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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阅读能力
”

到
“

阅读素养
”

的嬗变
基于 核心 素养 的英语 阅 读 教 学 重 构

邓黎莉

【 摘要
】
阅 读教 学 是英语 教 学 的 重 要 组 成部 分

，
同 时 也是发 展学 生 英语 能 力 的 重 要 方式 。 随 着核 心 素

养 的 提 出 及 英语 学 科 素养 的 讨论
，
如 何 确定 英语 阅 读教 学 目 标

，
如何 重 构 英语 阅 读 范 式

，
如 何 改进 英 语

阅 读 教 学 方 式
，
从 而 使 英语 阅读 教 学更 好地 满 足学 生发 展 的 需 求

，
便 成 了 英 语教 师 面 临 的新 挑战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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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关于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讨论已成为广泛 的 内 涵

，
它秉承

“

以 学生 的发展 为本
”

的教

英语教育界的热点 。 在即将颁布的
“

普通高中英语育理念
，
强调学 生的 自 我发展和 学生 内 在价值

课程标准
”

中
，

英语学科的核心 素养被正式确定为的独特存在 ， 具 体表现为 除 了对文字的理解 与

语言能力 、文化品格 、
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 只有将把握 ，

还需要进
一

步运用语言 、反思评价 文本主

上位的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结合在
一

起
，
并真题等

，

即通过与文本的互动
，
满足 自 己 的 需求 并

正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中
，
核心素养才能落到实达成学 习 目 标 。 因此 ，

英语 阅读 素养应包含英语

处
，
才能走进学生的素养结构 ，成为学生的素养 。

［
１

１阅读能 力
，
阅读 能力 是 阅 读素养 的组成 部分和

而 目 标确立之后 ，
选择相应的教学方式即 为关键 。形成基础 ， 同时阅 读素养 的 内 涵又 比英语阅读

能 力 更为广
、泛

，
特 别是在学４ 自 我 发：展 和 自 我

—

、央语 阅 读教学 目 标 的再思 考ＨｆｉＷ １ＴＯＩ
价值提 升方面有着更高 的 要求 。

如何在 阅读教学 中 培养学生 的英语核心 素＿

养 ？ 笔者认为 ： 新形势下 ， 教师 应 以学生
“

阅读
－

素养
”

的培养替代 以往
“

阅读能力
”

的培 养 。
“

认读 、
理解 、 内化 、

批判
”

是凭借文本 阅读发

１ ．英语 阅 读 素 养 的含义 。展学生阅读素养的基本途径
，
我们结合这 四个方

王蔷教 授认为
：
英语阅 读素养既包含 阅读面

，
经过实践与探索

，
初步形成 了 阅读教学的 教

素质又包含 阅读品 格 ， 它需要长 期培养和 实践学范式 。

才能形成 。 这里的
“

阅读素质
”

指的 是英语学科１ ． 认 读 环节 。

核心素养在 阅读教学中 的落实
，
阅读 品格 指的教师 运用 多种方式呈现图片 、文本 ，

引导学

是阅读意愿与 习惯 。
［
２

］生预测文本 内 容
，
整体输 入文本

，
引 导学生对文

２ ． 英语 阅 读素 养 与 阅 读 能 力 的 关 系 。字 、 语音符号等进行初步辨别 ， 初步理解文本的

在小学 英语 阅 读教学 中 ， 阅 读能力通 常是意义 。

指认读 、理解等
一

般 阅读 能力 ， 具体 指 向
“

文字２ ． 理解 环 节 。

的理解与把握
”

。 阅 读素养 比阅读能力 有着更为在初读 的基础 上
，
教师 引 导学生从文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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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并 根据原有 的知识经验 ，
经过联 想 、物上 ， 使事物染 上特定 的情感色彩 ， 并促使他人

判 断 、分析 、
概括 、 推理等思维活动 ， 推 断文本产 生 同样 的或与之相联系的情感 ，

即情感共鸣 。

隐含 的意义 ，领会 文本 的含义 。在 学习 译林新版 《英语 》 五上 Ｕｎ ｉｔ５ １１

３ ．
吸 收环 节 。ｉ／

ｉ
ｅ
ｙ
ｄｏ ？（

Ｓｔｏｒ
ｙ

ｔ ｉｍｅ
）
后

，

教师对学生进行情感价

引 导学生 关注语言 、欣赏语言 ， 吸 收文本 中值观的 引 领 。

对 自 己 有用 的信息
，
如 新词

、
新句 、 新观点 、新就文本 内 容进行职 业平 等 观念 的 渗透 。

的表现手法等 。 这既能 丰 富学生 的知识和 阅 读Ｔ
：Ｗｈａ ｔｄｏＳｕＨａｉ

’

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ｄｏ ？Ｗｈａｔｄｏ

经验
，

又利于学生阅 读迁移能力 的 养 成 。Ｍ ｉｋｅ
’

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ｄｏ ？

４ ■批 判环 节 。Ｔ
：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Ｍ ｉｋｅ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ＳｕＨａｉ

’

ｓ

教师进
一

步引 导学生思考作者意 图 ， 分析语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ｊ
ｏｂｓ ？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ＳｕＨａｉ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

篇结构
，
评价文本 ， 如 对文 本的 内 容 、表现形式 、Ｍ ｉｋｅ

’

ｓｐａｒｅｎ
ｔｓ

’

 ｊ
ｏｂｓ ？Ｈｏｗｄｏｙｏｕｋｎ ｏｗｉ ｔ ？

语言特点等进行理性评价 ，并进
一

步质疑等 。Ｓｓ ：Ｔｈｅ ｉｒ ｊ
ｏｂｓａｒｅｇｏｏｄ ．Ｔｈｅｙｓａｙ ｔｈａｔ

＇

ｓ

ｎ， 柄 士？ … 丄 ＊上ｌｎｉｃｅ
， ｔｈａｔ

＇

ｓｅｒｅａ ｔ
．

三 、 英语 阅 读教学方 式的新 建构山 汰戌 ”１体验不 同 职业 的 作 用 并产 生价值认 同 。

英语 阅 读教学 的
一般 目 标大都被教师们熟Ｔ

：Ｌｅｔ

’

ｓｈａｖｅａｇｕｅｓｓ ｉｎｇｇａｍｅ
． （ 出 示 诞

知 ，
如语言知 识的学 习 、学 习 策 略 的教 授 、跨文语

， 猜 测 职 业 ）
Ｔｈｅｙｗｏｒｋｏｎｔｈｅｓ ｔｒｅｅ ｔ

．
Ｔｈｅ

ｙ

化意识的培养等等 ，
对此本文不再赘述 。 本文论ｋｅｅｐｏｕ ｒ ｃｉ ｔｙｃｌｅａｎ ．（Ｔｈｅｙａｒｅｃｌ ｅａｎｅｒｓ ．

）
Ｔｈｅｙ

述 的是核心素 养视 角 下 ，
为 了培养学生 的 阅读ｗｏｒｋｏｎｔｈｅｆａｒｍ ．Ｔｈｅｙｍａｋ ｅｆｏｏｄｆｏｒｕｓ ．（Ｔｈｅｙ

素养
，
英语 阅读教学应做出 的 新变化 。ａｒｅｆａｒｍｅｒｓ ． ）

Ｔｈｅｙｗｏｒｋ ｉｎｔｈｅｌａｂ
（
实验 室 ） ．

Ｔｈｅｙ

１
？ 指 向 个性体验 。ｆｉｎｄｎｅｗｔ ｈｉｎ

ｇ
ｓ ．（

Ｔｈｅｙａｒｅｓｃ ｉｅｎ ｔ
ｉ ｓｔｓ

．

）

体验学 Ｗ是素养生成 的基本方式 ， 离 开了体Ｔ
：Ｗｈｏｉｓａｗｏｒｋｅ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ｆａｒｍｅｒ／ ． ． ．ｉ ｎ

验学习 ，就谈不上素养 的真正形成 。 传统 的 阅读ｙｏｕｒ
ｆａｍ ｉｌｙ ？

教学 ， 教师讲得多 ， 学生接受 多 ，
这使得原本丰富Ｓ

：
．

． ．

多彩 的语言 ，成 了 只供认读的符号 。 体验是个体Ｔ
： （ 引 导 学 生 讨 论 ）Ｗｈｉｃｈｊ ｏ

ｂｄｏ
ｙｏ

ｕｌｉｋｅ

在对事物有真切 感受和深刻理解 的基础上 ，
对事ｂｅ ｓｔ ？Ｗｈ

ｙ ？

物产生情感并生成意义的活动 。 借助体验阅读
，Ｓ

：

． ．
．

可 以帮助学生理解文本
、
形 成情感共鸣 。Ｔ

：
Ｅｖｅｒｙｊ

ｏｂ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 ｔ
！Ｓｏｗｅｓｈｏｕｌｄ

借助体验理解 文 本 。 以 译林新版 《英语 》六ｒｅｓ ｐｅｃ ｔｅｖｅｒｙ ｊ
ｏｂ

！

下 Ｕｎ
ｉ
ｔ６Ａ ｎｉ ／ＵｅｒｅＷ ｉｎｇｃｏｉ＾Ｕ／ｙ

—

课 为例 ， 语篇上例中 ， 学生根据 自 己个性化的感受表达

描述 了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和 ｋｏａｌａ 及 澳式橄榄球等 。 学观点
，
这些观点不再仅仅停 留在语言形象的感

生 对这些 事物 比较陌生
，
仅凭文字 无法形成体受 和情理化的认识上 ，

而是融 入 了个体的生活

验 。 教师运 用 多 媒体 ， 播放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和 Ｋｏａｌ ａ经验和独特体验 。

各具形 态 的 图 片 和 Ａｕｓ ｔｒａｌ ｉａｎｆｏｏ ｔ
ｂａｌｌ 的 比 赛视２ ． 指 向 问 题解决 。

频
，
引 导 学 生将 自 我感受表达 出 来 ：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ｓ学生学 习 英语的过程不仅是对英语知识 的

ｈａｖｅｔｗｏｓｈｏｒ ｔｆｅｅ ｔａｎｄｔｗｏｓｔｒｏｎ
ｇ

ｆｅｅｔ
，ｉ ｔ

ｐｕ ｔｓ加工和认知 ，
还是其面对新问题 ， 整合 和运用

ｔｈｅ ｉｒｂａｂ
ｙ ｉｎｉ ｔｓｂａｇ

．Ｋｏ ａｌａｓｌ
ｉｖｅｓ ｉ

ｎｔｈｅｔｒｅｅｓ
，知识

，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

达到 知行合一 的

ｔｈｅ
ｙａｒｅ ｌｏｖｅ ｌ

ｙ
．Ａｕｓ ｔｒａｌ

ｉａｎｆｏｏ ｔｂａｌｌｇａｍｅｉｓｖｅｒｙ过程 。

ｅｘｃ ｉ
ｔｉｎｇ ． ． ． ．以 译林新版 《英语 》五下 Ｕ ｎｉｔ７Ａ ｎ

借助体验认同情感 。 体验活动具有激 活身（
Ｓ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 ）为例 。

心 的功 能
，
它 不仅会使人的 身心处于特定 的情教师 借班上课 ，

结合 实 际
， 复 习

“

认人
”

旧 知 。

感状态
，

而且会把这 种 主观状态投射到周 围事Ｔ
：
 Ｉ

’

ｍｙｏｕ ｒｎｅｗ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ｗａｎｔｔｏｋｎ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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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ｕ ．Ｄｏｙｏｕｗａｎｔｔｏｋｎｏｗｍｅ ？Ｙ ｏｕｃａｎａｓｋｍｅ阅 读 第
一层 次

：
直接提取信息 （

略
） 。

ｓｏｍ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阅 读 第 二层 次
：
直接进行推论 （

略
） 。

Ｓ
：Ｗｈａｔ

＇

ｓｙｏｕｒｎａｍｅ／ｈｏｂｂｙ ？Ｈｏｗｏｌｄａｒｅ阅 读后 ，
教师 创设任务 ，

引 导 学 生从表层理

ｙｏｕ ？解 向 深度 阅 读迈进 。

教师 回答
，
并板书 ：

ｎａｍｅ
，

ａｇｅ ，
ｈｏｂｂｙ ． ． ．阅读 第 三层 次

：

了 解文本 结构 。

导入课题
，
发现

“

认人
”

主题
，
教 师 引 导 学 生Ｔ

：Ｃａｎｙｏｕｍａｋｅａ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 广 告 ）

根据课题进行提 问 。ａｂｏｕ ｔＡｕ ｓ ｔｒａｌｉ ａ？Ｌｅｔ

’

ｓｔｒｙ ！Ｂｕｔｈｏｗ？

Ｔ
 ：Ｄｏｙｏｕｗａｎｔ ｔｏｋｎｏｗｈ

ｉ
ｓｅ－ｆｒｉｅｎｄ ？Ｓ ：Ｗｅｓ ｈｏｕ ｌｄ

ｉ
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 ｎｇ

ｔｈ ｉｎｇｓ

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ｗａｎｔｔｏｋｎｏｗ ？ｉｎＡｕ ｓｔｒａｌ
ｉａ ．

Ｓ
：Ｗｈａｔ

’

ｓｈ ｉｓｎａｍｅ ／ｈｏｂｂｙ ？ＷｈｅｒｅｉｓｈｅＴ
：Ｙｅｓ ．

（
出 示复 述 文本 的 文 字 ）

“

Ｙｏｕｗｉｌｌ

ｆｒｏｍ ？． ． ．ｆｉｎｄｍａｎｙ
ｉｎｔ ｅｒｅｓ ｔｉｎｇｔｈ ｉｎｇｓ

ｉｎＡ ｕｓ ｔｒａｌｉ ａ ．Ｙｏｕｗｉｌｌ

初读课文后 ， 学生 自 己解答之前提 出 的 问ｌｏｖｅ ． ． ．

，
ｂｅｃａｕｓｅ ． ． ．Ｙｏｕｗｉｌｌｌｉｋ ｅ ． ． ．

，ｂｅｃａｕｓ ｅ ． ． ．

”

Ｉｓ

题
， 教师提醒学 生关注文本中 关于 ｅ

－

ｆｒｉｅｎｄ 的ｉ ｔａ
ｇｏｏ

ｄＡＤ ？

其他信息 。 接着 ， 学生阅读文本 ，学习
“

认人
”

新Ｓ
：Ｎｏ ．

知 。 细读文木后
，
教师引 导学生 了 解 ＬｉｕＴａｏ 为Ｔ

：Ｒｅａｄｙｏｕ ｒｂｏｏｋ
， ｙｏｕｃａｎｆｉｎｄｇｏｏｄ

了 解 网 友 Ｐｅｔ ｅｒ
，

问 了 哪些 问题
，
怎 样 问 的 ？ｉｄｅａｓ ． （ 引 导学 生 阅 读 文本

，
关 注语言 结构 ）

Ｗ ａｎｇ
Ｂｉｎｇ 又是怎样 回答 的 ？ 通过学 习 活动 ，

关Ｓ
： 我 们 可 以 先 写 一 句 总 起 句 Ａｕ ｓｔｒａｌ ｉａｉ ｓ

注 、 习 得
“

认人
”

语言 。 最后
，

反思 阅读
，
形成认ａｎｉｎｔｅｒｅｓ 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 ． 我 们还 可 以 在 最后 加 总 结

人新模式 。 阅读后 ， 教师引 导学生反刍 学 习 过句 。

程
， 在原来

“

认人
”

知识的基础上 ，加入新课学习阅 读 第 四层次 ： 评价 文本语言 。

的成果 ， 丰 富
“

认人
”

的语 目 系统 。 在此基础上 ，Ｔ
：Ｂｕ ｔｈｏｗ ｔｏｍａｋｅｙｏｕ ｒＡＤｉｎｆｅｃｔ ｉｏｕｓ （ 有

教师进
一

步引 导学生思 考 ：
应该通过哪些问题感染 力 的

） ？

了解一个人 ？这些问题又应该按怎样的顺序 问 ？Ｔ
： （
引 导 学 生 讨论 ）

Ｉｓ ｔｈｅｔｅｘｔｉｎｙｏｕｒｂｏｏｋ

对不 同 的人 问什么样 的 问题才恰当 和怎 样问 问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ｕｓ ？Ａｎｄｗｈｙ ？ （

回 到 文 本 的 阅 读 上 来 ，

题才更有礼貌 ？通过师生共同讨论 ，
形成新的认再次 引 导 学 生关 注语 言 、评价语 言 ）

人模式 。Ｓ ： 课 文 最 后 有 Ｃｏｍｅａｎｄｖｉｓｉ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 ａ

整 节课教师 围绕
“

如何认人
”

这个问题
，
让ｔｏｄａ

ｙ ！
这样的 句 子

，
读起来 有鼓动性 。 文 中 注 意

学生经历了 学 习 的全过程
，
学生 知晓 了 怎样更句 子 的 变 换

，
如 Ｙｏｕｗｉ ｌ ｌｌｏｖｅ．

． ．
Ｙｏｕｗｉ ｌｌ ｌｉｋ ｅ

． ． ．

好地通过提问来 了 解
一

个人 ，
这为将来在 生活文 中 还有 问 句

，
吸 引 读 者 。 Ｄｏｙｏｕｌｉｋｅａｎｉｍａｌ ｓ ？

中 遇到类似 问题做了充分的准备 。Ｙ ｏｕｗｉｌｌ ．
． ．

３
？指 向 深度建构 。Ｔ

：Ｇｒｅａｔ ．Ｄｏｙｏｕｈａｖｅａｎｙｏ ｔｈｅｒ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ｓ

在 以往 的英语 阅读教学 中 ， 教学活动 往往ｔｏｍａｋｅｙｏｕｒＡ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 （ 引 导 学 生批 判 地

停留 在
“

直接提取信息
” “

直接进行推论
”

等表层看待 文本语言 ， 采 用 个 性化 的 句 子 或个 性化 的

的状态 中 ，很少会进行如
“

了 解文本结构
” “

评价方式
，
使广 告 更吸 引 人

）

文本语言
”

等的深层学 习 ，
长此以 往学生会忽视４ ．指 向 思 维培养 。

对文本 的结构层次及文本语言的组织形式的学英语学 习 与学生思维发展 紧密 相关 。 以上

习
，
更不会以批判 的 眼光来审视文本 。 由 于缺乏的论述中 已经多多少少涉及思 维 的 培养 ， 如深

了 解作者构思过程的再创造和读者解读形成结度建构 、 问题解决等
，
笔者不再论述一般思维 品

构的再创造 ， 学生没有真正经历形成文本结构质 的培养 ， 但有两个方面值得强调 。

的智力 活动 ，
没有形成阅读的基本素养 。

Ｗ仍 以培养学科思维 。 英语学科思维是指带有英

Ｕｎ ｉ ｔ６Ａｎｉ ／Ｕ ｅｒｅｓ ｉ ｉｒａｇ
ｃｏｕ／Ｕｒｙ 为例 。语学科特点 的思维 〇 例如 ，

理解英语概念性词语

３８ 知龙名 ■ 小学教 学 ？

０ １／２０ １ ７



的 内 涵和外延 ，
把英语概念性词语与周 围世界导 学 生建构 Ａｍａｚｉｎｇ 概念 ：

从企鵝 的 Ａｍａｚ ｉｎｇ 到

联 系起来 ，
根据所学概念性词语和表达句式 ，

学大 自 然 的 Ａｍａｚｉｎｇ ，
并 进一 步 引 导 学 生体悟

：
我

会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 。 如 ： 在阅读教学作 为
一

个 生命体也 Ａｍａｚ ｉｎｇ 。 教 师很好地把 语

中
，
我们可 以引 导学生把新词与大脑 中 的实物言 、

思维和 情感 融合在
一

个 主题任务之 中 。

或场景相联系
，
做到音 、形 、义统

一

。 在 阅读英再读 全文
：

Ｈｏｗｄｏｙｏｕｋｎｏｗ ｔｈｅｙａｒｅｇｏ ｏｄ

语信笺类文本时 ， 可 以 引导学生注意英文地址ｐａｒｅｎｔｓ ？ 促使学 生深入 阅 读 、深入 思考
，
找 出 隐

的写法
，
学 习西方从小到大建构概念 的思维方藏 的 信 息

，
并 引 导 学 生从文本 阅 读 体验过渡 到

式
，
并 比较我 国从大到小认识事物 的思维方式 ，自 己 的 生活体验 ：

判断 好父母的 标准是怎样的 ？

从而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等等 。阅 读讨论 中 ，
既有 情感 的 体验与 表达 ，

也有 中 西

培养批判 性思 维 。 在 以往 的 阅读 中
，
我们文化差异 的 包 容 ，

还有 价值观的 显露 与认 同 。

力 求让学 生知 道语篇表达 了什么意义 ， 但不太整体输 出
，
语篇 重 构 （

略
） 。

重 视 引 导学生对语篇表 达 的 意义做 出 相 应 的本节课改变 了 以往教学脱离语境 、 游离于

反应 。 也就是说 ，
我们 读

一

篇文章之后 ，
不应语篇之外 的状况 ，将知识学 习 、技能发展 、情感

只 停 留 在理解层 面上
，

还要让学生 对语篇 内体验融人主题 、语境 、语篇和语用之中 ，
将学生

容有 自 己 的思考 、判 断和分 析 。
［
３

］如找 出 语篇的思维 、 生活 、
价值观等融人 阅读任务之 中

，
学

中 的 主要 信息 和 观点 ， 分析 、 比较和评价语篇生时 时与文本发生对话 ， 从而得 以 多 角度地浸

中 的 主要 信息 和 观点 ， 评价事 实与观点之 间润于文本 、体验文本 、揣摩文本 、反思文本… …

的逻辑关系等 。除 了 以 上五点
“

指 向
”

外
，
英语阅读 教学还

５ ．指 向 多 种 阅 读要素 的 融合 。应指 向语言学习 整体 ， 教师可将文本语言 的操

指 向 培养学生英语阅读素养 的 阅读教学应练 、语言输 出和运用置于 同
一

“

语义场
”

，从而实

走 向 整合 、关联和发展 ，实现学生对语言 的深度现整体认知 、整体建构和整体运用 。

学 习 ，
即语言 、文化 、思维 、价值观 的融合 。

［

２
］总之 ， 核心素养及英语学科素养提 出之后 ，

如 ： 《感知英语》五年级 ｐｅｒａｇｕｉｎｉ
—

我们要变革英语 阅读教学方式 ， 阅读教学必须

课 （课例 出 自 ２０ １６ 年外专委第八届全 国小学英从关注学生的 阅读能力 走 向培养学生 的 阅读素

语课堂教学观摩活动 ） 。养 ，
这既改变 了过去过于注重知识传授 的倾 向

，

整体输入
，
语篇初 构 。又深化 了 阅读能力 的 内 涵 ， 拓展 了其外延 ，

体现

出 示 企鹅 的 图 片
，
教师提 出 两 个 问 题 ：Ｗｈａｔ了通过英语阅 读关注学生个性 、精神 、思维 、文

ｄｏｙｏｕ
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ｐｅｎｇｕ ｉｎｓ ？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化素质等的价值取向 。 國

ｏｆｅｍｐ ｅｒｏｒｐｅｎｇｕ
ｉｎｓ ？利 用 学 生原有知识

，

进行

有效的 前期 讨论 。【参考文献 】

阅 读 文本 ，
立体 感悟 。［

１
］ 成 尚 荣 ． 回 到 教 学 的 基本 问 题 上 去 ［ ｊ ］ ．

快 速 浏 览 并 回 答
：
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ｔｈ ｉｎｋ ｏｆ课 程 ？教 材 ？教 法

，
２０ １５

（
１

）
．

ｅｍｐｅｒｏｒｐｅｎｇｕｉｎｓ
？
这个 问 题前面提过

，
但前 面是［

２
］
王 蓄 ． 从 综 合语 言 运用 能 力 到 英语 学 科

基 于 学 生 的 原 有知 识 ，
这 里是通过初 读 文本来核 心 素 养——高 中 英 语 课程 改 革 的 新 挑 战 ［Ｊ ］

．

回 答 。英语教 师 ，
２０ １５

（
８ ）

．

细 读 全文 并 填 空
“

Ｅｍｐｅｒｏｒｐｅｎｇｕｉｎｓａｒｅ
—

［３ ］ 程 晓 堂 ， 赵 思 奇 ． 英语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的

ｂｉｒｄｓ ．

”

在 学 生 的 讨论 中 教师 不 断追 问 Ｗｈｙ ，
逐实 质 内 涵 ［ Ｊ ］ ．课 程 ？ 教 材 ？ 教法 ，

２０ １６ （ ５ ） ．

步得 出 结论 Ｔｈｅｙ

’

ｒｅａｍａｚｉｎｇ ．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从 文 本 中 介 绍 的 ｇｒｅａｔ注
： 本文 获 ２０ １６ 年 江 苏 省

“

教 海探航
”

征文

ｓｗｉｍｍｅｒｓ
， ｇｏｏ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ｌｉｖｅ ｉ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三 个 方竞赛一 等 奖

，
有删 改 。

面 来初 步 建构
“

Ａｍａｚｉｎｇ

”

的 概念 。 其后 ，
教 师 引

知 ？小学教学 ．

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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