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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英语学科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
框架解析与案例实践

赵连杰

　 　 【摘　 要】语篇研读对英语教师开展教学设计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如何深入研读语篇,引导学生设

计与开展主题意义探究活动是当前英语教学关注的焦点。 目前,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展语篇研读时参考的主要

是“W - W - H”框架。 在阐释该框架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解析和论证了补充“知识的结构”和“过程的结构”
作为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框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并结合实践案例进行阐释和说明,以期推动广大一线

英语教师开展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新实践。
　 　 【关键词】英语教学;语篇研读;语篇理解;知识的结构;过程的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目标是培育与

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

力等核心素养,建构指向立德树人的英语教育新生

态。 作为英语教学的基础性学习资源,语篇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深入研读语篇对“把握主题意义、挖掘

文化价值、分析文本特征和语言特点及其与主题意

义的关联,对教师做好教学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1]。
为了帮助教师应对语篇研读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助
力其深入了解语篇研读与主题意义探究的关系,近
年来修订完成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

版)》(以下简称“《高中课标 2017》”)和《义务教育

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以下简称“《义教课标

2022》”)均在教学建议中倡议教师重点从 what、why
和 how 这三个方面(以下简称“W - W - H”框架)开
展语篇研读。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英语教师开展语篇研

读时均把“W - W - H”框架当作主要甚至唯一的参

考框架。 该框架固然有其诸多优点,但也存在一些力

有不逮之处。 教师应对语篇研读的理念、技术与方法

等采取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而不是对“W - W - H”
框架产生唯一路径依赖。 鉴于此,本文受到国际上

“概念为本的课程与教学”理念的启发,以林恩·埃

里克森的内容驱动学科的“知识的结构”和洛伊斯·
兰宁的过程驱动学科“过程的结构”为分析框架,解
析与示范如何在英语学科开展追求理解的语篇研

读,以期推动广大一线英语教师开展追求理解的语

篇研读新实践。
二、“W - W - H”框架应用中的优点与不足

语篇研读是“读者对语篇的意义与形式进行深

层加工和意义建构的过程,具体包括对语篇的主旨、
主要内容、作者意图、写作手法、语言修辞等进行深

入分析与解读的过程” [2]。 教学中的语篇研读是指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之前,对语篇的主题、内容、文
体结构、语言特点、作者观点等进行的分析与解读。
当下,中小学一线教师最为熟悉的莫过于课程标准

中提到的“W - W - H”框架。
(一)“W - W - H”框架的介绍

根据《高中课标 2017》,在研读语篇时,教师要

回答三个基本问题:“第一,语篇的主题和内容是什

么? 即 What 的问题;第二,语篇的深层涵义是什么?
也就是作者或说话人的意图、情感态度或价值取向

是什么? 即 Why 的问题;第三,语篇具有什么样的文

体特征、内容结构和语言特点? 也就是作者为了恰

当表达主题意义选择了什么样的文体形式、语篇结

构和修辞手段? 即 How 的问题。” [3] 《义教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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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在论及开展语篇研读活动时也承袭了这一框

架,但在内容阐述上更加具体和细致[4]。
下面以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教科书(2019 年版)

选择性必修第一册 Unit 1 Relationships Lesson 3 So
Close,Yet So Far 为例,展示基于“W - W - H”框架开

展的语篇研读(图 1)。
综合来看,“W - W - H”框架有其内在的逻辑

性。 详言之,What 的问题首要回答的是语篇“说了

什么”或“写了什么”,这是语篇所建构意义的表层

结构;Why 的问题关注作者或说话人“为什么写”或
“为什么说”,聚焦语篇的目的是什么,旨在揭示语篇

所建构意义的深层结构;How 的问题则从语言运用

的角度聚焦作者或说话人“怎样写”或“怎样说”,以
及“这样写”或“这样说”是如何达成写作或交际意

图的。
(二)“W - W - H”框架应用中的优势

长期以来,很多一线中小学英语教师未曾重视

语篇研读,也不了解开展语篇研读的具体策略与方

法,导致英语教学样态“呈碎片化、表层化、模式化和

标签化特征” [5]。 “W - W - H”框架提出后,具有易

于理解、可操作性强、示范性好等优点,为教师深入

开展语篇研读提供了好学易用的操作工具。
首先,结构简易、重点突出。 众所周知,语篇作

为英语教学极其重要的媒介与依托,其类型、内容、
结构、语言等要素非常丰富。 因此,从哪些角度研读

语篇且研读到什么程度对教师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W - W - H”框架是层层递进的三级简易结构,该框

架重点聚焦英语教学语篇的主题和内容的表层结构

和深层结构,重视对语言所承载的主题意义及文化

内涵的挖掘与梳理,能够为英语课程育人价值的实

现提供内容载体。
其次,内容全面、两方兼顾。 由于语言教育的特

殊性,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以及

英语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 受之影响,语篇

研读的理念自然也容易出现走极端的情况,出现以

语言形式为主或以语言意义为重心的研读取向。
“W - W - H”框架能够兼顾两方,引导教师从语篇的

主题角度、内容角度、语言角度等进行深入研读,避
免“一边倒”的情况,从而为后续确定教学目标、明确

教学内容、确立教学重点等奠定基础。
再次,操作性强、便于迁移。 对于处在教育教学

一线的中小学英语教师而言,语篇研读框架的可操

作性和可迁移性是决定其是否被大众认可的两大重

要指标。 从大的方面来说,“W - W - H”框架是一个

迁移性极强的万能思维框架,其操作性强、便于迁移

的优点不言而喻。 教师在进行语篇研读时,只需要

按照框架层次逐一描述与分析即可。 教师甚至可以

根据已有的基于“W - W - H”框架研读语篇的具体

课例进行模仿性学习与应用。
总之,随着《高中课标 2017》和《义教课标 2022》

的颁布与实施,基于“W - W - H”框架的语篇研读引

起了一线英语教师的广泛关注。 从教学一线反馈的

实践成效来看,该框架对教师从英语教学的角度深

入研读语篇,深化对教学内容的分析,理解意义探究

与语言学习的关系等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架”作用,
显著提升了教师的语篇研读能力。

(三)“W - W - H”框架应用中的不足

按照“W - W - H”框架研读语篇,的确可以帮助

教师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语篇的主题,探究语篇的

主题意义,以及梳理语言的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

运用特征等。 与此同时,因工作原因,笔者在多次评

审教学设计时发现,基于“W - W - H”框架的语篇研

读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关于 What 问题的回答较为笼统。 主要表

图 1　 基于“W -W -H”框架的语篇研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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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只看森林,不看树木”,难以描述清楚语篇内容

的细节信息和主题意义建构之间的依存关系。
其二,关于 Why 问题的探究方法模糊。 Why 问

题及其回答是语篇研读中对语篇内容深层结构的探

析,是主题意义探究结果最集中的体现,但“W -
W - H”框架一般只呈现探究结果,未能给出探究

Why 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其三,关于 How 问题的分析浮于表面。 关于语

言形式的分析往往采用静态罗列语言点进行“碎片

化”铺设,没有围绕“语言形式是如何表达与建构主

题意义”这一语言运用的核心问题展开。
综上,尽管运用“W - W - H”框架研读语篇具有

很多优势,但的确还存在一些力不能及之处。 其中,
最应引起关注的是,该框架囿于分析语篇中事实性

知识的牢笼,难以指向对语篇所承载核心内容的深

度理解。
三、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框架解析

近年来,随着培育与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

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根本目标,国际课程与教学领域

中“概念为本” [6] 与“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7] 等先

进理念开始进入我国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视野。
在此背景下,概念性理解、大概念(大观念)、深度学

习等概念也引起英语教育领域的极大关注,追求理

解的语篇研读也成为亟须探究的重要议题。
(一)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谈及的理解特指指向

深度学习发生的“概念性理解”,即对美国学者安德

森等人提出的概念性知识的深层次理解[8]。 根据课

程聚焦事实和技能的二维模式,以及聚焦事实、技能

以及理解(概念、原理和概括)的三维模式的对比,
“理解”作为新的维度,是概念性层面的深层知识和

高阶思考,是一种可以跨越时间、文化、情境的高通

路迁移,用以破解课程与教学中长期出现的“一英寸

的深度,一英里的宽度”的现象[9]。 在概念为本的课

程话语系统中,内容驱动学科的“知识的结构”框架

与过程驱动学科的“过程的结构”框架的提出为追求

理解的学习路径奠定了基础。
“理解”是保障深度学习发生的根本条件。 就语

篇研读而言,依照“W - W - H”框架的解读多呈现出

语篇内容及语言的事实性知识,而这样的知识是相

互分离的、孤立的、信息片段式的知识,难以达到概

念性理解的水平,而概念性知识是更为复杂的、结构

化的知识形式[10]。 因此,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旨在

以概念性知识为抓手,实现对语篇内容与语言等方

面的深层次理解。
(二)“知识的结构”框架

1995 年,林恩·埃里克森首次提出“知识的结

构”框架[11] (图 2 )。 该框架清晰地揭示了事实

(Facts)、主题(Topic)、概念(Concepts)、概括与原理

(Principle \ Generalization \ Theory)之间的逻辑关系。
进而言之,众多的事实支撑起主题,概念则从主题内

容提炼得来,概念之间关系的关联与整合进一步抽

象成可迁移的概括、通则和理论,即表达跨越时间、
地点和情境的概念性关系的抽象表述。

图 2　 “知识的结构”框架

在英语教学中,语篇研读主要包括内容和语言

两个方面。 受此框架启发,单从语篇内容研读而论,
“W - W - H”框架中 What 问题和 Why 问题可以从

“概念性理解”的角度按照“知识的结构”进行分析。
What 问题即是框架中的事实和主题,而 Why 问题则

是关于事实和主题逐层抽象而来的概念以及概念间

关系的概括与原理。
(三)“过程的结构”框架

2013 年,罗伊斯·兰宁指出,诸如英语语言艺

术、视觉和表演艺术、世界语等语言与艺术领域具有

明显的过程驱动特点。 她在“知识的结构”的基础

上,补充了与其互补共生的“过程的结构”框架[12]

(见下页图 3)。 该框架认为,过程驱动的学科由过

程、策略、技能、概念、概括及原理所架构,这些要素

之间的内在关系类似“知识的结构”。 需要强调的

是,只有“当处在过程结构中概念层次的时候,我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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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转向到‘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 [13],而
基于概念的原理、概括、理论等则生成关于过程、技
能和策略是如何服务学习内容的重要的、可迁移的

理解。

图 3　 “过程的结构”框架

受“过程的结构”框架的启发,“W - W - H”框

架中的 How 问题完全可以从“概念性理解”的角度

按照“过程的结构”进行分析。 详言之,How 问题对

应“过程的结构”框架中的过程、策略和技能,但框架

中的概念层以及概括、理论等则超越了对 How 问题

的静态描述,而是关于过程如何运行的概念性理解,
聚焦这些过程要素是如何运行进而成为探究和学习

语篇内容工具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知识的结构”和“过程的

结构”不是彼此排斥的关系。 相反,“知识和过程是

双人舞,没有一个,另一个也难以表演” [14]。 二者犹

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互为补充、相互依存的共

生结构。 正是受到概念为本、追求理解的“知识的结

构”和“过程的结构”辩证关系的启发,我们才深刻

地认识到英语学科大观念是指向学科本体的语言大

观念和具有跨学科特点的主题大观念的有机融合

体[15]。 遵循这一逻辑,大观念的视域下,追求理解的

语篇研读应依据“知识的结构”和“过程的结构”去

建构和发现主题大观念和语言大观念。
四、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案例分析

下面以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教科书(2019 年版)
必修第二册 Unit 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sson 3 In-
ternet and Friendships 为例,展示依据“知识的结构”
建构主题大观念和“过程的结构”提炼语言大观念的

具体过程,用实践案例示范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
(一)基于“知识的结构”提炼主题大观念

由图 4 可见,语篇的主体内容是由六项事实构

成,共同支撑的主题是“关于网络对建立和发展友情

的正反观点”。 通过对主题和事实的细致研读发现,
网络对建立和发展友情的正反观点可概括为“消极

影响”和“积极影响”两个概念。 图 4 中的“原理 / 概
括”就是本课学习结束后学生要获得的关于主题内

容的概念性理解,即网络对交友而言是一把“双刃

剑”,要注意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图 4　 基于“知识的结构”提炼主题大观念

不难看出,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所提炼的主题

大观念致力于建构促进学生成长与发展的主题意

义,能够将价值观教育融入英语学习的具体过程,是
实现英语教育立德树人的内容载体。

(二)基于“过程的结构”提炼语言大观念

由下页图 5 可知,该语篇的过程是“说理类语篇

观点建构的过程”,其统摄的语言知识、技能和策略

等涉及一般现在时的使用、“主题句 + 支撑论据”信
息展开方式、多样的论证方式等。 为了进一步理解

过程、策略和技能是如何建构内容和意义的,我们可

以通过对过程的分析提炼概念,如时态表意、文体特

征、篇章结构、论证方式等,进而归纳出一条陈述性

的原理或概括,也就是揭示该语篇意义建构过程深

层结构的语言大观念,即整合性地运用时态、词汇、
修辞、例证、文体等是说理类语篇成功建构观点的语

用方式。
可见,语言大观念旨在提升学生对语言及其语

言运作规律的认识,是支撑主题大观念建构的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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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过程的结构”提炼语言大观念

具和过程载体[16]。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大观

念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至少可以从概念性知识、元认

知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三个维度进行透视[17],是基

于理解的语篇研读无法回避的重要目标之一。 以上

呈现了如何以“知识的结构”和“过程的结构”开展

追求理解的语篇研读案例。 可以看到,“知识的结

构”追求理解的物化形态是主题大观念,而“过程的

结构”追求理解的物化形态是语言大观念。 在追求

理解的语篇研读中,既要建构主题大观念,帮助学生

围绕主题、依托所学内容形成深层次认知和多角度

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进而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为立德树人、知行合一奠定基础,又要建构和生成语

言大观念,即形成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基本认识与

对相关策略和方法的原理提炼,进而为在特定的语

言实践情境中运用英语进行理解和表达以及解决问

题做准备。
五、结束语

指向核心素养发展的英语教学对教师的语篇研

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中课标 2017》和《义
教课标 2022》推荐的“W - W - H”框架及其案例介

绍在引领教师开展语篇研读、提升其语篇研读能力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英语教学设计与实施奠

定了良好基础。 本文主张在依照“W - W - H”框架

开展语篇研读的基础上,补充以追求概念性理解为

目标的“知识的结构”与“过程的结构”框架。 如此

一来,语篇研读的层次和深度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特别是,遵照这两个框架完成主题大观念与语言大

观念的建构与生成,能够打通语篇内容转化为核心

素养的内在逻辑链,为英语教育立德树人机制的运

行提供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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