

易出现的共性语言错误。 

第三，及时点拨让学生表演时的语言和动作

自然得体。学生创编的对话，容易拘泥于课本原

文，有时语言会比较生硬单一，情景性不强，表演

时语言也不够得体。因此，在学生看图测话环节

后，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学生上台表演的环节，让学

生在表演中或在看同学表演中，学生表演时动作、

表情、语音语调，学习与别人合作沟通的技巧，让

学生的语言和表演更自然得体，更符合生活实际。 

五、学生作业展示： 

在本作业中，学生在新语境中迁移、整合和创

造性地运用本册主要句型；通过总结句型并表演

新对话，发展归纳和演绎的思维能力；通过创编情

景对话，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在合作表演中，

培养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以下是部分学生的成

果展示： 

作品一： 



 

 

 

 

 

 

学生创编的对话作业         学生对话展示视频截屏 

 

                   

 

学生创编对话文本 

作品二： 

 

 

 

 

        

学生创编的对话作业      学生创编对话文本 

 

 

       

          学生对话展示视频截屏 

 

 

 



 

 

 

 

 

 

  

   其他学生对话展示视频截屏 

 

 

三、专家意见 

推荐意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