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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研究】

ＳＷＯＴ 视角下区域英语深度学习教学研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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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改革发展背景下， 区域教研有利于促进区域内教学研究的均衡发展， 有利于英

语课堂教学的增效。 文章借助 ＳＷＯＴ 分析法对广西柳州城区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提出区域教研的

优势、 劣势、 机会和威胁， 进而制订相应的教学方法、 策略、 原则， 推动区域英语深度学习的教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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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提出， 将 “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性

主题［１］。 英语课堂教学， 要求学生进行深度学

习， 掌握学科核心知识、 本质及思维， 理解学习

的整个过程， 树立正确的、 积极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 成为既有自主性、 独立性、 创新性又有团队

协作精神的优秀学习者。
当前， 广西柳州城区 （以下简称城区） 单个

学校的教研力量薄弱， 仅凭个别教师的一己之力，
难以深入研究深度学习。 区域教研以学生为主体，
从弱弱联合、 抱团取暖， 到整体做强、 组团发展，
能够达成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 整体

提升的共同愿景。
为进一步了解城区中小学英语教师开展课题

研究的现状， 区域教研组运用 ＳＷＯＴ 分析法对城

区的学校及教师教研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价， 以探

索英语深度学习的教学途径。

二、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理论及意义

ＳＷＯＴ 分析法最早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

学教授海因茨·韦里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提出。
ＳＷＯＴ 是分析业务单位环境的有效工具， 对业务

单位的优势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劣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机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威胁 （Ｔｈｒｅａｔｓ） 进行分析

和评价。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具体做法是把对企业经

营有影响的各种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一一列出，
然后评价这些因素对企业发展而言是优势还是劣

势， 是威胁还是机会， 再采用适当的加权方法，
计算企业总体的环境情况［２］。 运用 ＳＷＯＴ 分析

法， 对 “基于区域教研组的英语深度学习的课堂

教学研究” 课题 （以下简称深度学习课题） 所处

的境地进行全面、 系统、 准确的研究， 分析其内

部优势、 劣势以及外部机会、 威胁， 从而制订相

应的教学方法、 策略、 原则等。
课题组通过 “问卷星” 的形式， 对城区 ９４

名中小学英语教师和 ４７０４ 名中小学生进行专项调

研， 借助 ＳＷＯＴ 分析法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