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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课标·课例·课堂：英语学科素养落地研究
———以阅读教学为例

黄远振　　黄　睿

　　【摘　要】２０１７版新课标把“思维品质”作为英语学科素养之一。以“学思”作为阅读教学“抓手”，建构
Ｔｅｘ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４Ｔ”模式，研究“文本阅读—主题探究—主线提取—思维表达”课例，有助于
学科核心素养落地。常态化阅读学思教学，须关注教学原则、教学目标、教学模式、阅读方式与教学反思。

　　【关键词】学科素养；课标理念；课例展示；课堂研究

　　“学科核心素养是指学生通过某学科的学习而
逐步形成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围绕

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重建学科教育范式，是当前全

面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头戏”（余文森，

２０１８）。《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细化
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教育方针，凝聚了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英语学科素养如何落地实施，是当

前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简介新课标的特色与变

化，从课标、课例、课堂三个层面讨论思维目标、培育

方法与操作要领。

一、新课标三个特色六大变化及相关概念

本次外语课标修订体现了三个特色：一是建立

了一个全国跨学科的总体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各学

科研制符合本学科特点的学科核心素养；二是现有

课标的维度更加简化，由原来的一核心五大块变为

现在的四大块核心素养；三是在原有英语、日语、俄

语的基础上增加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语种比以

前更加全面。

高中英语课程是一个结构体系，包含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课程方案是顶层设计，关乎课程定位、

课程结构和制度建设等；课程标准包括课程性质与

基本理念、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

程内容、学业质量、实施建议及附录。同 ２００３版课
标相比，２０１７版新课标发生了六大变化：第一，整体
框架变化，增加了“课程结构”板块，将“课程目标”

与“学科核心素养”融为一体；第二，基本理念变化，

提出“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这个基本理念，凸显高中英语课程的学科功用和

育人功能；第三，课程目标变化，课程目标加入“学科

核心素养”概念，强化了课程总目标，更新了课程具

体目标，标志着我国课程改革已走向更高的价值追

求；第四，课程结构变化，必修课程学分的分值比原

来减少了４个学分，课程容量和难度适当压缩，有利
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多元发展；第五，课

程内容变化，提出主题语境、语篇类型、语言知识、文

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６大要素，其中语言技
能中增加了“看”的技能，强调信息时代的读图能力；

第六，实施建议变化，建议单元整体教学目标指向核

心素养，引导教师研读语篇，培养学生深度学习的能

力。这些变化将成为英语教师学习和研读新课标的

关注点（包文敏，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版新课标（２０１８）指出：“学科核心素养是学

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

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英语学

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

和学习能力。”这里，“学科核心素养”与“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跨学科核心素养，

它是“一个以学科思维为核心，由知识建构、问题解决

和自我整合三个层面构成的有机结构”（李松林，

２０１８）；后者是具体学科素养，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素养，
如语文学科素养包含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四大要素，

数学学科素养包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

学运算、直观想象、数据分析六个方面。“学科核心素

养”与“具体学科素养”相辅相成：一方面，学科核心素

养对具体学科素养起着一种统摄和整合的作用，对学

生的学习与发展具有整体效应；另一方面，各种具体

学科素养对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发展起着支持作用，

只有当各种具体学科素养汇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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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终生成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二、课标：作为学科素养的思维品质

２００３版高中课标和２０１１版义务教育课标的课
程具体目标描述基本不变：即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语

言运用能力”为核心，由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

略、文化意识、情感态度五个方面构成的具体目标平

面图（见图１）。２０１７版新课标是基于关键能力和必
备品格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包含语言、文化、思维、

学习四大要素（见图２）。

图１　高中英语课程目标结构

图２　高中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结构（王蔷，２０１７）

图１和图２内容显示，课程具体目标的结构要
素发生了较大变化，体现了我国基础英语教育的传

承与创新。这里，“传承”是指学科素养保留了大部

分课程目标的内涵；而“创新”是指调整结构、增加新

元素，如“关键能力”（含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和

“必备品格”（含思维品格和文化意识）。

图２与图１对比发现，语言能力与语言知识、语
言技能恰好对接。学习能力与学习策略有一定关

联，但学习能力内涵大于学习策略，学习能力包含学

习策略和学习情感（情绪、动机、效能感等）。图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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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人文修

养和行为取向，因此，它实际上涵盖了图１的文化意
识和情感态度。思维品质是２０１７版新课标中的一

个全新概念，包含思维能力和思维人格特质两方面

内涵，前者是认知因素或智力因素，如分析、评价、创

造等技能，后者是非认知因素或非智力因素，如好

奇、开放、自信、正直、坚毅等特质，与情感态度价值

观有一定的关联。

将思维品质作为一个显性目标提出来，强调了

思维的逻辑性、批判性与创造性特点，成为２０１７版
新课标修订一大亮点。把思维品质作为课程目标是

我国英语课程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这一举措

标志着英语教育开始从以学科知识为本走向以育人

为本。增设思维素养和思维目标大大丰富了英语教

育的目标体系，彰显了英语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双重价值。换言之，把思维作为课程目标，表明“语

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英语教育的价值在于促

进人的心智发展，塑造健康的品格，培养思维能力，

这才是英语教育的根本”（包文敏，２０１８）。
“核心素养”不是片段要素的罗列与相加，而是作

为一体化的“整体模型”来看待的（钟启泉，２０１８）。同
理，英语学科四种素养也不是各自独立、互相割裂的

简单结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相

互交织、相互依存、互促互生的关系。发展某一种能

力，必然动用另一种，甚至多种能力，使之共同发挥

作用。实际上，英语四种核心素养不是均等的，如果

不对它们加以区分、区别对待，很容易把最重要的外

语特色———语言能力目标弱化了，因为外语教学跟

其他任何学科不同，就是学生最终要学会用外语来

做事情。比如，发展学习能力即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学习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活动本身，二是自

我管理与调控，三是环境利用和创设（夏雪梅、杨向

东，２０１７）。这里，学习对象是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
指向语言能力目标；学习内容是语音与文化，指向文

化意识目标；学习活动分认知活动和元认知活动，指

向思维品质，其中认知与思维能力密切相关，元认知

与思维人格特质密不可分。

鉴于思维与语言、文化、学习的高度相关性，我们

提出以“学思”作为发展英语学科四种素养的“抓手”。

“学”指的是学习语言、学习文化、学会学习；“思”是指

在英语教学中培育思维能力，发展思维品质，使学习

者更有效地学习语言与文化，掌握学习能力。

三、课例：学思导向的英语阅读教学

文秋芳认为，课标要落地，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

课例，光是理论培训，没有具体的课例展示，是不行

的；我们必须拿出课例来，演示给教师看，让教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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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传统的课按新课标来上课，怎样做到语言教学

和其他三种素养有机结合（徐浩、史新蕾，２０１８）。据
此，我们试图演示一节真实课例，以人教版高中英语

Ｍ７Ｕ４Ｓｈａｒｉｎｇ阅读课Ａｌｅｔｔｅｒｈｏｍｅ为例，讨论阅读学
思教学。

１．教材分析
Ａｌｅｔｔｅｒｈｏｍｅ一文选自选修模块七第四单元，单

元话题是“分享”（Ｓｈａｒｉｎｇ）。课文源自真人真事的
题材，讲述澳大利亚青年志愿者 Ｊｏ远赴大洋洲岛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ＰａｐｕａＮｅｗＧｕｉｎｅａ）支教的经历。
作者给家人写一封书信，信中描写她所在学校所教

学生的情况，以及去乡下家访的见闻，体验家长的热

情好客及其居住、饮食和习俗的故事。文章多达７８７
个词，分９个自然段，配１０幅插图。

从文体类型看，这是一篇书信体应用文；从文本

形式看，课文是连续文本和非连续文本（图画）相结

合的“混合文本”（ｍｉｘｅｄｔｅｘｔ）；从文本内容看，两个
故事贴近生活，真实感人，图文并茂，可读性强；从词

语分布看，课文新词新短语３５个，生词量较大。为
了帮助学生学习这些词语，需要对他们进行分类处

理。整理加工后发现，课标词汇２９个，其中单元重
点词汇和短语８个，不要求掌握的词６个（Ｐａｐｕａ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ｂｕｃｋｅｔ，ｒｉｄｇｅ，ｈｕｔ，ｌｅｆｔｏｖｅｒ，ｅｖｉｌ）；在２９个词语
中，短语５个［ｈｅａｒｆｒｏｍ，（ｂｅ）ｄｙ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ｄａｙ，
ｄｒｙｏｕｔ，ｄｒｙｕｐ］，单音节词７个（ｒｏｏｆ，ｗｅｅｄ，ｂｒｏｏｍ，ｔｉｎ，
ｊａｒ，ｓｎｉｆｆ，ｇｒｉｌｌ），派生词１１个（ｍｕｄｄ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ｅｍｏｔｅ，ｗｅｅ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ａｄｊｕｓ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复合词 ６个（ａｉｒｍａｉｌ，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ｐａｐｅｒｗｏｒｋ）。我们应当根
据词语形态特点及其难易程度，进行有针对性的

教学。

２．教学目标
（１）学生能够持续默读，读懂课文，整体理解语

篇，确定文本话题和主旨。

（２）学生能够独立思考，解读课文，提取语义线
索，建构文本知识和意义。

（３）学生能够概括词语，重构课文，借助言语支
架，进行产出性思维表达。

３．教学建模
根据本课语篇类型与主题特点，建构英语阅读

“４Ｔ”教学模式。所谓“４Ｔ”，即 Ｔｅｘｔ（文本），Ｔｈｅｍｅ
（主题），Ｔｈｒｅａｄｓ（主线），Ｔｈｏｕｇｈｔ（思维）。Ｔｅｘｔ，
Ｔｈｅｍ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Ｔｈｏｕｇｈｔ四个要素构成学思阅读教学

模式。这里，文本指阅读的语篇材料，如连续文本、

非连续文本或混合文本；主题即文章的中心思想与

核心要义，也是阅读思考的意义单位；主线即文章的

结构线索和贯穿文章的语义脉络；思维指在认知加

工主题主线后的言语表达（见图３）。

图３　英语阅读４Ｔ教学模式示意图

从教学流程看，“４Ｔ”即阅读的四个环节，体现教
学过程由表及里、层层推进、逐步深入。从活动内涵

看，文本阅读是学思的背景，即以持续默读为主导，

通过深读促进细思；主题探究是学思的基础，即整体

理解文本后挖掘主旨大意和写作意图的“入题”“扣

题”环节；提取主线是学思的主轴，即从话题主旨出

发，根据文章的语言描述拉出篇章语义线索，主要包

括词义概括和梳理概括关系等步骤；思维表达是学

思的核心，是语言能力从内化转向外化的活动，体现

读者文本重构的学思能力。从认知原理看，阅读理

解需要自下而上地加工词语信息，通达词语的音形

义，获得对文本的整体感知；而确定主题、提取主线

和言语表达是从所知到所见，自上而下地加工文本

信息，运用抽象概括方法建构意义，深层理解文本和

运用言语知识。

４．教学过程
Ｓｔｅｐ１：Ｔｅｘｔｒｅａｄｉｎｇ
在课文导读之后，组织学生开展持续默读课文

活动。细读课文之后，先检查学生对志愿者工作地

点的理解，教师设置以下问题。

Ｔ：ＷｈｅｒｅｄｏｅｓＪｏｗｏｒｋ？
Ｓｓ：Ｓｈｅｗｏｒｋｓｉｎａｐｌａｃｅｆａｒ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ｈｅｒｈｏｍｅ．
Ｔ：Ｗｈｙｄｏｙｏｕｓａｙ“ｆａｒａｗａｙｆｒｏｍ”？
Ｓ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ｏｋｔｗｏｗｅｅｋｓ（ｆｏｒｔｎｉｇｈｔ）ｔｏ

ａｒｒｉｖｅ．
Ｔ：Ｗｈａｔ’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ｎ“．．．ｗｉｌｌｈｅｌｐ

ｙｏｕｐｉ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ｓＩ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
Ｓｓ：Ｉｔｉｓａｖｅｒｂａｎｄｍｅａｎｓ“ｉｍａｇｉｎｅ”．
接着，要求学生根据单元话题 Ｓｈａｒｉｎｇ拓展本课

话题。有的学生说 Ｓｈａｒｉｎｇ，有的说 Ａｌｅｔｔｅｒ。正确的
表述应当是Ａ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ｓｈ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ｈ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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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２：Ｔｈｅｍｅｉｎｑｕｉｒｉｎｇ
探究课文主题和主旨，需要整体理解课文内容、

梳理文本结构，教师设计以下问题：

Ｔ：Ｈｏｗｍａｎｙｓｔｏｒｉ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ｔｅｘｔ？Ｗｈａｔ
ａｒｅｔｈｅｙ？

Ｓｓ：Ｔｗｏ．
Ｔ：Ｗｈａｔ’ｓｔｈｅ１ｓｔｓｔｏｒｙａｂｏｕｔ？
Ｓｓ：ＩｔｉｓａｂｏｕｔＪｏ’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Ｗｈａｔ’ｓｔｈｅ２ｎｄｓｔｏｒｙａｂｏｕｔ？
Ｓｓ：ＩｔｉｓａｂｏｕｔＪｏ’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ｍｏｔｅｖｉｌｌａｇｅ．
在整体理解课文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引导学

生思考并用一个关键词概括课文主旨。经过回答３
个问题和答案的明示，学生能够说出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或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体验或经历），教师须提醒学生使用名词
复数。

然后，引导学生用这个关键词组成一个短语（ｎｏ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ｗｏｒｄｓ），表达课文主旨大意。集思广益，
收集到三种选项：（１）Ｊｏ’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２）Ｊｏ’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ｓａ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３）Ｊｏ’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ｗｏｒｋａｎｄｌｉｆｅ．经过协商，达成共识：
（１）（３）均可接受，（３）中 ｗｏｒｋ指学校的工作（经
历），ｌｉｆｅ指乡村的生活（经历）。

Ｓｔｅｐ３：Ｔｈｒｅａｄｓ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在分析课文主旨大意之后，进一步提取课文主

线。本环节组织两个活动：

一是用４个关键词概括２－３段故事一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内容（ｋｅｙ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ｄｏｕｂｔ），用 ４个关键词概括 ４－７段故事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内容（ｋｅｙｓ：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ｃｏｏｋｉｎｇ，ｃｕｓｔｏｍｓ）。

二是从文中找出支撑各个关键词言语信息，作

为验证关键词的“证据”，使关键词与相关细节信息

形成一个清晰的语义脉络，即引导学生做划线批注

或填写表格活动，从文本中找出与各个关键词相关

的言语信息，具体内容参见表１。
Ｓｔｅｐ４：Ｔｈｏｕｇｈ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以上是 Ｊｏ给家人描述的故事线索及其细节。

从书信言语中，我们能够体会作者写作意图与情感

态度吗？这个问题不可忽视。为了挖掘作者的人

文情怀和文章的价值意义，我们需要组织一个问题

解决评价活动，让学生“发现”作者对志愿者工作

的热爱、对村民生活习惯的尊重，说出其具体的言

语表现。

表１ 　故事的关键词及其细节信息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ａｂｕｓｈｓｃｈｏｏｌ，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ｍａｄｅｏｆ
ｂａｍｂｏｏ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ｏｆｓｏｆｇｒａｓｓ，ｎ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ｏｒｗａｔｅｒ，ｎｏ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ｍｕｄｄｙｔｒａｃ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ｏｔｓｏｆ“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ｆｏｒ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ｙｓ，ｎｏｔｅｘｔ
ｂｏｏｋｓ，ｎ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ｄｏ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ｍａｎ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ｌｋｓａｌｏｎｇｗａｙｔｏｇｅｔｔｏ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ｏ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ｍ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ｈｏｗｅ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ｏｕｂｔ
ｗｏｎｄｅｒｈｏｗ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ｓｔｏｔｈｅ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ｕｂｔ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ｍ 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ｓｅ
ｂｏｙｓ’ｌｉｖｅｓａｔａｌ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ｍｂｅ’ｓｍｏｔｈｅｒｃｒｙｉｎｇ“ｉｅｅｅｉｅｅｅ”，Ｔｏｍｂｅ’ｓｆａｔｈｅｒ
ｌｅｄｕｓｔｏｈｉｓ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ｓｏｆｔｌｙｔ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
ｅｒｉｎｔｈｅｉ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ｓｅｅｍｅｄｔｏｂｅ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ｏｆ
Ｔｏｍｂｅ’ｓ，ａｎｅｗｌｙｍａｄ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ＪｅｎｎｙａｎｄＪｏｔｏ
ｓｌｅｅｐｏｎ，ｌｅｆｔ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ｍａｎｙｇｏｏｄｂｙｅｓａｎｄ
ｆｉｒｍｈａｎｄｓｈａｋｅ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ｍａｎ’ｓｈｏｕｓｅ：ａｌｏｗｂａｍｂｏｏｈｕｔｗｉｔｈｇｒａｓｓ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ｏｕｔ
ｏｆｔｈｅｒｏｏｆ；ｈｕｔ：ｒｏｕｎｄ，ｎｏｔ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ｎｏ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ｍａｌｌｄｏｏｒｗａｙ，ｄａｒｋ，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ａｆｉｒｅｐｌａｃｅ，ｏｎｅｂｒｏｏｍ，
ａｆｅｗｔｉｎｐｌ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ｕｐｓａｎｄａｃｏｕｐｌｅｏｆｊａｒｓｉｎｉｔ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ｆｉｒｅ，ｌａｙｓｔｏ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ｅ，ｐｌａｃｅｓｔｏｎｅｓｉｎａｎ
ｅｍｐｔｙｏｉｌｄｒｕｍｗｉｔｈ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ｃｏｒｎ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ｓ，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ｗｉｔｈｂａｎａｎａｌｅａｖｅｓａｎｄｌｅｆｔｔｈｅｍｔｏｓｔｅａｍ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ｍａｎ’ｓｈｏｕｓｅ，ｗｏｍａ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ｕｓｅ（Ｋｉａｋ
ｗｏｕｌｄｓｌｅｅｐｉｎｈｅｒｏｗｎｈｕｔ）；ｔｈｅｆｏｏｄｉｓｄｒｉｅｄｕｐｉｎｔｈｅ
ｃ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ｎｉｓｔｈｅｎｔｈｒｏｗｎ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ｈｕｔｓｏａｓ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ｖｉｌｓｐｉｒ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

　　Ｔ：ＷｈａｔａｒｅｔｈｅＪｏ’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ｈｅｒｗｏｒｋ
ａｎｄｌｉｆｅ？

Ｓｓ：Ｊｏ’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ｈｅｒｗｏｒｋａｎｄｌｉｆｅａ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

Ｔ：Ｃａｎｙｏｕ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ａｂｏｕｔｈｅ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ｃｔｉｖｅ：Ｉ’ｍｓｔｉｌｌ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ａｄａｐｔ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Ｉ’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ｉｎｍ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ｓ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ｑｕｉｔ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ｋｎｏｗｌｏｃ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ａｓＩ
ｄｏｎ’ｔｓｐｅａｋｍｕｃｈ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ａｌｅｃｔｙｅｔ．
Ｂｕｔ．．．Ｉｄｉｄｖｉｓｉｔａｖｉｌｌａｇ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ｈｏｍｅｏｆｏｎｅｏｆ
ｔｈｅｂｏｙｓ，Ｔｏｍｂ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ｖｅ：Ｆｉｒｓｔｕｐ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ｏａｒｉｄｇｅｆｒｏｍ
ｗｈｅｒｅｗｅｈａｄ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ｏｗｎａｓｔｅｅｐｐａｔｈ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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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ｖａｌｌｅｙｂｅｌｏｗ；Ｉｓｎｉｆｆｅｄｔｈｅｆｏｏｄ；Ｉｔｓｍｅｌｌｅｄ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Ｉｌｏｖｅｄ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ｓｏｆｔｌｙ

ｔ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ｉ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Ｉ
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Ｉｔｗａｓｓｕｃｈａ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ｔｏｈａｖｅｓｐｅｎｔａｄａｙｗｉｔｈＴｏｍｂｅ’ｓｆａｍｉｌｙ．

四、课堂：学科素养落地场所与常态

课堂是师生成长和发展的地方，也是英语学科素

养落地的场所。让课标理念和学思课例走进课堂，仅

仅靠学习１－２个课例，很难使学科素养落地成为一种
常态。常态化阅读学思培育课堂，需要关注教学原

则、教学目标、教学模式、阅读方式和教学反思。

１．遵循科学的教学原则
贯彻学思理念的阅读教学，须遵循语篇性、语义

性、语用性的教学原则。语篇性原则指教师具备语

篇知识和语篇意识，既懂得语篇是如何构成的、如何

表达意义以及如何使用的知识，又能够关注语篇的

文体类型及文本形态，并从文体和文本出发理解篇

章、进行语篇教学。如勘定文本解读边界，确定教学

重难点，梳理文本语篇结构，分析正式和非正式语篇

的语言特征，阐明主题句和过渡句的逻辑关系，指出

语篇衔接和连贯手段，挖掘文本的文化价值和人文

意义，正确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语义性原则是指建构语篇的两种意义：一是文

本的主旨大意，二是词语的语境意义。主旨大意是

依据语篇的主题语境、课文的标题提示和文本的内

容意义来确定的，通常用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体现

主旨大意。把握词语的语境意义，需要指导学生精

读课文，组织多重对话，透过文本语境，读出词语的

多义性、歧义性以及词义背后的潜台词。理解词义

的过程也是意义建构的过程，需要开展言语的思维

活动和思维的言语活动，训练深层阅读能力。

语用性原则是指教授语用知识和培养语用能力

的准则。语用知识指在特定语境中准确理解他人的

话语和得体自我表达的知识。理解他人话语须借助

语篇知识，得体自我表达应根据交际目的、交际场合

以及参与者的身份角色，运用恰当口语或书面语等

言语形式。阅读的语用能力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

批判性阅读能力，二是产出性表达能力。前者是善

于独立思考、质疑解疑、推理判断，找到支撑自己观

点的证据，后者是言语表达和思维表征的能力。

２．设计合理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设计应力求做到“３Ｄｏｎ’ｔ”与“３

Ｄｏｓ”。３Ｄｏｎ’ｔ即“三忌”：一是切忌用三维目标（如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的套路描述目标；二

是切忌用四种素养（如语言目标、文化目标、思维目

标、学习目标）的形式描写目标；三是切忌教学目标

与教学过程各自为政、相互割裂，或把目标设计视为

一种外显的、与教学过程无关的格式，或把教学过程

视为独立的、不受目标控制的形式。

３Ｄｏｓ即“三要”：教学目标要反映教学过程、要体
现教学活动、要涉及课堂评价，反之亦然。以本课教

学目标为例，“独立阅读—探究主旨—提取主线—思

维表达”四个环节构成了整个教学过程；“持续默读—

理解文本—概括词语—捕捉细节—言语表达”五个活

动全部在教学过程中得到落实；“能够做……”（ｃａｎ
ｄｏ）描述语是指教师应根据学生“理解课文—说出主
旨大意—提取课文主线—辨识具体信息—缩写课

文”等表现进行评价与反馈。实际上，教学目标的设

计和应用体现了关联思维与整体思维。

３．选择可行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一种简化的、理论化的教学范式，是

为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而设计的师生课堂活动程

序。２０１１年以来，我们团队研究阅读与思维过程中
构建了一个“模式库”，里边包含８种中学英语阅读
学思教学模式。例如：

（１）文学阅读活动 ＲＥＡＤ模式（黄远振，等，
２０１３）。

（２）文学阅读活动课ＲＡＩＳＥ模式（吴思廉，２０１３）。
（３）阅读课文ＲＩＳＥ模式（周大明，２０１６）。
（４）综合技能教学ＵＳＥ模式（周大明，２０１３）。
（５）初高中读写教学“读·思·言”模式（黄远

振、兰春寿，２０１５）。
（６）英语阅读词义概括模式，结构化、意义化、表

达化（黄远振，２０１７）。
（７）精读课文 ４Ｔ模式，即 Ｔｅｘｔ（文本），Ｔｈｅｍｅ

（主题／主旨），Ｔｈｒｅａｄ（主线），Ｔｈｏｕｇｈｔ（思维）。
（８）高考英语复习“三化”模式，即语篇活化（Ａｃｔｉ

ｖａｔｅ）、语义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语用外化（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
教师可以根据语篇类型、文本特征、教学目标从

“模式库”中选择一种，在实践中尝试应用，在此基础

上灵活应用，实现模仿创新。

４．讲求实用的阅读方式
阅读教学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是“读”，学思

型阅读教学倡导持续默读。持续默读又称“细读”，

细读关注课文的篇章大意、词语意义、语言修辞、文

化价值、写作意图等。持续默读既是一种阅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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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教学方法。作为教学方法，教师必须为学

生提供持续阅读的时间、营造安静阅读的氛围、指导

静默阅读的方法，确保阅读认知的投入。以 Ａｌｅｔｔｅｒ
ｈｏｍｅ为例，课文７８７个词，要读多少分钟？是课前读
还是课内读？如何评价阅读表现？

针对问题一，以每分钟８０个词读速计算，需要
持续默读９－１０分钟。

针对问题二，课内读比较占用时间，恐怕教师们

缺乏静默等候的耐性。建议先进行导读，明确阅读任

务，要求课前细读课文，给课堂教学留出更多的时空。

针对问题三，观察评价学生阅读情况，须采用

“物化”手段。如看学生是否在课本上划线、批注或

做记号，或填写表格内容；或看学生阅读课堂互动表

现，如回答问题、梳理结构、概括词语、查找证据、言

语表达等结果。

５．进行及时的教学反思
从层次性看，语言能力是四种素养中最重要的，

因为语言是思维、文化和学习的载体，没有语言素材

和语言学习，其他能力无以依附。从形态上看，能说

会道的语言能力是显性的，看得见摸得着，而其他三

种要素（素养）是隐性的，与语言密不可分。因此，我

们应当把学思融合于语言教学中，把学思渗透于思

维培育中，让学思凸显于学习能力中，使学思体现在

文化教学中，这是学科素养落地的关键所在。

阅读能力是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例

持续默读、获取信息、确定话题、整体理解、梳理篇章

结构等言语活动，指向培养语言能力，体现了语篇性

教学原则；解读课文、词义概括、提取语义线索等意

义建构活动，是言语的思维活动，指向培养思维能

力，体现了语义性教学原则；理解作者描述的风土人

情和写作意图，在提取主线和细节信息后组织缩写

课文活动，进行个性化言语表达，指向培养文化意识

和学习能力，体现了语用性教学原则。

五、结语

阅读之“学”，即精读课文。精读必须持续默读、

深层阅读，不能局限于蜻蜓点水式的Ｓｋｉｍｍｉｎｇ／Ｓｃａｎ
ｎｉｎｇ。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语言难度低的文本，略
读和正常阅读的效果没有区别；语言难度大的文本，

正常阅读的准确率比略读高得多。阅读之“思”，是

指在整体感知和理解课文大意之后，深层理解文本、

解读文本、建构意义，进行言语的思维和思维的言语

活动，最后把所知、所见、所思言说出来，即把思维结

果用言语表达出来。

英语教学的应然取向，是把学思融合于语言教

学中，把学思渗透于思维培育中，让学思凸显于学习

能力中，使学思体现在文化意识中。“４Ｔ”模式课例
表明，学思型阅读教学是可操作可模仿的，在课堂实

践中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对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英语教师应当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主动参与课程改革，在课堂践行课标理念，扎

实地培养学生语言、思维、学习、文化各种能力以及

知识建构、问题解决和自我整合的能力，真正使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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