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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线问题开展高中英语综合技能板块教学实践

摘要：综合技能板块是以活动为导向，融合了听、说、读、看、写的

综合技能训练，该部分旨在让学生综合运用不同技能围绕该单元的同

一主题进行探究，以加强学生语言综合技能的培养。因此综合技能板

块的课堂活动设计要基于主线问题展开，以主线问题为引领，引导学

生通过梳理文本信息，深度剖析文本主题，最后有效地进行迁移与创

新，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实现学科育人目标。

关键词：主线问题；综合技能板块；高中英语

一、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

指出：语言技能是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看、

写等方面的技能。听、读、看是理解性技能，说和写是表达性技能。理解性技能

和表达性技能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学生应通过大量的专项和

综合性语言实践活动，发展语言技能，为真实语言交际打基础（教育部， 2020）。

综合技能板块是以活动为导向，融合听、说、读、看、写的技能训练，让学生在

运用听、读、看等理解性技能的基础上，向说、写等表达性技能过度，完成半开

放性的活动，形成个性化的产出。 这些活动都是围绕单元主题进行设置的，环



环相扣，相辅相成。而主线问题是这些环的纽带。

二、主线问题及实施路径

“主线问题”是指能够贯穿全文而又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情境，是能够把零散

或繁杂的提问串联起来，为教学服务的支架式问题（姚彬，2015）。主线问题对

高中英语综合技能板块教学具有引领作用。基于主题意义探究、围绕主线问题的

综合技能教学能够将听、说、读、写、看等多种节能的培养有机的融为一体，帮

助学生完成由理解性技能向表达性技能的过渡，实现语言知识教学与语言技能培

养的统一。主线问题为综合板块的教学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指导。该板块的课堂活

动设计将致力于引导学生提取主线问题，然后依托主线问题自主梳理文本碎片化

信息、深度剖析文本主题，最终有效地迁移运用。本文将结合案例，具体探讨开

展该板块教学的途径与方法。

三、基于主线问题开展高中英语综合技能板块教学实践

主线问题统领全文，具有整体性，贯穿该板块教学活动设计的始终。因此，

主线问题要能从听力一直贯彻到写作，所有的课堂活动都是为了这一主线问题而

展开的。现以新牛津译林版选择性必修 2的 Unit4 综合技能板块为例，阐述如何

通过设置主线问题，使得听、说、读、写等活动形成一个有机体。

1，语篇介绍

本节课是完成译林版选择性必修 2 Unit 2 Living with technology 的

Rea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iendly or frightening?板块之后实施

的。该综合技能话题是 Making a time capsule。本板块围绕单元话题，以“制

作时间胶囊”创设情境，展开一系列具有综合性、关联性和实践性的听、读、说、

写等语言技能训练。教学活动首先引导学生听一段介绍时间胶囊的广播节目；再

让学生阅读一篇文章，厘清文中介绍的 1939 年世博会时间胶囊所包含的内容并

理解爱因斯坦留给后代的信息；随后让学生围绕“设计给 2050 年的时间胶囊”

这一话题进行讨论；最后过渡到“给 2050 年的人们写一封信”这一写作活动上。

上述活动环环相扣，每个活动既有侧重点，又与其他活动有关联性，构成一个“四

步一体”的语言综合实践活动。

综合技能实践活动表

听说活动 学生初步建立有关时间胶囊的框架知识

听力活动 学生自主构建时间胶囊的框架

阅读活动 学生进一步完善实践胶囊框架以及细节

讨论活动 学生就技术进步的利弊活动进行思辨式表达观点

写作活动 学生在以建构的时间胶囊制作基础上，结合个人经验生成作品



2，教学设计

针对该语篇以及单元学习目标，教师基于主线问题即：How to make a time

capsule 然后围绕该主线问题设计了如下教学活动：

（1）激活图示，引出主线主题——听说活动

在课堂导入阶段，教师围绕主题设置了导入环节。以国外一则新闻报道的视

频导入，视频中报道了国外新发现的一份时间胶囊的过程及其内容，这一环节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激活了学生已有的关于时间胶囊的图示。随后，教师抛

出一个问题：

Do you know how to make a time capsule?

这个问题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该节课的语篇，关于时间

胶囊的简介，由此展开听力活动。学生自主构建时间胶囊的粗略框架。学生

（2）紧扣主线，梳理目标框架——听力活动

在听前让学生预测文本的主旨大意，听中完成书上听力练习，听后让学生讨

论并总结 how to make a time capsule.基于主线问题，学生能够以文本主题为

导向，开展听力理解、信息加工、分析批判、总结品味等活动，在第一遍听力结

束时设置问题：

Q1:What does a time capsule contain？

此时教师基于主线问题抛出第二个问题：

Q2:What is the structure of “a letter to the future”?

学生在第二次听力时回归听力材料找出所需答案。此时为了使听读活动形成一个

完整的有机体，教师在听力向阅读部分过度时候，基于主线问题抛出了新的问题：

Q3:Do you know another aspect contained in the letter?

学生在听力中找不到答案，所以教师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到了阅读材料上，让学生

通过自主阅读寻找答案。

（3）围绕主线，进行深度阅读——读说活动

基于 how to make a time capsule 这一主线问题，教师通过设问让学生识

别出文章的体裁和篇章结构。在问题的设置中，此处教师设置了展示型问题，一

般用于文本阅读的初始阶段，提问的内容涉及文本中的词句、细节描写或篇章结

构，学生凭借表层理解、短时记忆或快速查找文本便能回答。因此，在该环节，

教师继续抛出了如下问题：

Q1: What were the purpose and contents of the 1939 time capsule?

Q2: What was Einstein’s message to future generations about?

Q3: What does “a letter to the future” contain?

学生通过这些逻辑相关的问题能够完整的概括出 how to make a time capsule。



这一思维导图的构建有助于学生寻找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培养了学生的归纳、

概况能力。基于 another aspect in a letter to the future 教师又设置了参

阅型问题，即在学生理解并获得文本的事实信息后，为进一步理解挖掘文本信息

而设计的问题，学生作答时参阅文本内容，同时结合自身的认知和经验，对这些

信息进行分析、比较、推理和总结后得出结论。基于此，教师设置问题为了引导

学生读懂文章的言外之意，从文章辨析出作者的观点和倾向。因此，教师需设置

有梯度的问题链，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学会挖掘文字背后的信息，探究作

者的写作意图，在与文本的互动中深度理解作者的观点。教师在此设置了如下问

题链：

Q1: What was Einstein’s message to future generations about?

Q2: From his letter, do you think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ntirely

benefits us? Reasons.

Q3: Why do you think he wrote the message with mixed feelings?

Q4: What’s your opinion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Q5: What should hopes for the future focus on?

教师通过这些有梯度的问题链的设置，引导学生细读语篇，思考问题，把意义探

究融入语言学习。这四个问题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旨在引领学生读懂 Albert

Einstein 在信中对未来的希望中表现出来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担忧。问题链使得

学生提高了对语篇意义理解的精度和深度；同时随着问题深度的递增，学生的思

维活动也从浅层走向深层，进而实了现深度阅读的目标，同时回扣单元目标，对

科技的利弊持有谨慎的态度，学生的高阶思维品质得到了培养和锻炼。对于最后

一个问题，学生通过讨论和表达，不仅进行了有意义的交际活动，而且也锻炼了

其思辨能力，其说的技能也得到了锻炼。

主线问题的指向性推动了听力活动向阅读活动的顺利过度。主线问题明确指

向文本主题意义，紧扣文本主题思想，深度挖掘文本内涵，有效的规避了教学中

存在的机械化阅读、碎片化阅读、浅层化阅读等问题，保证阅读过程具备明确的

指向性和系统性，从而提了阅读的效率和效果。

（4）创设情境，迁移学习成果——写作活动

读后活动是基于文本又超越文本的迁移创新，它引导学生将文本中所获取的

内容、思维和语言在创设的新情境中重组和运用。迁移与创新要求学生将所学知

识运用到真实情景中解决新问题。基于此，在读后环节，教师可为学生设置紧扣

语篇又密切联系生活的新语境，引导学生在新语境中应用所学知识开展书面的创

新表达，深化对主题意义的理解，促进思维迁移与创新，提升综合素养。

本节课中，教师创设如下情境：



你校正在举行“时间胶囊——致未来的一封信”征文比赛，主题为“Hi-tech

in My Life”，请你结合自身经历为 2050 年的人写一封信。

要求：1，描述该科技产品及影响；2，你的看法；词数 80 左右。

语篇为迁移创新提供了支架，学生课联系生活实际和个人经历，超越鱼片，实践

新知，提升创新表达能力和多元思维，理性表达观点和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实现知行合一，立德树人的目标，落实了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此环节，教师安排

学生对学生作品进行点评，通过同伴互评环节，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并让学生根据评价标准对自己的学习成效进行自评，以改进学习提供助力。

四、结语

《新课标》强调语言学习是有意义的主题探究活动，主张要体现以学生为主

体的学习过程，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活动，实现对学生逻辑、

批判和创新思维的培养，落实学科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主线

问题对高中英语综合技能板块教学具有引领作用。基于主题意义探究、围绕主线

问题的综合技能教学能够将听、说、读、写、看等多种节能的培养有机的融为一

体，帮助学生完成由理解性技能向表达性技能的过渡，实现语言知识教学与语言

技能培养的统一。

教师在综合板块教学活动中基于主线问题，给学生抛出几个能够串联全文的

统领性问题，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个课堂教师是引而不导，体现了学生

的主体地位。学生在主线问题的引领下，自主探究、自主剖析，逐步解构听力材

料、阅读文本内容，探究了大单元主题意义，加深了对本单元文本内涵的理解。

在阅读结束后，实现了深度阅读的目标，即对阅读中所学知识进行了迁移运用，

进行了创造性的写作，实现了自我意义建构和核心素养的融合发展。学生实现深

度学习，促进了能力向素养的转化，落实了英语学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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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英语综合技能板块教学实践

【摘要】《新课标》要求高中生在英语学科中要实现深度学习，对于落实培养学生的英语学

科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而高中英语综合技能板块是以活动为导向，融合了听、说、读、

看、写的综合技能训练。因此综合技能板块要实现深度学习，就要求学生通过听、读输入环

节深度剖析文本主题，然后进行有效的输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要

求，实现学科育人目标，因此本文以深度学习为目标，设计和开展高中英语综合技能板块的

教学活动。

【关键词】深度学习；综合技能；高中英语

一、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提出了

包含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四个方面在内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指明了



英语课堂教与学的方向（教育部，2020）。因此高中英语课堂不仅要帮助学生对语言和信息

进行表层的理解，而且还要帮助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关注作者观点、情感和态度、

写作意图，能够把握文本的脉络层次和结构特点，了解文本的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等方面的

技巧，进而实现深度学习的目标。

而自《课标》颁布以来，大多数综合技能板块的教学是处于碎片化的状态，每一板块都

被割裂开来，这不利于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在此过程中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品质，如

批判性思维和正确价值观的培养。教学设计往往趋于程序化和模式化，学生没有真正参与理

解与篇。看似“热闹”的课堂活动往往流于形式，限制了学生理解知识、建构意义、解决问

题能力的发展（安富海，2014，57），导致英语教学忽视学生的思维过程，留给学生独立思

考的时间和空间极为有限（郑葳、刘月霞，2018）。这已经成为当前深化课程改革、培养学

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以深度学习为目标，开展高中英语综

合技能板块的教学活动。在此过程中学生将实现主动学习、思维发展和自我意义的建构。

二、深度学习的内涵和教学指导意义

在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领域，关于深度学习最为广泛接受的定义是郭华（2021）提出

的。她指出深度学习主要指：在教学中，学生积极参与、全身心投入、获得健康发展的、有

意义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素养导向的学习目标引领下，聚焦引领性学习主题，

展开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通过一系列参与和体验式活动，掌握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体会学科基本思想，建构知识结构，理解并评判学习内容与过程；能够综合运用知识和方法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形成积极的内在学习动机、高级的社会性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成为既

有扎实学识基础，又有独立思考能力，善于合作、有社会责任感、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能够创造美好未来的社会实践的人。

在此基础上，郭华（2021）总结提炼了深度学习的五个特征：活动与体验；联想与结构；

本质与变式；迁移与创造；价值与评判。根据学科特点，王蔷等（2021）又补充了“内化与

交流”特征，强调学生需要围绕主题和新的知识结构开展以描述、阐释、交流等实践活动为

主的内化活动，以巩固新的知识结构，实现深度学习。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版，2020 修订）要求高中生在英语学科中要实现深度

学习，而综合技能板块信息碎片化的特征，可以在指向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得以落实。该板块

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综合技能为目的，这一点与深度学习的目标相一致。因此，本

文试图以深度学习为目标，进行高中英语综合技能板块的教学开展活动。

综合技能板块是以活动为导向，融合听、说、读、看、写的技能训练，让学生在运用听、



读、看等理解性技能的基础上，向说、写等表达性技能过度，完成半开放性的活动，形成个

性化的产出。这些活动都是围绕单元主题进行设置的，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实现深度学习

是该板块活动开展的最终目标。该板块的课堂活动设计将致力于引导学生实现深度学习，然

后依托单元主题引导学生自主梳理文本碎片化信息、深度剖析文本主题，最终有效地迁移运

用。本文将结合案例，具体探讨开展该板块教学的途径与方法。

三、指向深度学习的综合技能板块教学实践案例

现以新牛津译林版选择性必修 2 的 Unit4 综合技能板块为例，阐述如何开展相关活动，

使得听、说、读、写等活动形成一个有机体，实现深度学习。

1.语篇介绍

本节课是完成译林版选择性必修 2 Unit 2 Living with technology 的 Rea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iendly or frightening? 板块之后实施的。该综合技能话题

是 Making a time capsule。本板块围绕单元话题，以“制作时间胶囊”创设情境，展开一

系列具有综合性、关联性和实践性的听、读、说、写等语言技能训练。教学活动首先引导学

生听一段介绍时间胶囊的广播节目；再让学生阅读一篇文章，厘清文中介绍的 1939 年世博

会时间胶囊所包含的内容并理解爱因斯坦留给后代的信息；随后让学生围绕“设计给 2050

年的时间胶囊”这一话题进行讨论；最后过渡到“给 2050 年的人们写一封信”这一写作活

动上。上述活动环环相扣，每个活动既有侧重点，又与其他活动有关联性，构成一个“四步

一体”的语言综合实践活动。

而学生在获取如何制作时间胶囊时，需要读懂 Albert Einstein 的致未来的一封信的第

二部分。为了呼应单元大标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学生需要进行深度阅读，深入研读

语篇有助于把握单元主题内容，以 How to make a time capsule 这一问题为引领，培养学

生的高阶思维，教师“设计逻辑关联、层层递进、能够体现深度学习特征的活动，引导学生

围绕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主动开展知识建构、内化

交流、深度加工、价值评价、迁移创新，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语篇，促进其核心素养的形成”

（吴迪、袁回，2022）。

2.教学设计

针对该语篇以及单元学习目标，笔者设计了如下教学活动：

（5）激活图示，引出语篇主题——听、说、看环节

在课堂导入阶段，教师围绕主题设置了导入环节。以国外一则新闻报道的视频导入，视

频中报道了国外新发现的一份时间胶囊的过程及其内容，这一环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激活了学生已有的关于时间胶囊的图示。随后，教师抛出一个问题：

Do you know how to make a time capsule?

这个问题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该节课的听力环节，关于时间胶囊的

简介，由此展开相关的教学活动。

（6）建构结构，梳理目标框架——听、读环节

在听前让学生预测文本的主旨大意，听中完成书上听力练习，听后让学生讨论并总结

how to make a time capsule。以该问题为引领，学生能够以文本主题为导向，开展听力理

解、信息加工、分析批判、总结品味等活动，在第一遍听力结束时设置问题：

Q1:What does a time capsule contain？

Q2:What is the structure of “a letter to the future”?

学生在第二次听力时回归听力材料找出所需答案。

Q3:What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e letter?

学生在听力中找不到答案，所以教师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到了阅读材料上，让学生通过自

主阅读寻找答案。

阅读环节之前，让学生识别出文章的体裁和篇章结构。在问题的设置中，高中英语阅读

教学中教师可以设置三个类型的问题：展示型问题、参阅型问题和评估型问题（梁美珍，2011）。

展示型问题一般用于文本阅读的初始阶段，提问的内容涉及文本中的词句、细节描写或篇章

结构，学生凭借表层理解、短时记忆或快速查找文本便能回答。因此，在该环节，教师继续

抛出了如下问题：

Q4:What were the purpose and contents of the 1939 time capsule?

Q5:What does a time capsule contain in the text?

学生通过两个问题能够概括 how to make a time capsule。这一思维导图的构建有助于学

生寻找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培养了学生的归纳、概况能力。在此过程中，以深度学习为目

标，教师重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教学内容要与学生的经验建立关联，通过建

构新知识和深度思维，获得真实世界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7）深度阅读，挖掘深层信息——读、说环节

理解性问题是在学生理解并获得文本的事实信息后，为进一步理解挖掘文本信息而设计

的问题，学生作答时参阅文本内容，同时结合自身的认知和经验，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比

较、推理和总结后得出结论。基于此，以深度学习为目标，教师设置问题应引导学生读懂文

章的言外之意，从文章辨析出作者的观点和倾向。因此，教师需设置有梯度的问题链，激活



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学会挖掘文字背后的信息，探究作者的写作意图，在与文本的互动中

深度理解作者的观点。教师在此设置了如下问题链：

Q1: What was Einstein’s message to future generations about?

Q2: From his letter, do you think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ntirely benefits

us? Reasons.

Q3: Why do you think he wrote the message with mixed feelings?

Q4: What’s your opinion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Q5: What should hopes for the future focus on?

教师通过这些有梯度的问题链的设置，引导学生细读语篇，思考问题，把意义探究融入

语言学习。这四个问题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旨在引领学生读懂 Albert Einstein 在信中对

未来的希望中表现出来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担忧。问题链使得学生提高了对语篇意义理解的精

度和深度；同时随着问题深度的递增，学生的思维活动也从浅层走向深层，进而实了现深度

阅读的目标，同时回扣单元目标，对科技的利弊持有谨慎的态度，学生的高阶思维品质得到

了培养和锻炼。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学生通过讨论和表达，不仅进行了有意义的交际活动，

而且也锻炼了其思辨能力，其说的技能也得到了锻炼。

但此处值得指出的是，深度阅读还应充分了解作者的背景以及写作背景等信息，扫清阅

读中因信息却是造成的理解障碍。例如，语篇中提到的 social problems，指的是二战期间

原子弹对人类带来的危害。了解了这一背景信息，学生能更好的体会到 Albert Einstein

在信中提及的 a feeling of proud and justified superiority，从而对技术进步这把双

刃剑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实现这一深度阅读，学生课下需要根据个人兴趣自行搜索相关资料

以了解更多的信息，这就使得学生实现了主动学习，保持了学生学习英语的浓厚兴趣。

（8）创设情境，迁移学习成果——写作环节

深度学习的迁移与创造特征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真实情景中解决新问题。读后活

动是基于文本又超越文本的迁移创新，它引导学生将文本中所获取的内容、思维和语言在创

设的新情境中重组和运用。迁移与创新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真实情景中解决新问题。

在文本处理的最后阶段，教师引导学生对文本内容进行评价、拓展和运用。因此在读后环节，

教师可为学生设置紧扣语篇又密切联系生活的新语境，引导学生在新语境中应用所学知识开

展书面的创新表达，深化对主题意义的理解，促进思维迁移与创新，提升综合素养。

本节课中，教师创设如下情境：

你校正在举行“时间胶囊——致未来的一封信”征文比赛，主题为“Hi-tech in My Life”，



请你结合自身经历为 2050 年的人写一封信。

要求：1，描述该科技产品及影响；2，你的看法；词数 80 左右。

语篇为迁移创新提供了支架，学生课联系生活实际和个人经历，超越语篇，实践新知，

提升创新表达能力和多元思维，理性表达观点和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现知行合一，

立德树人的目标，落实了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此环节，教师安排学生对学生作品进行点评，

通过同伴互评环节，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并让学生根据评价标准对自己的学习

成效进行自评，以改进学习提供助力。在整个综合技能板块中，学生通过听、读两个输入环

节，内化所学知识，在说和写环节输出所学，实现了由理解性向表达性技能的转化。以实现

深度阅读为目标，学生在综合技能板块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一系列体现综

合性、关联性和时间线等特点的英语学习活动，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都得到了相

应的培养和锻炼。

四、结语

《新课标》强调语言学习是有意义的主题探究活动，主张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

过程，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活动，实现对学生逻辑、批判和创新思维的培

养，落实学科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而深度学习面向迁移运用和问题解决，

强调学习者能将所学知识迁移到真实社会情境中，参与问题解决的实践过程。这些理念与深

度学习的内涵相一致，因此以深度学习为目标就是为了落实《新课标》的育人要求。以深度

学习为目标，探究主题意义，设置指向深度学习的问题开展综合技能教学，能够将听、说、

读、写、看等多种技能的培养有机的融为一体，帮助学生完成由理解性技能向表达性技能的

过渡，实现语言知识教学与语言技能培养的统一。

教师在综合板块教学活动中以深度学习为目标，设置了相应的问题链，发挥了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学生在主线问题的引领下，以深度学习为目标，自主探究、自主剖析，逐步解构

听力材料、阅读文本内容，探究了大单元主题意义，加深了对本单元文本内涵的理解。在该

板块结束后，学生实现了深度阅读的目标，即对阅读中所学知识进行了迁移运用，进行了创

造性的写作，实现了自我意义建构和核心素养的融合发展；促进了能力向素养的转化，实现

了英语学科立德树人的要求。

参考文献

安富海.促进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策略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4,34(11):57-62.

曹艳琴,姚兆宏.英语课堂深度学习场域构建[J].教学与管理,2019(12):102-104.

郭华.深度学习的内涵与特征[R].普通高中指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综合组及



学科组组长第五次会议论文.北京.2021 年 2 月.

郭华.深度学习及其意义[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11):25-32

贵丽萍等，英语教学中的思维活动：评判性阅读视角（第二版）[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3.

贵丽萍.例谈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文本深层次解读[J].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参

考),2013(09):49-51.

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欧阳林.批判性阅读教学要把握好三个核心环节[J].中学语文教学,2017(09):13-16.

王蔷.《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六大变化之解析[J].中国外语教

育,2018,11(02):11-19

王蔷,孙薇薇,蔡铭珂等.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J].外语教育研究前

沿,2021,4(01):17-25.

吴迪,袁辉.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实现深度学习的探究[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

篇),2022,45(09):32-37.

赵天绮. 指向深度学习的批判性阅读教学在高中英语课堂中的应用研究[D].辽宁师范大

学,2023.

郑葳,刘月霞.深度学习: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改进[J].教育研究,2018,39(11):56-60.

获奖证书

正文

批判性阅读在促进高中生英语深度学习中的应用实践

摘要：《新课标》要求高中生在英语学科中要实现深度学习，对于落

实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而批判性阅读属于更

高层次的阅读，读者在阅读期间需要使用多种批判性思维的方法，深



刻理解阅读材料，从而培养其思维品质。因此，本文以批判性阅读原

则为指导，探究批判性阅读如何有效地促进高中生英语的深度学习。

关键词：深度学习；批判性阅读；高中英语

一、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

提出了包含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四个方面在内的英语学科

核心素养，指明了英语课堂教与学的方向（教育部，2020）。《义务教育英语课

程标准》（2022）强调高中英语要深入开展研读语篇。教师的教学设计要以研读

语篇作为起点，教师要对语篇的主题等进行分析，明确主题意义，挖掘文化内涵

和育人价值，把握教学主线。因此英语阅读课既要培养学生获取表层信息的能力，

还要通过深度阅读培养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层次的理解的能力，进而实现学科的育

人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而自《课标》颁布以来，大多数英语阅读教学仍处于一种浅层次的阅读状态，

英语教学碎片化、表层化和标签化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教师忽视了对学生批判

性思维的培养（王蔷 2018）。教学设计往往趋于程序化和模式化，学生没有真

正参与理解与篇。有些课堂活动仅仅限于形式，热闹非凡的课堂并未深入发展学

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等能力（安富海 2014），导致英语教学

忽视学生的思维过程（郑葳、刘月霞 2018）。这些问题普遍存在，是目前实施

新课改、发展学生核心素颜的绊脚石，需要予以解决。因此，本文以批判性阅读

原则为指导，探究批判性阅读如何有效地促进高中生实现英语的深度学习。在此

阅读过程中学生将实现主动学习，实现思维发展和自我意义的建构。

二、重要概念界定及其教学指导意义

1. 深度学习及其意义

关于深度学习，郭华给出的定义广为接受，郭华（2021）指出深度学习主要

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积极的参与活动，最后获得健康发展的、有意义的学

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对文本的深度研读，其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得

到培养的同时，其语言能力和文化意识也在无形中受到了影响，即学生的核心素

养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培养。继而郭华（2021）总结了深度学习的五个特征。

随后，王蔷等（2021）又在此基础上强调学生需要围绕主题和新的知识结构开展

相应的内化活动，巩固新知，实现深度学习。

2. 批判性阅读及意义

批判性阅读是是实现深度学习的有利保障，它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积极地

参与到文本的解读中，通过一些列的思考和分析过程，利用预测、分析、质疑、



推断、总结、评判等批判性思维的方法，来深入理解文本（张淳，2009）。批判

性阅读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并成为积极主动的阅读者。《课标》要求：

培养学生“用英语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能力”以及“用英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也就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阅读就是将批判性思维运

用到阅读的过程之中。批判性阅读要求读者能够读懂文本的言外之意，在自己原

有经验的基础上，对其产生质疑，进行分析和推断后得出自身的观点。在质疑、

验证、评判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培养，这是一项重要的认知技能。

《课标》要求高中生在英语学科中要实现深度学习，同时要求培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而批判性阅读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剖析英语文本培养学生分析、评

估和质疑等能力，这两者的目标是一样的。因此，本文试图以批判性阅读原则为

指导，探究批判性阅读如何有效地帮助高中生实现英语的深度学习。

三、指向深度学习的批判性阅读教学实践案例

现以新牛津译林版必修2的 Unit2拓展阅读的一篇文章Finding a balance:

my tai chi experience 为例，详述如何在批判性阅读指导下有效开展高中生

英语的深度学习。

3，语篇介绍

本节课选自译林版必修第二册第二单元，本单元话题是 Be sporty, be

healthy（运动和健康的关系），所以该单元的拓展阅读 Extended Reading:

Finding a balance: my tai chi experience 要围绕大单于运动和健康开展。

该阅读材料围绕单元话题运动和健康的，拓展阅读材料以作者在学校太极拳俱乐

部学习太极拳的时间为主线，以作者的经历与感受暗线，介绍了太极拳的相关信

息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基于此作者写出了自己的心得，太极拳练

习对身心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为了呼应单元大标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学

生需要进行深度阅读，深入研读语篇有助于把握单元主题内容，以批判性阅读为

指导，教师设计的活动应该逻辑关联、层层递进，体现深度学习的特征，学生通

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主动开展知识建构、内化交流、深度加工、价

值评价、迁移创新，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语篇，促进其核心素养的形成”（吴迪、

袁回，2022）。

4，教学设计

笔者基于大单元的学习目标组织了如下的教学活动：

（9）激活旧知，引出新知

在课堂导入阶段，教师围绕主题设置了导入环节。首先以播放一段表演太极

的视频为背景，请 2名学生到讲台前，面向大家，表演太极为导入，这一环节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激活了学生已有的关于太极的相关图示。随后，教师抛

出一个问题：

What’s your impression on tai chi?

这个问题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唤起了学生关于太极的已有的知识图示，通过学生

的回忆和讨论，顺利导入了新的语篇，由此展开阅读活动。

（10）建构架构，总结目标框架

该环节教师会设置比较浅层的阅读问题。在阅读文章之前，让学生先看标

题和插图，并基于此提出一个想问的问题，这是预测活动，然后通过设问让学生

识别出文章的体裁和篇章结构。这些问题属于浅层问题，学生可以通过略读、扫

读等策略快速找到答案，为了实现深度阅读，在该环节，教师抛出了主线问题：

How does the author find a balance in his tai chi experience？

学生带着这个问题要进行深度挖掘，抓住关键词 experience 通过时间线去寻找

答案。这一思维导图的构建有助于学生寻找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培养了学生的

归纳、概况能力。在此过程中，为了实现学生对文本的深层理解，学生需要去寻

找更多的信息，对文本进行更深入的研读，这也体现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在

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培养得到了落实。

（11）深度阅读，挖掘深层信息

批判性阅读需要学生在理解并获得文本的事实信息后，进一步理解挖掘文本

的信息。在此过程，学生既要从文本本身出发，又要基于自身的认知和经验，综

合运用分析、比较、推理等能力得出合理的结论。基于此，要实现深度学习，教

师以批判性阅读为指导，教师设置问题应层层深入，引导学生读懂作者地遣词造

句和“别有用心”去发掘文本的深层含意，推断出作者的言外之意，理解作者的

观点，明确作者的态度。因此，教师所设置的问题，应以问题链的形式呈现，问

题链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难度逐渐递增的，随着问题的增多，其难度有所增加，

对文章的理解的深度也会增加。在解决问题链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了锻炼，

学生也学会了如何分析和挖掘文字背后的信息，推断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在这样

的一个动态解读的过程中实现了文本的深度理解，从而实现了深度学习。教师在

此设置了如下问题链：

Q1: How does the author develop the text?

Q2: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how do the author’s feelings change?

Why? Supporting sentences.

Q3: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practicing tai chi?

Q4: What’s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behind tai chi?

Q5: How does tai chi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Q6: Do you think tai chi will get more popular among teenagers? Why?

教师通过这些有梯度的问题链的设置，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度阅读，通过

研读语篇，抽丝剥茧地梳理文本，在探究文本深层含义的同时，无意识地开展了

语言学习。这四个问题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旨在引领学生读作者是如何通过练

习太极从中受益匪浅的。问题链使得学生理解了语篇的深层意义；学生的思维深

度随着问题的深入而增加，进而实了现深度阅读的目标，意识到作者对太极态度

的转变是因为身心都受益了，同时回扣单元目标 Be sporty, be healthy。学生

的高阶思维品质得到了培养和锻炼。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学生感受到了博大精深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坚定了文化自信，具有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学生的文化意识也得到了锻炼。

但此处值得指出的是，深度阅读还应充分了解太极的相关知识，如阴与阳的

平衡是哪个流派的思想等，扫清阅读中因信息差造成的理解障碍。实现这一深度

阅读，学生课下需要根据个人兴趣自行搜索相关资料以了解更多的信息，这就使

得学生实现了主动学习，保持了学生学习英语的浓厚兴趣。

（12）创设情境，学以致用

深度学习可以通过迁移与创造落实，这就要求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能将课堂学习

到的新知识用于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而批判性阅读要求学生能够对文本内容

进行评价和运用。基于此，在读后环节，教师以批判性阅读为指导，基于学生实

际设置了与语篇相关的语境，实现了迁移创新、学以致用。学生能够应用所学知

识解决新的问题，内化所学的知识。迁移与创新活动，推动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培养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在这之前，教师设置如下参阅型问题和评估型问题：

What does the balance refer to in the text?

How can we keep a balance in our daily life?

该问题紧扣文章的主线问题：How does the author find a balance in his

tai chi experience？通过问题链的设置和引领，学生在了解文本中作者练习太

极拳过程的同时，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实现了对文本的深度

阅读，理解了运动对健康的积极影响，实现了主题的升华。

基于此，教师创设如下情境：

假定你是李华，你们学校正在开展各种社团活动。请你给你的朋友 Tom 写一

封邮件，向他介绍太极，并邀请他一起参加太极俱乐部。内容包括：

1. 太极的历史及文化；

2. 练习太极对身心的好处。

注意：1.词数 80 左右：

2.可适当增加细节，以使行文连贯。

该语篇基于真实情境而设计，学生通过联系生活实际和个人经历意识到了太



极的好处，从而从内心深处坚定了文化自信，并树立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意识，这种认知已经超越了语篇。在此活动中，他们发展了语言能力、培育了文

化意识，提升了思维品质，也提高了学习能力。因此，以批判性阅读为指导，学

生实现了深度阅读，全面地落实了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此环节，教师安排学生对

学生作品进行点评，通过同伴互评环节，有助于了解自己的课堂学习情况，并让

他们参照评价标准，对自己和同伴的学习成果进行自评和互评，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力。

四、结语

本文通过探究以批判性阅读为指导，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设置高思维含

量的问题，培养了学生的多项思维品质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学生深度学习的实

现。有逻辑的问题链的设置能让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发散思维，有助于促进学生

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批判性阅读中教师的提问三类问题设计有梯度，层次明确，

围绕阅读的文本进行设置，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这些特征是学生实现深

度阅读的保障和手段。因此，本文以深度学习为目标，以批判性阅读为指导，探

究了指向深度学习的批判性阅读教学在高中生英语阅读中的应用。在此阅读过程

中，学生对文章深层信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实现了主动学习，在阅读完成后，

学生进行了深度阅读，并且对所学知识进行迁移运用，开展了了创造性的写作，

实现了自我意义建构和核心素养的融合发展。学生实现深度学习，促进了能力向

素养的转化，落实了英语学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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