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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窄式输入理论视域下英语以读促写教学策略研究

（丁胜银，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针对当前读后续写教学中面临的问题，本研究基于 Stephen D. Krashen的窄式输入理

论，结合具体教学实际，采取定性研究方法，以牛津译林版（2020）高中英语 Unit 2 Let’s Talk

Teens 单元为例进行窄式输入理论视角下的读后续写教学设计。研究发现，基于窄式输入理

论的读写设计有利于学生勇于面对同主题的读写任务，树立学生读写信心，认识到读写结合

的重要性，对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行之有效。

关键词：窄式输入理论；以读促写；单元主题

一．研究背景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中明确提出，教师应当在课堂上

积极创设与主题相关的语境，鼓励学生在主题意义引领的课堂上，掌握语言知识，增强语言

技能。（教育部，2020）教师在设计主题探究活动时，应当首先激发学生对该主题的兴趣，

再鼓励学生调动与主题相关的已有经验，将纳入的新知与相关的已有经验相结合，引导学生

深度拓展思维。

“读写分割”和“重写轻读”现象常见于当前读后续写的日常教学中。在阅读授课过程中，

教师或过于重视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讲解，或给学生提供框架模板以机械记忆。此类教学方法

使得学生在阅读有限的给定信息后，难以灵活运用大脑中积累的语言知识进行有效的续写；

甚至在面对大量需要记忆的语言知识后对续写失去信心。因此，笔者尝试将 Krashen的窄式

阅读输入理论应用于以读促写的课堂教学中，以期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读后续写教学模式，

发挥读与写的协同作用，提高高中生的综合语用能力。



二．Krashen的窄式输入理论

窄式阅读输入理论由 Krashen(1985)提出，指的是学习者阅读同一主题、同一作者或同

一种体裁的多个文本。该理论不是让学生接触各种主题、体裁或风格的文章，而是专注于较

窄的阅读范围。Krashen认为窄式输入阅读对二语习得行之有效。窄式阅读有助于读者在可

理解性更高的语境中习得语言结构和词汇，帮助读者积累相关主题的背景知识、词汇量和表

达方式，加深对相同或相似文本的理解。同时，背景知识的存储有利于对阅读中的相关新信

息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加快阅读过程，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该理论与当前我国课程标准所

倡导的主题意义引领下的语言学习活动观相一致。

三．窄式阅读视域下的读写教学设计示例

在窄式阅读输入理论的指导下，笔者进行了读后续写教学。教学分两个课时展开，第一

节课主要是由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窄式阅读，帮助学生形成可理解性语言知识和相关话题图式；

第二节课由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读后续写活动，将阅读所获得的语言输入转化为语言输出。

本研究选用的教学材料为译林出版社的普通高中英语教科书(2020)必修一第二单元，该单元

围绕“人与自我”中“亲子关系”的主题语境展开。本研究的主要教学设计思路如图一：

图一：窄式输入理论下以读促写课堂教学设计思路图

具体的教学流程如下：

1. 窄式阅读阶段

在窄式阅读阶段，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以下七个教学环节。该教学设计以“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为话题开展，所选取的窄式阅读材料来自于同主题的文本。

【步骤一：导入】

老师引出“亲子关系”的主题后，引导学生讨论以下话题：

(1). What is your opinion abou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2). What physical and mental changes did you experience as you become a teenager?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m?

讨论几分钟之后，教师邀请学生分享自己的观点。

设计意图：利用问题，激活学生已有的背景语言知识，导入主题，创设互动情境，拉近沟通

距离，激发学生对“亲子关系”问题的学习兴趣和感想，引导学生在该话题下讨论并思考，在

主题语境下沉浸式阅读。



【步骤二：阅读中】

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快速浏览第一篇文章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理解文章段

落的结构。接着，老师带领学生互相检查他们对于背景知识、文本结构、人物冲突、情节逻

辑和主题意义的理解掌握情况。然后，教师通过问题的引导来指导学生思考文章并完成表格。

问题如下：

(1). Wha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2).What’s the main plot of the passage? (analyze it from six elements:

who/what/when/where/why/how)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3). What happened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passage?

(4). Why do such conflicts occur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s?(analyze the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ckground, plot, characters of figures and theme)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以上问题，理清文章脉络，从背景知识、文本结构、

人物冲突、情节等方面来探索文本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意义，形成“亲子关系”主题下的语言图

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

【步骤三：阅读后】

学生结合老师提出的问题展开小组讨论，并分享自己阅读第一篇文章后的感悟，包括语

言层面和内容层面等。

(1). Ask students to write down their problem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put all the problems

collected in a box. Students can work with their partners. (pair work)

(2). Ask two students to go to the stage, and take a letter out of the box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help his/her classmates solve the problem.(Individual work )

(3). The teacher shares suggestions with students, e.g. “3C”: calm down, communicate and

compromise.

(4).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to note down any useful language and content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步骤四：总结与讨论】

教师启发学生做“小老师”，总结阅读所获，并在组内通过演讲的形式进行分享。

设计意图：在阅读后，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联系自身生活实际，思考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属于迁移创新活动，也是学科育人的具体表现。此外，通过小组讨论和汇报演讲的

形式给予了学生自由讨论和表达的空间，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自主探究能力和合作

能力。

【步骤五：作业布置】

(1). 运用第一篇阅读的学习方式学习另外两篇文章,并进一步思考课上针对第一篇文章所提

出的问题；

(2). 进一步梳理三篇文章中与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这一主题相关的语言知识、文化知

识和多元观点。

设计意图：课堂上，教师以第一篇文章为例引导学生在大脑中建立了有关“亲子关系”主题的

图式。课后，阅读其他两篇相同主题语境的文章则更为顺利，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也为下节课的续写训练铺垫。

2. 读后续写阶段



在这一阶段，教师主要引导学生完成五个教学环节。此次教学设计示例依然接着上节课

的“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话题开展。教学流程如下：

【步骤一：导入】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上节课布置阅读的文章，小组讨论三篇文章的主旨大意。

【步骤二：头脑风暴】

教师引导学生分享阅读另外两篇文章后的感想。分享过程中尽量使用与文章相关的词汇、

短语和句子。

设计意图：教师引导学生回顾脑海中的“语料库”，激活图式，为续写做好铺垫。

【步骤三：写作前活动】

教师以第二篇文章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为例，再运用第一篇语篇的分析思路引

导学生阅读并体会人物间的矛盾冲突、情感发展脉络和情节发展线索，并分角色排练演出剧

情。接着，布置学生根据刚刚已读部分内容预测后续情节发展走向。学生在组内讨论、思考，

形成情节框架和内容。然后，老师给学生展示语篇原作的结局走向，引导学生核实是否与自

己的预测一致，并思考如何在续写中得出合乎逻辑的情节预测。

设计意图：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小说的结尾，随后展示原作结尾，以此来帮助学生形成

合乎逻辑的观点，向作者思维靠拢。

【步骤四：写作中活动】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用第一篇的方法深度阅读第三个语篇，即莎士比亚戏剧 king Lear

选段，并像第二篇文章那样进行分角色表演。然后，教师引导学生运用从第二篇文章学习过

程中习得的预测方式完成第三篇文章的续写。

本文是莎士比亚戏剧 king Lear 选段，教师隐去高潮部分人物对话的结尾，引导学生自

主完成该场景的续写。（在课上用作阅读的片段讲的是老国王退休后要给三个女儿分土地，

大女儿和二女儿因为花言巧语而分得土地，小女儿却因真诚但不善言辞而不得老国王青睐。

呈现这个片段后，老师告诉学生，老国王被大女儿和二女儿排挤流落在外，在野外与来救他

的小女儿相逢，那么接下二人来会发生什么？本续写思路是多年后老国王和小女儿在危难中

重逢，通过沟通和行动证明了彼此真诚的爱。）

设计意图：写作环节，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完成续写。通过实践，将学生建立起来的较窄主题

下的语言图式应用于具体写作中。教师通过相关活动引导学生深度思考人物性格特征、人物

间冲突以及情节发展脉络，从而得出合乎逻辑的主题意义。

【步骤五：习作点评】

学生自我评价：写作完成后，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润色自己的作品。

同伴互评：小组讨论后，学生进行同伴互评，再次修改润色作品。

教师点评：教师给学生展示故事的合理结局，学生润色后再次上交作品。教师点评、分

享优秀作品。

设计意图：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相结合，优化学生的语言输出。教师评价要关注语言质量和

篇章结构，更要关注学生情节预测的合理性，这是学生作品优质与否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窄式阅读视角下的读后续写教学优化策略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首先在窄式阅读中进行语言积累和图式建构，然后完成同一主题

下的阅读和续写。窄式阅读下的读后续写教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同一主题下的语言知识积累和

图式构建。相同的主题背景有利于学生进行知识的正迁移，更加顺利地完成续写任务。将以

上的教学设计付诸实践后，笔者将窄式阅读与读后续写结合的课堂教学总结以下策略：

1. 增强选材趣味性，激发阅读动力

在日常教学中发现，学生在面对一篇读后续写的给定材料时，对文本的理解和情节的

预测，往往会有一种畏难情绪。所以，在窄式阅读的初期训练阶段，教师要尽量选择有趣的



阅读材料。王初明(2010)曾指出，有趣的阅读材料能够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的阅读输

入与输出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充分发挥读后续写的促学优势。该教学设计中，除了利用教材

语篇外，笔者还选择了在学生可理解范围内的短篇小说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和莎士

比亚戏剧 king Lear（节选）作为学生的续写练习材料。特别是戏剧，从最初阅读材料的理

解和人物关系的探寻，到话剧的排练演出，再到预设情节的续写，增强了学生对“亲子关系”

主题类语篇材料的兴趣，减弱了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了学生的内在的阅读动力，增强了学

生的写作信心。

2. 巧用同一主题语境，培养续写能力

Krashen对不同阶段外语学习、材料的选择做了详细的阐述：对外语初学者而言，他们

应当在一段时间内阅读同一主题下的文章或者同一作者所写的文章。在阅读了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 这篇文章之后，学生的大脑中已经建立了有关“亲子关系”相关的背景

知识和语言知识的语料库，此时教师给学生提供同一主题的语篇进行阅读，学生更容易熟悉

此类语篇结构，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入地探究主题意义，建立相关主题的图式网络。接着，在

已有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基础上，以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为例对学生进行续写情

节预测训练，并在课堂中核实推测是否合理，为接下来的 King Lear 续写任务做铺垫。King

Lear 与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体裁不同，但主题相同，通过重点章节的阅读和话剧表

演加深了学生对单元话题的深度思考。随后，笔者增加了读后续写练习，让学生在复杂的“亲

子关系”主题情境下激活思维，产生情感共鸣，从多角度预测故事的情节走向。通过这种方

式，学生不仅获得了语言知识，更通过窄式阅读与作者达成了情感共鸣，对情节的预测则更

为贴切、合乎逻辑。图二展示了本研究教学设计中的不同语篇之间的关系及其分别对学生读

写能力的建构作用。

图二：课堂教学设计中所涉及的不同语篇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

3. 巧设问题链，层进式思考

在读后续写的日常教学中，许多教师会设置问题链引导学生对给定阅读材料中的文章脉

络和情节发展进行思考，深度挖掘作者的思维逻辑和语言规律，探究文章的主题意义，从而

构建相关的语言图式。设置问题链时要注意循序渐进。首先，了解文章的基本信息，通过“who,

what,where,why, when, how”等六要素引导学生解读文本，帮助学生建立对故事情节的基本认

知。第二，理清小说或戏剧的情节发展，增强学生推测续写情节的逻辑性。第三，引导学生

分析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关系，使得学生的续写能符合给定信息中的人物关系、性格特征，与

原文的契合度更高。最后，教师通过上述问题链，引导学生探究出情节发展线，进而总结文

章的主题意义，从而顺利帮助学生根据提示合理地预测情节。教师通过设计一系列问题链引

导学生深度阅读，促进学生对主题意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学生的续写作品会更加契合原

文，符合原文的情节逻辑和人物关系，达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课堂中对戏剧 King Lear

的情节发展脉络如图三：



图三：戏剧 King Lear的情节发展脉络图

4. 建构图式，搭建“语言库”

图式是一种大脑中的抽象认知结构，即学习者利用先前掌握的语言知识或背景文化知识

来理解阅读文本或学习新知识。最为广泛使用的图式分类为三种，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

式图式。作为语言学习的基础，语言图式主要指词汇、句型等；内容图式主要指通过阅读，

学习者掌握的文化背景知识；形式图式主要是指不同文本的形式、组织结构等的相关知识。

窄式阅读视角下，学生阅读同主题下的多篇文章，形成与该主题相关的语言图式，内容

图式以及形式图式，建构出学生个人的“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当学生面对同主题的读后续

写题目时，自身的“语料库”可以帮助学生运用作者思维完成合乎逻辑的续写作品。阅读与续

写活动协同交互，通过阅读活动，学生可以获得图式。在已掌握文章中的词汇、背景信息之

后，学生得以理解文本中一些长难句，顺利推断和预测文章的发展。

因此，为培养与目标文章相应的图式、更有效地理解续写语篇，教师在设计读后续写课

堂时，可以引导学生窄式阅读同类主题下的多篇文章，再通过问题链等方法激活图式，从而

促进学生理解文章并高效地完成续写。

五．实践效果

本研究从窄式阅读输入的角度设计读后续写的课堂教学，随后的学生访谈表明学生在认

知层面上对写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同时，窄

式阅读的应用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输入，为写作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教师引导学生将从阅

读材料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续写中，学生也理解了阅读和写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更重要

的是，学生对新的教学方法表示认可，并更有信心。

在情感层面上，窄式阅读让学生阅读多个与主题相关的语篇材料，这些材料的主题也与

写作任务相一致。因此，当学生在深入理解阅读材料时，他们也以某种方式为写作做准备，

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学生对读后续写题型的畏难情绪。学生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在写作上付

出更多的努力。

在行为层面上，他们希望充分利用阅读材料来促进他们的写作，并在课后更频繁地阅读



与教材相关的语篇材料，更加愿意找同伴和老师讨论续写作品的修改。学生写作行为倾向的

转变，是因为他们现在对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续写应该遵循的标准，

并且知道如何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六．总结

本研究将窄式阅读输入理论应用于读后续写训练中，学生在进行窄式阅读练习时，选用

同一主题的阅读材料。该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自主概括归纳相关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的能力。

一方面，窄式阅读输入可以帮助学生加强语言知识的建构，还有利于学生丰富相关主题的知

识框架。另一方面，窄式阅读需要学生深度探究文本，了解背景信息知识和探究主题意义。

学生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可以在续写任务中进行输出转化，将总结归纳的语句、词法、句法和

表述技巧等运用于新的读后续写任务中。通过教学研究，笔者发现窄式阅读能够帮助学生在

面对较窄范围主题时减缓畏惧感、增强写作信心，对学生的词汇习得、语言知识和写作技巧

的掌握都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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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文学圈”教学模式在续写情节预测教学上的应用

（丁胜银，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本案例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将“文学圈”教学模式应用于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

中情节走向预测方面的实践研究，探讨该模式对学生的写作能力及学习能力的影响。

一、 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版）》提出了培养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倡导

学生通过学习学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享受学习的乐趣，发展思维品质，塑造

关键能力。

“文学圈”本是应用于阅读训练的教学模式，小组成员首先自主阅读文章，然后在小组

内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并完成针对性的阅读。本案例将“文学圈”教学模式应用到续写材料

阅读中，在“文学圈”内，学生能够以批判性思维和即时的反馈来阅读、讨论续写材料，从

而对文章的内容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从而产出更加合理的续写作品。

二、 背景介绍

本案例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为高三学生，在词汇积累——话题训练——续写材料阅读分析

——写作练习——续写真题练习不断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学生已经初显疲态，作品中的语言

表达生硬固化。对于很多基础不好的学生而言，一方面他们在续写材料的阅读和理解上面临

挑战；而失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学生无法在理解给定信息的基础上写出符合材料逻辑走向

的作品。在此情况下，如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续写情节的思考上来，

有效开展读后续写的教育教学成为教师刻不容缓的问题。

三、 主题内容



基于以上背景，笔者设立了“文学圈”模式下的续写材料阅读小组。再由小组成员合作

将大家讨论出来的可能的主题和情节走向罗列下来，小组成员自由讨论，选出合乎逻辑的情

节走向。笔者开展的“文学圈”教学模式环节如表 1：

表 1：“文学圈”模式下的续写教学过程

教学

步骤
具体做法 教学效果

1、分析

阅读材

料

选取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五章为阅读材料。

用时 2课时，在第 1 课时教师带领学生阅读材料并分析，

第 2 课时由教师引导进行“文学圈”阅读与讨论。

教师在“文学圈”

讨论之前，先帮助学

生激活背景知识和语

言知识，贴近阅读主

题。

2、组织

阅读小

组

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和性格，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基础上

将 36 名学生分组，每组 4-8 名成员，组成“文学圈”。

教师针对阅读材料提出了三个问题，以此来推测主题：

虽然每个成员阅

读内容相同，但预测

的主题不同，思考得

出的情节走向就可能

不尽相同。通过“文

学圈”交流会碰撞出

思维的火花，促进交

流互动。

3、准备

研讨角

色

小组成员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和任务。

研讨任务分配如下：

角色

名称
角色职责

组长

（1

人）

准备开放性问题，分析讨论内容；

确定研讨文本内容，控制小组纪律；

总结多名“预测大师”的预测成果。

宝藏

发现

官

（1

人）

挑选关键词句；

介绍选择该词句的原因。

绘图

官

（1

人）

使用图表或表格等方式描绘文本情节，包括

人物情绪变化图等。

在“文学圈”中，

成员间角色不同、分

工不同，成员们要接

受和吸收其他成员的

不同观点和态度。成

员间讨论、互动、分

享，角色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促使小组成员

们各司其职但又同心

协力，共同完成任务。



预测

大师

（1-5

人）

根据文本中的给定关键信息（人物性格、行为

等），预测情节走向。

4、组织

课堂讨

论

小组内成员在热情的、自由的氛围中大胆主动的发表

自己的观点，对自己的阅读内容进行总结梳理，耐心倾听

他人的观点，总结出第五章的关键信息。

在 讨 论 的 过 程

中，学生们逐渐建立

对文本的认识，深化

对文本的理解。这种

思维碰撞，多元的交

流会激发学生进行深

层次的思考、输出更

多优质的内容。

5、课堂

评价

课堂评价分为：教师评价、生生互评和自我评价三种形

式。

评价

方式
具体做法

教师

评价

教师对学生进行认真的观

察和记录，然后从积极性、完成

度、表达逻辑等方面给予客观的

评价。

生生

互评

基于小组合作学习，根据组

内其他成员的表现给予评价。

自我

评价

成员基于自己在讨论过程

中的表现进行的评价。

教师根据学生讨

论的问题给出自己的

见解和看法，促进了

学生对情节把控的能

力的提高；

通过生生互评，

成员间可以发现彼此

的优点与不足，互相

鼓励与支持；

通过自我评价，

学生进一步了解自

己，发现优点与不足。

学生在自我评价过程

中不断反思，不断增

强自信。

四、实施成效

在高三集中于续写训练的倦态期，“文学圈”教学模式通过学生间阅读文本，讨论主旨，

预测情节走向，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学生独自研究思考材料的疲劳感和思考的单一性，有效培

养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在“文学圈”教学模式下，学生需要把握续写材料的意义，发现人物

和情节间的逻辑关系，构建自己的观点和认知，产出合理的情节预测，有效培养了学生的思

维品质，有效地开阔了学生思维，拓展了学生的视野，促进了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五、问题与讨论



“文学圈”教学模式的设立使得学生在合作中分享、探讨阅读成果，对文章的内容产生

更深层次的理解。通过“文学圈”教学模式，笔者发现其以下特点：第一，学生是阅读活动

的中心，是阅读教学的主体，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内在潜力被充分激发，可以自由完成阅读任

务并与小组成员自由讨论，共同分享阅读成果。第二，该模式改变了教师的角色。教师不再

是课堂的控制者而是学生阅读的帮助者和促进者，而是成为学生阅读活动的中介，在阅读教

学中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氛围。第三，在“文学圈”教学模式中，学生有充分的机会独立思考、

合作学习，学生时刻处于开放、自然的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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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式输入理论视域下高中英语以读促写教学策略研究

（丁胜银，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本研究基于 Stephen D. Krashen的窄式输入理论，结合具体教学实际，针对当前读后

续写教学中面临的问题，以牛津译林版（2020）高中英语 Unit 2 Let’s Talk Teens 单元为例

进行窄式输入理论视角下的读后续写教学设计，以期促进学生勇于面对同主题的读写任务，

树立读写信心，认识到读写结合的重要性，为读后续写教学提供科学的策略指导。

关键词：窄式输入理论；以读促写；单元主题

一、研究背景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中明确提出，教师应当在课堂上积极创设与主题相

关的语境，鼓励学生在主题意义引领的课堂上，掌握语言知识，增强语言技能。教师在设计

主题探究活动时，应当首先激发学生对该主题的兴趣，再鼓励学生调动与主题相关的已有经

验，将纳入的新知与相关的已有经验相结合，引导学生深度拓展思维。



“读写分割” 和“重写轻读” 现象常见于当前读后续写的日常教学中。在阅读授课过程中，

教师或过于重视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讲解，或给学生提供框架模板以机械记忆。此类教学方法

使得学生在阅读有限的给定信息后，难以灵活运用大脑中积累的语言知识进行有效的续写；

甚至在面对大量需要记忆的语言知识后对续写失去信心。因此，笔者尝试将 Krashen的窄式

阅读输入理论应用于以读促写的课堂教学中，以期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读后续写教学模式，

发挥读与写的协同作用，提高高中生的综合语用能力。

二、理论基础

窄式阅读输入理论由 Krashen（1985）提出，指的是学习者阅读同一主题、同一作者或

同一种体裁的多个文本。该理论不是让学生接触各种主题、体裁或风格的文章，而是专注于

较窄的阅读范围。克拉申认为窄式输入阅读对二语习得行之有效。Krashen（2004）认为，

窄式阅读有助于读者在可理解性更高的语境中习得语言结构和词汇，帮助读者积累相关主题

的背景知识、词汇量和表达方式，加深对相同或相似文本的理解。同时，背景知识的存储有

利于对阅读中的相关新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加快阅读过程，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该理

论符合新课标所倡导的在主题意义引领下提升语言能力的要求。

三、窄式阅读视域下的读写教学设计示例

在窄式阅读输入理论的指导下，笔者进行了读后续写教学设计，选择两个课时开展读后

续写教学。第一节课主要是由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窄式阅读，帮助学生输入可理解性语言知识。

第二节课由引导学生开展读后续写活动，激活学生已有的语言图式，将阅读所获得的语言输

入转化为语言输出。

以窄式阅读理论为基础，笔者选择牛津译林版高中英语课本第二单元为材料，该单元围

绕“人与自我”中“亲子关系”的主题语境展开。第一节课为窄式阅读课。课上，教师引导学生

完成教科书 Reading阅读板块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 的阅读，总结积累出与之挂钩主

题的语言知识、探究主题意义；课后，教师再向学生提供两篇主题相同的阅读材料：教材

Extended Reading板块的短篇小说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节选和教材 Project板块的莎

士比亚戏剧 king Lear 节选，给予学生充足的空间组织自主阅读。第二节课则为读后续写训

练课，在第一节课积累了相同主题下的语言知识后，教师再根据教案设计有智慧地激活学生

在第一节课的阅读中所获的背景信息、语言知识以及主题意义等相关图式，鼓励学生将阅读

所得知识应用于续写活动中。

相同主题的文本输入更易于帮助学生探究主题意义，积累相关图式。而第二节课的读后

续写练习中，学生通过之前的窄式阅读掌握了主题意义，在阅读同主题下的续写材料时，能

够合理构思文章结尾和人物关系等，并能够运用自己积累的语言知识等优化输出的语言。通

过窄式阅读与读后续写的结合，能够将语言输入与输出紧密联系在一起，学生不仅能够在头

脑中建构图式网络，还自主灵活运用到自己的续写中。本研究的主要教学设计思路如图一：



图一：窄式输入理论下以读促写课堂教学设计思路图

具体的教学流程如下：

（一）、窄式阅读阶段

在窄式阅读阶段，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以下七个教学环节。该教学设计以“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为话题开展，所选取的窄式阅读材料来自于同主题的文本。

教学流程 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步骤一：

导入

教师提出问题：

1. What physical and mental changes do you

experience as you become a teenager?

2. Have these changes affecte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parents?

利用问题，激活学

生已有的背景语言知

识，导入主题，创设互

动情境，拉近沟通距离，

引起学习兴趣，引导学

生思考“亲子关系”的

问题。

通过讨论，激发学

生对“亲子关系”问题的

学习兴趣和感想，引导

学生在该话题下讨论并

思考，在主题语境下沉

浸式阅读。

步骤二：

头脑风暴

老师引出主题“亲子关系”的主题后，引导学

生讨论以下话题：

①What is your opinion abou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

②What physical and mental changes did you

experience as you become a teenager?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m?

讨论几分钟之后，教师邀请学生分享自己的

观点。

步骤三：

阅读前活动

阅读课开始之前，老师给同学们展示教材中

的三篇文章，分别为：

①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

②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

教师引导学生探究

三篇文章体裁的区别与

共同之处；将探究主题

的目标分为若干个具有



③ King Lear (Excerpts)

接着老师提出三个问题，引导学生在组内进

行思考：

①三篇文章的体裁有何区别？

② 三篇文章的主题分别是什么？是否有共同之

处？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猜测主题，同

时学生可以圈出关键词、提出问题。

内在联系的小问题，引

导学生逐步进行深度思

考。

步骤四：

阅读中

A. Skim

教师引导学生快速浏览三篇文章，理解文章

段落的结构。接着，老师带领学生互相检查他们

对于背景知识、文本结构、人物冲突、情节逻辑

和主题意义的理解掌握情况。

B. Scan

老师引导学生仔细阅读第一篇文章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教师指导学生通过问题的

引导来思考文章并完成表格。问题如下：

1. What happened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passage?

2. Why such conflicts occur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s?(analyze the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ckground, plot, characters of

figures and theme)

A Wha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B What’s the main plot of the passage? (analyze

from six elements: who/what/when/where/why/how)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以上问题，理清

文章脉络进行快速阅读，基于对背景和情节的分

析，理解文章主题，并提醒学生注意关键词、短

语和句子及文章结构, 并联系自身生活实际。

教师引导学生逐渐

地从背景知识、文本结

构、人物冲突、情节，

来探索文本的主要内容

和主题意义，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窄式阅读思

维，形成“亲子关系”主

题下的语言图式、内容

图式和形式图式。

步骤五：

阅读后

学生结合老师提出的问题展开小组讨论，并

分享自己阅读第一篇文章后的感悟，包括语言层

面和内容层面等。

Questions：

1.After reading the passage,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impro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sk students to write down their problem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collect all the problems in a box.

Students can work with their partners. (pair work)

Ask two students to go to the stage, take a letter out

of the box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help his/her

classmates solve the problem.(Individual work )

在阅读后，教师通

过提问引导学生联系自

身生活实际，思考如何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属于迁移创新活动，

也是学科育人的具体表

现。

此外，通过小组讨

论和汇报演讲的形式给

予了学生自由讨论和表

达的空间，提高了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自主



Q1: What problems do you have with your parents?

Q2: What suggestions can you give to your

classmates?

2. T shares “3C” suggestions with students.

Calm down, communicate and compromise.

探究能力和合作能力。

步骤六：

总结与讨论

教师启发学生做“小老师”，总结阅读所获，

并在组内通过演讲的形式进行分享。

步骤七：

作业布置

①仔细阅读另外两篇文章并讨论问题；

②整理语言点笔记和归纳三篇文章的主题。

课堂上，教师以第

一篇文章为例该引导学

生在大脑中建立了有关

“亲子关系”主题的图

式，课后，阅读其他两

篇相同主题语境的文章

则更为顺利，提高了学

生的自主探究能力，也

为下节课续写训练铺

垫。

（二）、读后续写阶段

在这一阶段，教师主要引导学生完成五个教学环节。此次教学设计示例依然接着上节课

以“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为话题开展。

教学流程 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步骤一：

导入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上节课布置所阅读的

文章，小组讨论关于三篇文章的主旨大意。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脑

海中的“语料库”，激活图

式，为续写做好铺垫。
步骤二：

头脑风暴

教师引导学生分享阅读另外两篇文章后

的感想。分享过程中尽量使用与文章相关的

词汇、短语和句子。

步骤三：

写作前活动

教师给学生提供一篇来自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的系列短篇小说节选，引导

学生排练话剧，体会人物间的矛盾冲突、情

感发展脉络和情节发展线索。接着，引导学

生思考接下来的情节走向。学生在组内讨论，

预测情节发展走向。然后，老师给学生展示

语篇原作者所写的的结局走向，引导学生核

实是否与自己的预测一致，并思考如何在续

写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的情节预测。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并

讨论小说的结尾，随后展

示原作结尾，以此来帮助

学生掌握如何使续写更合

乎逻辑，更符合作者思维。

步骤四：写作中

活动

教师展示莎士比亚戏剧 king Lear 选段，

本文体裁是一篇戏剧。教师隐去高潮部分人

物对话的结尾，引导学生自主完成该场景的

续写。写作中，教师引导学生思考 “what,

who, when, where, why and how”等几个要素

来分析人物间的主要冲突和冲突发生的原因

（学生按照第一节课的分析思路自主探究）。

（本文以人物为线索讲述了年事已高的

国王李尔王退位后，被大女儿和二女儿赶到

写作环节，教师再向

学生提供一篇相同主题下

的语篇，引导学生自主完

成续写。通过实践，将学

生建立起来的较窄主题下

的语言图式应用于具体写

作中。

为了引导学生深度思

考人物性格特征、人物冲



荒郊野外，成为法兰西皇后的三女儿率军救

父，却被杀死，李尔王伤心地死在她身旁。

文章选段为李尔王被大女儿和二女儿排挤，

流落在外，后与小女儿重逢的片段。）

教师通过设置问题链的形式，逐步引导

学生理清续写思路，思考在多年后李尔王和

小女儿重逢后的情节描写——老国王和小女

儿会如何化解之前的冲突、打开心结。（本

文的续写思路是多年后老国王和小女儿在危

难中重逢，通过沟通和行动证明了彼此的真

诚的爱。）

突以及情节发展脉络，从

而得出合乎逻辑的主题意

义，教师设置问题链，由

此得出清晰的情感发展线

和情节发展线，帮助学生

理清续写思路，自主高效

地完成合理的续写作品。

步骤五：

习作点评

自我评价：在课堂讨论后，学生进行自我评

价，润色自己的作品。

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

相结合，优化学生的语言

输出。

教师评价要关注语言

点和篇章结构，更要关注

学生情节预测的合理性。

这是学生作品优质与否的

重要参考依据。

同伴互评：小组讨论后，学生进行同伴互评，

再次修改润色作品。

教师点评：教师给学生展示故事的合理结局，

学生润色后再次上交作品。教师点评、分享

优秀作品。

四、窄式阅读视角下的读后续写教学优化策略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首先在窄式阅读中进行语言积累和图式建构，然后完成同一主题

下的阅读和续写。窄式阅读下的读后续写教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同一主题下语言知识的积累和

图式的构建。相同的主题背景有利于学生进行知识的正迁移，更加顺利地完成续写任务。将

以上的教学设计付诸实践后，笔者将窄式阅读与读后续写结合的课堂教学总结以下策略：

（一）、增强选材趣味性，激发阅读动力

在日常教学中发现，学生在面对一篇读后续写的给定材料时，面对文本的理解和情节

的预测，往往会有一种畏难情绪。所以，在窄式阅读的初期训练阶段，教师要尽量选择有趣

的阅读材料。王初明（2012）曾指出，有趣的阅读材料能够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的阅

读输入与输出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充分发挥读后续写的促学优势。该教学设计中，除了利用

教材语篇外，笔者还选择了在学生可理解范围内的短篇小说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和

莎士比亚戏剧 king Lear 节选作为学生的续写练习材料。特别是戏剧，从最初的阅读材料以

理解人物情节，到话剧的排练演出，再到预设情节的续写，增强了学生对“亲子关系”主题类

语篇材料的兴趣。由此，当学生再次遇到同类主题的语篇时，畏难情绪则会相应减弱，内在

的阅读动力得以激发，有利于学生理解“亲子关系”类主题语境内的其他语篇。由此，学生在

面对同主题续写任务时会言之有物，增强了学生的写作信心。

（二）、巧用同一主题语境，培养续写能力

Krashen（2004）对不同阶段外语学习者的阅读材料的选择做了详细的阐述：对外语初

学者而言，他们应当在一段时间内阅读同一主题下的文章或者同一作者所写的文章；在阅读

了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 这篇文章之后，学生的大脑中已经建立了有关“亲子关系”

相关背景知识和语言知识的语料库，此时教师给学生提供同一主题的语篇进行阅读，学生更

容易熟悉此类语篇结构，有利于学生探究主题意义，建立相关主题的图式网络。接着，在已

有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基础上，以 Extended Reading 中的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为

例对学生进行续写情节预测训练，并在课堂中核实推测是否合理，为接下来的 King Lear 续

写任务做铺垫。King Lear 为同单元主题下 Project部分的戏剧赏析。教师在完成 Reading和



Extended reading的文本分析之后，给学生布置了 King Lear 的重要章节阅读，并在课堂中进

行话剧表演。King Lear 与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 体裁不同，但主题相同——“亲子关

系”，通过重点章节的阅读和话剧表演加深了学生对单元话题的深度思考。之后，笔者增加

了读后续写练习：将李尔王和小女儿重逢的场景省略，在课堂表演结束后，让学生在复杂的

“亲子关系”主题情境下激活思维，产生情感共鸣，从多角度预测故事的情节走向。通过这种

方式，学生不仅获得了语言知识，更通过窄式阅读与作者达成了情感共鸣，对情节的预测则

更加合乎逻辑。图二为本研究窄式阅读课堂教学设计思路：

图二：窄式阅读视域下的读后续写的课堂教学思路

(三）、巧设问题链，层进式思考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King Lear;

Goneril;

Regan;

Cordelia;

The Earl of

Kent;

The fool.

King Lear

was ready to

retire.

The Great

Hall in King

Lear's palace

King Lear

decided to

divide the

Kingdom for

his three

daughters.

He was to

retire.

The daughter

who loves

him most will

get the

greatest share

of the

Kingdom.

在读后续写的日常教学中，许多教师会设置问题链引导学生对给定阅读材料中的文章脉

络和情节发展进行思考，深度挖掘作者的思维逻辑和语言规律，探究文章的主题意义，从而

构建相关的语言图式。设置问题链时要注意循序渐进，首先，了解文章的基本信息，通过“who,

what,where,why, when, how”等六要素引导学生解读文本，帮助学生建立对故事情节的基本认

知。第二，理清小说或戏剧的情节发展，增强学生续写故事情节的逻辑性。第三，引导学生

分析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关系，使得学生的续写能符合给定信息中的人物关系、性格特征，与

原文的契合度更高。最后，教师通过上述问题链，引导学生探究出主题意义，并帮助学生以

图表的形式概括。表一为 King Lear 基本信息概括；图三为 King Lear 人物关系概括图；图

四为 King Lear 的情节发展脉络图。通过这一系列的基本信息概括、人物分析和情节概括得

出人物关系图和情节发展线，更容易帮助学生把握 King Lear 的主题——对“亲子关系中博爱、

同情、道德”的推崇和对“伪善的人伦关系”的批评，从而顺利帮助学生合理预测情节。

表一：King Lear 基本信息概括



图三：King Lear的发展脉络图

图四：King Lear 人物关系概括图

教师通过设计一系列问题链引导学生深度阅读，促进学生对主题意义的理解。在此基础

上，学生的续写作品会更加契合原文，符合原文的情节逻辑和人物关系，达到言之有物，言

之有理。

（四）、建构图式，搭建“语言库”

图式是一种大脑中的抽象认知结构，即学习者利用先前掌握的语言知识或背景文化知识

来理解阅读文本或学习新知识。最为广泛使用的图式分类为三种，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

式图式。作为语言学习的基础，语言图式主要指词汇、句型等；内容图式主要指通过阅读，

学习者掌握的文化背景知识；形式图式主要是指不同文本的形式、组织结构等的相关知识

（Krashen，1985）。

窄式阅读视角下，学生阅读同主题下的多篇文章，形成与该主题相关的语言图式，内容



图式以及形式图式，建构出学生个人的“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当学生面对同主题的读后续

写题目时，自身的“语料库”可以帮助学生运用作者思维完成合乎逻辑的续写作品。阅读与续

写活动协同交互，通过阅读活动，学生可以获得图式。在已掌握文章中的词汇、背景信息之

后，学生得以理解文本中一些长难句，顺利推断和预测文章的发展。

因此，为培养与目标文章相应的图式、更有效地理解续写语篇，教师在设计读后续写课

堂时，可以引导学生窄式阅读同类主题下的多篇文章，再通过问题链等方法激活图式，从而

促进学生理解文章并高效地完成续写。

五、实践效果

本研究从窄式阅读输入的角度设计读后续写的课堂教学，学生在认知层面上对写作的态

度发生了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窄式阅读的应用使学生获得更

多的知识输入，为写作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教师引导学生将从阅读材料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

续写中，学生也理解了阅读和写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新的教学方法

表示认可，并更有信心。

在情感层面上，窄式阅读让学生阅读多个与主题相关的语篇材料，这些材料的主题也与

写作任务相一致。因此，当学生在深入理解阅读材料时，他们也以某种方式为写作做准备，

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学生对读后续写题型的畏难情绪。学生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在写作上付

出更多的努力。

在行为层面上，他们希望充分利用阅读材料来促进他们的写作，并在课后更频繁地阅读

与教材相关的语篇材料，更加愿意找同伴和老师讨论续写作品的修改。学生写作行为倾向的

转变，是因为他们现在对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续写应该遵循的标准，

并且知道如何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六、总结

本研究将窄式阅读输入理论应用于读后续写训练中，学生在进行窄式阅读练习时，选用

同一主题的阅读材料。该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自主概括归纳相关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的能力。

一方面，窄式阅读输入可以帮助学生加强语言知识的建构，还有利于学生丰富相关主题的知

识框架。另一方面，窄式阅读需要学生深度探究文本，了解背景信息知识和探究主题意义。

学生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可以在续写任务中进行输出转化，将总结归纳的语句、词法、句法和

表述技巧等运用于新的读后续写任务中。通过教学研究，笔者发现窄式阅读能够帮助学生在

面对较窄范围主题时减缓畏惧感、增强写作信心，对学生的词汇习得、语言知识和写作技巧

的掌握都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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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双减”背景下基于思维品质的高中英语作业优化设计典型案例

（丁胜银，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一、英语作业现状分析

为了探究“双减”政策初期高中英语作业设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笔者对常州市某学校

高二年级 6个班共 324名同学发放调查问卷，统计归纳出现阶段作业设计存在的核心问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如表一，该学校现阶段高二年级的作业设计不够科学合理。绝大多

数同学反映英语老师在最近两个月时间里布置的作业以反复操练考试题型为主，情境性和探

究型作业布置的相对较少；需要动手实践的作业涉及的不多；如表二，笔者对教师的作业设

计中最常运用的三种思维培养方式进行调查，教师所设计的作业涉及到了很多思维训练活动，

但教师未能多样化地使用多种思维品质方式。比较和分析的方式使用的较多，而观察和概念

构建则涉及的较少，这和教师平时布置较多的考试题型训练有关。



二、实施背景

《课程标准》指出，思维品质指思维在逻辑性、批判性、创新性等方面所表现的能力和

水平（教育部，2018）。高中生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的重要时期，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对于其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都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实，高中英语教学也迎来了全新的改革，尤其是作业的优化和设计

更成为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阵地。但作为高中英语教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双减”绝

不意味着对学生放松要求，而是用更优化的作业设计来减轻传统教学中学生过重的负担，培

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助推学生核心素养全面发展。

三、“双减”政策下高中作业优化设计策略

（一）作业设计注重过程性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学科，教师要让学生参与知识的获得、能力形成的过程，自然地提高

个人语言能力水平。

案例 1: 过程性作业的设计

作业目标:让学生学习终身发展必需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方法，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在分析问题究能力，乐于参加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活动，有运用研究方法的意识；保持探索科

学的兴趣与热情，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能获得成功感，能独立思考，勇于质疑，养成尊重事

实、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意识，树立正确的科学观，有振兴中华、将语言能力服务于人类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作业内容：牛津译林版教材必修三第四单元阅读 “Chinese Scientist wins 2015 Nobel

Prize”.

题 1：观看介绍屠呦呦的音像资料；

题 2：查阅、收集有关青蒿素的有关资料，并请你动手写写并思考，再用英语口头向父母和

朋友描述一下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

题 3：以小组为单位制作《屠呦呦与青蒿素》为主题的课题报告。

设计说明：课标、教材一直倡导英语作业不仅仅只有纸笔的习题，还有动手查阅资料，

写作等小课题等各类过程性作业。学生在完成这些作业的过程中学到知识，学会方法，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学生完成这些作业的过程中，教师要给予适当的指导，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团队协作，实现有效配合，提升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通过不同类型的作业让学生

在 “做中学、学中悟”。

（二）作业设计注重情境性

作业是学生英语思维品质培养的重要环节和载体。教师要设计真实的情景来说帮助学生

学会在在情景中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案例 2:

作业目标：该作业目标在于学生能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团队合作进行英文模拟求职面

试。学生在主题意义——“模拟求职面试”的引领下，该作业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



创新等一系列体现综合性、关联性和实践性等特点的英语学习活动，使学生基于已有的求职

类相关的语言点。依托课本中的语篇，在分析老师给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促进自

身语言知识学习、语言技能发展、文化内涵理解、多元思维发展、价值取向判断和学习策略

运用。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该作业能够为同学们树立与自己职业规划相符合的职业理想。

通过英文求职面试，让同学们的学习目标具象化，帮助学生消除学习带来的倦怠感。

作业内容：牛津译林版教材选择性必修四第三单元拓展阅读部分“Careers and Skills”，

以小组为单位设计模拟面试。

（1）教师引导学生完成思维导图的填空。通过该方式创设语境，激活学生于求职面试的认

知和经验；复习单元话题下的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帮助学生构建单元学习与应用框架；引

导学生完成模拟面试，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与能力。思维导图如下图：

（2）老师让学生将信息逻辑地组合起来，进行模拟面试。老师随机加入三个小组的会议，

帮助学生指导学生细化设计过程，在批判性地学习案例与提出改进建议的基础上，创造性地

合作完成小组方案。

设计说明：这看似是一次情境性的课程体验，但教师有意识地将本单元的知识点应用到

具体情境中，将学生将来可能面临的生活情境与英语语言和思维进行关联，将真实化的生活

情境式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模拟出来，并鼓励学生在面试过程中展示自己的优点，锻炼了学生

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通过网络信息搜索、分工合作等方式，建构词

汇语义网，完成学习项目，使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体会英文求职面试的场景，有助于学生学

习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的提高。

（三）设计实践创新型作业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考试形式的影响，高中英语作业往往以机械化、生硬化的选择题和填

空题为主。长期被这样的作业包裹，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必然会受到阻碍，严重

时甚至会产生抵触情绪。教师不妨根据学生的特长和兴趣，设计多样化的实践型作业，调动

学生多维化的感官系统，落实“生本课堂”下学生的主体地位，助推学生认知素养的不断提升。

案例 3：

作业目的：学生能够有能力识别高质量的手抄报；学生能够搜集和分类相关资料；学生

能够展示自己的作品以及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价；学生能够提升创新和合作能力。

作业内容：以牛津译林版教材选择性必修四第一单元为例，美术班教师可以设计这样的

实践型作业：做一份以为主题的英文版手抄报。同学们需要先调查有关“Honest and

Responsibility”的名言、俗语、歌曲、故事、诗歌、电影等等，并在手抄报上解释出自己的

观点。

设计说明：这项作业中，学生需要动手进行资料搜索，在尝试中“操作实践”，在抄写绘

画过程中积累英语语言素材，体会单元主题，多感官协同作用，将“Honest and Responsibility”

的相关表达都融入作业过程中，实现了手脑并用的协调和融通。此外，通过亲手查询资料，

可以找出学生们在信息加工和再生中的知识、技能和思维漏洞，强化信息处理能力。整个过



程中，教师没有一味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相关主题的表达，也没有用枯燥无味的练习题打击

学生学习兴趣，而是组织学生在自主思考和研讨的过程中积极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

的独特认知。正是在这种极具开放性和探究性的活动中，学生逐渐形成了从不同角度解决问

题的能力，成为英语学习真正的实践者和探究者。通过亲身实践完成 “Honest and

Responsibility”为主题的手抄报，有助于学生理性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结合所学知识进

行创新，深入思考个人的所作所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实现学科育人，知行合一。

四、总结

总而言之，“双减”政策促进了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的积极变革，英语教师也需要更新观

念、与时俱进，通过设计过程性、情境性作业、实践创新型作业不断优化作业设计，在积极

控制数量的和优化作业质量的基础上提升整体效益，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助推学生素养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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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窄式输入理论视域下英语以读促写教学策略研究

（丁胜银，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针对当前读后续写教学中面临的问题，本研究基于 Stephen D. Krashen的窄式输入理

论，结合具体教学实际，采取定性研究方法，以牛津译林版（2020）高中英语 Unit 2 Let’s Talk

Teens 单元为例进行窄式输入理论视角下的读后续写教学设计。研究发现，基于窄式输入理

论的读写设计有利于学生勇于面对同主题的读写任务，树立学生读写信心，认识到读写结合

的重要性，对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行之有效。

关键词：窄式输入理论；以读促写；单元主题

一．研究背景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中明确提出，教师应当在课堂上

积极创设与主题相关的语境，鼓励学生在主题意义引领的课堂上，掌握语言知识，增强语言

技能。（教育部，2020）教师在设计主题探究活动时，应当首先激发学生对该主题的兴趣，

再鼓励学生调动与主题相关的已有经验，将纳入的新知与相关的已有经验相结合，引导学生

深度拓展思维。

“读写分割”和“重写轻读”现象常见于当前读后续写的日常教学中。在阅读授课过程中，

教师或过于重视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讲解，或给学生提供框架模板以机械记忆。此类教学方法

使得学生在阅读有限的给定信息后，难以灵活运用大脑中积累的语言知识进行有效的续写；

甚至在面对大量需要记忆的语言知识后对续写失去信心。因此，笔者尝试将 Krashen的窄式

阅读输入理论应用于以读促写的课堂教学中，以期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读后续写教学模式，

发挥读与写的协同作用，提高高中生的综合语用能力。

二．Krashen的窄式输入理论

窄式阅读输入理论由 Krashen(1985)提出，指的是学习者阅读同一主题、同一作者或同

一种体裁的多个文本。该理论不是让学生接触各种主题、体裁或风格的文章，而是专注于较

窄的阅读范围。Krashen认为窄式输入阅读对二语习得行之有效。窄式阅读有助于读者在可

理解性更高的语境中习得语言结构和词汇，帮助读者积累相关主题的背景知识、词汇量和表

达方式，加深对相同或相似文本的理解。同时，背景知识的存储有利于对阅读中的相关新信

息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加快阅读过程，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该理论与当前我国课程标准所

倡导的主题意义引领下的语言学习活动观相一致。

三．窄式阅读视域下的读写教学设计示例

在窄式阅读输入理论的指导下，笔者进行了读后续写教学。教学分两个课时展开，第一

节课主要是由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窄式阅读，帮助学生形成可理解性语言知识和相关话题图式；

第二节课由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读后续写活动，将阅读所获得的语言输入转化为语言输出。

本研究选用的教学材料为译林出版社的普通高中英语教科书(2020)必修一第二单元，该单元

围绕“人与自我”中“亲子关系”的主题语境展开。本研究的主要教学设计思路如图一：

图一：窄式输入理论下以读促写课堂教学设计思路图



具体的教学流程如下：

1. 窄式阅读阶段

在窄式阅读阶段，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以下七个教学环节。该教学设计以“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为话题开展，所选取的窄式阅读材料来自于同主题的文本。

【步骤一：导入】

老师引出“亲子关系”的主题后，引导学生讨论以下话题：

(1). What is your opinion abou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2). What physical and mental changes did you experience as you become a teenager?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m?

讨论几分钟之后，教师邀请学生分享自己的观点。

设计意图：利用问题，激活学生已有的背景语言知识，导入主题，创设互动情境，拉近沟通

距离，激发学生对“亲子关系”问题的学习兴趣和感想，引导学生在该话题下讨论并思考，在

主题语境下沉浸式阅读。

【步骤二：阅读中】

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快速浏览第一篇文章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理解文章段

落的结构。接着，老师带领学生互相检查他们对于背景知识、文本结构、人物冲突、情节逻

辑和主题意义的理解掌握情况。然后，教师通过问题的引导来指导学生思考文章并完成表格。

问题如下：

(1). Wha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2).What’s the main plot of the passage? (analyze it from six elements:

who/what/when/where/why/how)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3). What happened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passage?

(4). Why do such conflicts occur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s?(analyze the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ckground, plot, characters of figures and theme)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以上问题，理清文章脉络，从背景知识、文本结构、

人物冲突、情节等方面来探索文本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意义，形成“亲子关系”主题下的语言图

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

【步骤三：阅读后】

学生结合老师提出的问题展开小组讨论，并分享自己阅读第一篇文章后的感悟，包括语

言层面和内容层面等。

(1). Ask students to write down their problem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put all the problems

collected in a box. Students can work with their partners. (pair work)

(2). Ask two students to go to the stage, and take a letter out of the box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help his/her classmates solve the problem.(Individual work )

(3). The teacher shares suggestions with students, e.g. “3C”: calm down, communicate and

compromise.

(4).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to note down any useful language and content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步骤四：总结与讨论】

教师启发学生做“小老师”，总结阅读所获，并在组内通过演讲的形式进行分享。



设计意图：在阅读后，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联系自身生活实际，思考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属于迁移创新活动，也是学科育人的具体表现。此外，通过小组讨论和汇报演讲的

形式给予了学生自由讨论和表达的空间，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自主探究能力和合作

能力。

【步骤五：作业布置】

(1). 运用第一篇阅读的学习方式学习另外两篇文章,并进一步思考课上针对第一篇文章所提

出的问题；

(2). 进一步梳理三篇文章中与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这一主题相关的语言知识、文化知

识和多元观点。

设计意图：课堂上，教师以第一篇文章为例引导学生在大脑中建立了有关“亲子关系”主题的

图式。课后，阅读其他两篇相同主题语境的文章则更为顺利，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也为下节课的续写训练铺垫。

2. 读后续写阶段

在这一阶段，教师主要引导学生完成五个教学环节。此次教学设计示例依然接着上节课

的“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话题开展。教学流程如下：

【步骤一：导入】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上节课布置阅读的文章，小组讨论三篇文章的主旨大意。

【步骤二：头脑风暴】

教师引导学生分享阅读另外两篇文章后的感想。分享过程中尽量使用与文章相关的词汇、

短语和句子。

设计意图：教师引导学生回顾脑海中的“语料库”，激活图式，为续写做好铺垫。

【步骤三：写作前活动】

教师以第二篇文章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为例，再运用第一篇语篇的分析思路引

导学生阅读并体会人物间的矛盾冲突、情感发展脉络和情节发展线索，并分角色排练演出剧

情。接着，布置学生根据刚刚已读部分内容预测后续情节发展走向。学生在组内讨论、思考，

形成情节框架和内容。然后，老师给学生展示语篇原作的结局走向，引导学生核实是否与自

己的预测一致，并思考如何在续写中得出合乎逻辑的情节预测。

设计意图：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小说的结尾，随后展示原作结尾，以此来帮助学生形成

合乎逻辑的观点，向作者思维靠拢。

【步骤四：写作中活动】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用第一篇的方法深度阅读第三个语篇，即莎士比亚戏剧 king Lear

选段，并像第二篇文章那样进行分角色表演。然后，教师引导学生运用从第二篇文章学习过

程中习得的预测方式完成第三篇文章的续写。

本文是莎士比亚戏剧 king Lear 选段，教师隐去高潮部分人物对话的结尾，引导学生自

主完成该场景的续写。（在课上用作阅读的片段讲的是老国王退休后要给三个女儿分土地，

大女儿和二女儿因为花言巧语而分得土地，小女儿却因真诚但不善言辞而不得老国王青睐。

呈现这个片段后，老师告诉学生，老国王被大女儿和二女儿排挤流落在外，在野外与来救他

的小女儿相逢，那么接下二人来会发生什么？本续写思路是多年后老国王和小女儿在危难中

重逢，通过沟通和行动证明了彼此真诚的爱。）

设计意图：写作环节，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完成续写。通过实践，将学生建立起来的较窄主题

下的语言图式应用于具体写作中。教师通过相关活动引导学生深度思考人物性格特征、人物

间冲突以及情节发展脉络，从而得出合乎逻辑的主题意义。

【步骤五：习作点评】

学生自我评价：写作完成后，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润色自己的作品。



同伴互评：小组讨论后，学生进行同伴互评，再次修改润色作品。

教师点评：教师给学生展示故事的合理结局，学生润色后再次上交作品。教师点评、分

享优秀作品。

设计意图：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相结合，优化学生的语言输出。教师评价要关注语言质量和

篇章结构，更要关注学生情节预测的合理性，这是学生作品优质与否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窄式阅读视角下的读后续写教学优化策略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首先在窄式阅读中进行语言积累和图式建构，然后完成同一主题

下的阅读和续写。窄式阅读下的读后续写教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同一主题下的语言知识积累和

图式构建。相同的主题背景有利于学生进行知识的正迁移，更加顺利地完成续写任务。将以

上的教学设计付诸实践后，笔者将窄式阅读与读后续写结合的课堂教学总结以下策略：

1. 增强选材趣味性，激发阅读动力

在日常教学中发现，学生在面对一篇读后续写的给定材料时，对文本的理解和情节的

预测，往往会有一种畏难情绪。所以，在窄式阅读的初期训练阶段，教师要尽量选择有趣的

阅读材料。王初明(2010)曾指出，有趣的阅读材料能够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的阅读输

入与输出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充分发挥读后续写的促学优势。该教学设计中，除了利用教材

语篇外，笔者还选择了在学生可理解范围内的短篇小说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和莎士

比亚戏剧 king Lear（节选）作为学生的续写练习材料。特别是戏剧，从最初阅读材料的理

解和人物关系的探寻，到话剧的排练演出，再到预设情节的续写，增强了学生对“亲子关系”

主题类语篇材料的兴趣，减弱了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了学生的内在的阅读动力，增强了学

生的写作信心。

2. 巧用同一主题语境，培养续写能力

Krashen对不同阶段外语学习、材料的选择做了详细的阐述：对外语初学者而言，他们

应当在一段时间内阅读同一主题下的文章或者同一作者所写的文章。在阅读了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 这篇文章之后，学生的大脑中已经建立了有关“亲子关系”相关的背景

知识和语言知识的语料库，此时教师给学生提供同一主题的语篇进行阅读，学生更容易熟悉

此类语篇结构，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入地探究主题意义，建立相关主题的图式网络。接着，在

已有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基础上，以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为例对学生进行续写情

节预测训练，并在课堂中核实推测是否合理，为接下来的 King Lear 续写任务做铺垫。King

Lear 与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体裁不同，但主题相同，通过重点章节的阅读和话剧表

演加深了学生对单元话题的深度思考。随后，笔者增加了读后续写练习，让学生在复杂的“亲

子关系”主题情境下激活思维，产生情感共鸣，从多角度预测故事的情节走向。通过这种方

式，学生不仅获得了语言知识，更通过窄式阅读与作者达成了情感共鸣，对情节的预测则更

为贴切、合乎逻辑。图二展示了本研究教学设计中的不同语篇之间的关系及其分别对学生读

写能力的建构作用。

图二：课堂教学设计中所涉及的不同语篇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



3. 巧设问题链，层进式思考

在读后续写的日常教学中，许多教师会设置问题链引导学生对给定阅读材料中的文章脉

络和情节发展进行思考，深度挖掘作者的思维逻辑和语言规律，探究文章的主题意义，从而

构建相关的语言图式。设置问题链时要注意循序渐进。首先，了解文章的基本信息，通过“who,

what,where,why, when, how”等六要素引导学生解读文本，帮助学生建立对故事情节的基本认

知。第二，理清小说或戏剧的情节发展，增强学生推测续写情节的逻辑性。第三，引导学生

分析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关系，使得学生的续写能符合给定信息中的人物关系、性格特征，与

原文的契合度更高。最后，教师通过上述问题链，引导学生探究出情节发展线，进而总结文

章的主题意义，从而顺利帮助学生根据提示合理地预测情节。教师通过设计一系列问题链引

导学生深度阅读，促进学生对主题意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学生的续写作品会更加契合原

文，符合原文的情节逻辑和人物关系，达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课堂中对戏剧 King Lear

的情节发展脉络如图三：

图三：戏剧 King Lear的情节发展脉络图

4. 建构图式，搭建“语言库”

图式是一种大脑中的抽象认知结构，即学习者利用先前掌握的语言知识或背景文化知识

来理解阅读文本或学习新知识。最为广泛使用的图式分类为三种，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

式图式。作为语言学习的基础，语言图式主要指词汇、句型等；内容图式主要指通过阅读，



学习者掌握的文化背景知识；形式图式主要是指不同文本的形式、组织结构等的相关知识。

窄式阅读视角下，学生阅读同主题下的多篇文章，形成与该主题相关的语言图式，内容

图式以及形式图式，建构出学生个人的“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当学生面对同主题的读后续

写题目时，自身的“语料库”可以帮助学生运用作者思维完成合乎逻辑的续写作品。阅读与续

写活动协同交互，通过阅读活动，学生可以获得图式。在已掌握文章中的词汇、背景信息之

后，学生得以理解文本中一些长难句，顺利推断和预测文章的发展。

因此，为培养与目标文章相应的图式、更有效地理解续写语篇，教师在设计读后续写课

堂时，可以引导学生窄式阅读同类主题下的多篇文章，再通过问题链等方法激活图式，从而

促进学生理解文章并高效地完成续写。

五．实践效果

本研究从窄式阅读输入的角度设计读后续写的课堂教学，随后的学生访谈表明学生在认

知层面上对写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同时，窄

式阅读的应用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输入，为写作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教师引导学生将从阅

读材料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续写中，学生也理解了阅读和写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更重要

的是，学生对新的教学方法表示认可，并更有信心。

在情感层面上，窄式阅读让学生阅读多个与主题相关的语篇材料，这些材料的主题也与

写作任务相一致。因此，当学生在深入理解阅读材料时，他们也以某种方式为写作做准备，

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学生对读后续写题型的畏难情绪。学生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在写作上付

出更多的努力。

在行为层面上，他们希望充分利用阅读材料来促进他们的写作，并在课后更频繁地阅读

与教材相关的语篇材料，更加愿意找同伴和老师讨论续写作品的修改。学生写作行为倾向的

转变，是因为他们现在对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续写应该遵循的标准，

并且知道如何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六．总结

本研究将窄式阅读输入理论应用于读后续写训练中，学生在进行窄式阅读练习时，选用

同一主题的阅读材料。该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自主概括归纳相关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的能力。

一方面，窄式阅读输入可以帮助学生加强语言知识的建构，还有利于学生丰富相关主题的知

识框架。另一方面，窄式阅读需要学生深度探究文本，了解背景信息知识和探究主题意义。

学生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可以在续写任务中进行输出转化，将总结归纳的语句、词法、句法和

表述技巧等运用于新的读后续写任务中。通过教学研究，笔者发现窄式阅读能够帮助学生在

面对较窄范围主题时减缓畏惧感、增强写作信心，对学生的词汇习得、语言知识和写作技巧

的掌握都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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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下英语读后续写教学策略研究

（丁胜银，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本文以 2024高考英语I卷读后续写真题为例，基于Labov叙事分析模式，以定性的研

究方法探究运用Labov叙事模式开展读后续写教学的相关策略和教学效果。经研究发现：该

模式下，学生通过六大叙事元素概括语篇基本信息，分析文章的情节走向，把握文章基调。

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语篇概括能力、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而且促进学生以整体的眼光分析

给定语篇，增强了学生的续文与前文的连贯性和融洽度，确保故事的协调性和完整性，有效

发展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关键词：拉波夫叙事模式；读后续写；英语课堂

一、问题的提出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 年版）》认为，英语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看、

写等语言技能。其中，作为接受技能之一的“阅读”和作为生产技能之一的“写作”在学生的英

语学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种语言技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学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奠定了基础。近年来，读后续写作为高考新题型受到广泛关注，而教师们对于读后续写题型

的评讲方式大多集中于梳理和概括给定信息、分析段首句、预测情节走向、优化语言描写等

浅层活动中。Labov叙事分析模式在西方叙事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Labov叙事模式可以帮

助学生通过学习叙事语篇的结构特征来建立话语意识，从而相应提高阅读效率和速度。因此，

学生在读后续写时，要将话语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的信息。因此，本研究以Labov叙

事模式为指导，以 2024 高考I卷续写真题的课堂指导为依托，探究以下问题：

（1）如何运用拉波夫叙事模式开展读后续写教学实践?

（2）拉波夫叙事模式指导下的读后续写教学效果如何?



二、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应用于读后续写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由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Labov&Woretsky (1967)提出，用以分析文

章的叙事结构。1972 年，Labov把篇章结构分析对象扩展到完整的口述故事。他指出，一个

叙事话语应该包含六个叙事要素——“点题”、“指向”、“进展”、“评议”、“结局”和“回应”，

这正是叙事话语的特征，也恰恰符合高考英语真题读后续写的“小故事”叙事风格。Labov的

这个分析模式是根据他对随便(casual)谈话中的自然叙述的研究提出来的。图 1 (Labov,1972)

概括了自然叙述的主要部分：

图 1：Labov自然叙述的主要部分及相互关系

从图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叙述的开始点是“指向”，接着便是“进展”，然后是“结局”，

最后是“回应”，“评议”渗透在“进展”和“结局”之中。叙事结构中的几个组成部分分别用来回

答各自的潜在问题。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六种叙事元素分析给定语篇、探究这些潜在问题的过

程中，学生会逐渐融入语篇、形成对语篇的整体性认知。叙事元素及其对应的潜在问题列举

如表 1：

表 1：叙事元素及其对应的潜在问题

Structural Elements Underlying Questions

Abstract What was this about?

Orientation who,when,what,where?

Complicating action What happened?

Evaluation So what?

Resolution What finally happened?

三、拉波夫叙事模式指导读后续写的教学策略与实践

笔者结合一节英语读后续写课堂，阐述基于拉波夫叙事模式组织的读后续写教学活动的

应用实践。本节课为 2024 高考英语I卷的读后续写指导课。该语篇的主题类属“人与自我”主

题语境下的“优秀品行”和“人与社会”主题语境下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的主题范

畴，涉及到“助人为乐”的话题。授课对象为高二学生，学生在以往的读后续写讲评课及日常

写作操练中已经接触过“助人为乐”话题的续写任务。基于拉波夫叙事模式，笔者设立了如下

教学目标：

（1）学生能够确定续篇写作文章的具体叙事元素；

（2）学生能够使用Labov模式分析书面叙事语篇；

（3）学生能够在语篇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续篇写作。

（4）学生能够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诚实守信，信守承诺，发扬乐于助人精神，通过

友善的行为促进社会文明和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原文情节：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在一次因风暴导致航班延误的情况下，为了赶上



最后一班前往布拉格的巴士，匆忙跳上一辆出租车，遇到了司机Gunter。虽然最初Gunter不

知道车站位置，但他通过打电话询问朋友后成功将作者送到车站。然而，到达时作者发现自

己没有现金，银行卡也无法使用，最终在车站找到取款机却显示故障，感到无助。所给文章

是长度为 325词的记叙文。

考生任务：考生需要认真阅读所给文章，以及所给的两段首句，理清文中涉及的

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故事情节等。同时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分析，完成两个段落

的续写。最终形成一篇情节完整，主题积极向上的完整文章。

在本节课中，教师将Labov叙事分析理论引入课堂，首先介绍Labov叙事分析的概念和

功能，为开展读后续写教学铺垫。具体要求如下：学生在阅读和理解给定语篇（输入）的基

础上写出一篇文章（输出）。一篇高质量的续写文章涉及语言输入和输出的一致性，这意味

着学生所写作文应该与给定语篇形成一个逻辑完整的故事，并且在语言风格上与给定语篇一

致，这就意味着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给定语篇进行系统性和全局性地分析。拉波夫叙事分析

模式从语篇基本信息、情节发展、逻辑联系等方面分析语篇，“能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原文大

意与脉络”（赵伟雯，2019），由此更好地把握作者写作意图，创作出符合原文基调的续写作

品。

1. 基于“点题”和“指向”，概括语篇基本信息

首先，教师为学生呈现“点题”的含义。“点题”指的是叙事者在正式叙述故事之前对故事

大意的简要概括，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点题”可能是故事标题，也可能是位于故事开头表

示故事梗概的一两句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每个叙事篇章都有明确的“点题”。

接着，教师要求学生说出“点题”在叙事话语中通常出现的地方，并提醒他们标题也是“点

题”的一种形式。但本节课所呈现的考题是没有标题的，文章第一句即谈到“我”偶遇 Gunter

的特殊的经历，这表明无论是给定语篇还是即将要续写的部分都应该强调“我”和Gunter的偶

遇令人印象深刻, 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教师在此时提问：

Question 1:What was the narration(of the story)about?

Answer : I met Gunter on a cold, wet and unforgettable evening in September.

Question 2:Why did the author put the “abstract” on the first line?

Answer 1: The author intended to arouse the reader's interest and curiosity.

Answer 2: The author intended to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tory.

在学生回答完毕后，教师抓住机会进行总结：作者将最能概括文章的一句话设置在文章

的第一句，由此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好奇心，并说明故事的发展趋势。

此外，“指向”是指叙述者对故事外部因素的描述，如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情境。

“指向”向读者呈现故事的背景信息。学生认为这个故事的“指向”比较简单明确，故事中的“点

题”和“指向”部分略有重复。故事发生在在九月的一个寒冷、潮湿的夜晚。人物包括“我”和

Gunter。背景活动是“我”因为飞机延迟需要赶去汽车站而和出租车司机Gunter相遇。为了引

导学生根据“指向”的概念寻找语篇中的关键信息，教师设计以下问题并要求学生完成图表填

空，图表填空如图 2所示。

（1）Where and when did the story happen?

（2）Who was involved in the story?

（3）Could you find any background activities?

图 2：拉波夫叙事分析图——“指向”部分要素关系图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主探究得出了给定语篇的“点题”和“指向”，并完成了拉波夫叙

事分析的前两个环节。“点题”的概念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保持了读者继续阅读故事的兴趣。

其次，“指向”可以表明故事的发展趋势。“点题”和“指向”的部分可以重复，比如时间和人物。

教师引导学生识别表示故事背景信息的单词和句子，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活动、背景或

其他基本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快速理解故事的基本信息，增强对故事的融入感，

为读后续写做好了铺垫。

2. 把握“进展”，挖掘“评价”，预测故事发展趋势

（1）理清情节逻辑关系，绘制情节发展线

“进展”是故事的中心部分，占据了故事的最大部分（周永鹏，2018）。在学生挖掘了给

定的语篇的基本信息后，教师引导学生再次阅读，理清故事的“进展”。“进展”是指故事的发

展过程。“进展”中的困难、矛盾或冲突是故事的关键点。“进展”通常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

系列叙事句子，包括人物的身体动作、对话、回答或想法等各种形式。在教学设计中，首先，

教师引导学生梳理故事的“进展”，包括主要的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教师在

此处设问：How did the story evolved?学生根据教师的问题引导，绘制情节发展脉络图（情节

发展脉络图与情绪发展脉络图融合，见下图 3）。

（2）深入挖掘人物性格，确定故事的总基调

除了“进展”，人物性格、环境的描述对故事的情节走向意义深重。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

发现，即使学生在理清语篇的基本信息之后还是难以把握人物性格和故事的总基调。因此，

“评价”的挖掘在确定文章基调这一环节中尤为重要。“评价”有多种表现形式。“评价”是叙述

者或人物对故事中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包括对故事的起因、过程、结果和目的中的要点的评

论（Labov,1972）。“评价”也可以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也可以是对人物性格和态度的

刻画（周永鹏，2018）。“评价”是对故事情节动态呈现的一种静态表现，对后续的续写情节

有很大的影响(Labov,1972)。

在呈现“评价”的概念后，教师要求学生识别描述人物心理活动、情感态度或性格特征的

句子。学生们发现第一段对于环境的描写——“a cold and wet evening”，给读者塑造了一种

寒冷潮湿的天气特征，往往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会发生一些令人感动的故事。例如：文中第一

段话语这样描述“The moment I got off the plane, I ran like crazy through the airport building and

jumped into the first taxi on the rank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该句包含了对人物心理活动的

描述，就是一种“评价”。“like crazy” 和“without a second thought”两个词表现了主人公在面

临赶不上末班车时的焦急心情。

最后，教师引导学生总结“评价”在给定语篇中的作用。“评价”是实现续写文章与给定话

语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特征方面的一致性的最关键的部分。文章开头对环境“评价”制造悬念，

吸引读者继续阅读。其次，对故事中人物的情绪、态度、性格和心理活动的“评价”，暗示了

故事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最后，“评价”帮助读者从人物的角度分析故事，达到更深层次的理



解。

为帮助学生准确地寻找到语篇中的“评价”部分，教师课堂中的问题设计如下：

Question: Could you find some words or expressions that could reveal the views and attitudes of

the narrator or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Students’ answer:

1 The scene where we met: a cold and wet evening.

2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f “me”: crazy;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3 Gunter’s facial expression: looked confused; looked at me with a big smile on his face.

根据教师的问题提示和引导，经过分析和讨论，学生按照老师的图表框架理清故事发展

的情节线和人物情绪变化线。在对“进展”和“评价”两个叙事元素进行综合分析后，学生根据

问题提示绘制故事发展的情节线和人物情绪变化线如下图 3 所示：

图 3：拉波夫叙事分析图——“进展”&“评价”部分要素关系图

经过研究发现，学生能够根据老师的问题提示梳理给定语篇故事中的“进展”，并提示后

续故事情节的方向。学生根据已经绘制的情节发展线进行填空，把握文章脉络。接着，根据

老师的问题，学生对原文中的“评价”话语进行挖掘，绘制情绪发展线，揭示人物的心理和性

格特征，确定文章基调。“评价”有助于实现续写文章与给定话语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特征方面

的一致性。

3. 融合叙事元素，推测“结局”发展

“结局”是一系列事件的最终结果和影响。“结局”表示矛盾或冲突的结果、人物的结局、

写作目的的达成或失败。“结局”是对故事中心冲突的描述，标志着叙事的结束。学生根据教

师的引导绘制情节线和情绪线之后，对文章的情节发展有了大致的梳理。高考英语读后续写

题型的出题人会在段首句给予学生关于情节走向的提示。例如：在 2024 年高考英语I卷真题

中，第一段提示如下：I ran back to Gunter and told him the bad news. 第二段提示如下：Four

days later, when I was back in Vienna, l called Gunter as promised.学生在讨论后认为，续写文章

第一段应该重点描写我去寻求Gunter的帮助。但学生会产生疑问，Gunter到底有没有帮助主

人公。此时，教师提醒学生注意续写第二句的段首句的提示：我返回维也纳并给Gunter打了

电话，由此可以推断第一段需要涉及到Gunter帮助“我”的动作及心理描写，以及从“promise”

一词可以推断出我向Gunter允诺“我”会如期赴约还钱。。

教师通过对给定语篇的分析，引导学生合理预测故事的“结局”。同学们一致认为这个故

事的关键在于机器出故障了，“我”无法支付车费。因此，向Gunter 寻求“解决”应该是处理这

个问题的最终状态。在安排猜测情节走向的教学活动时，可以根据段首句设计一连串的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动作，以帮助学生科学而合理地预测结局。



问题设计如图 4：

图 4：拉波夫叙事分析图——推测“结局”的问题设计

此外，在续写作品中，很多学生会增加一句感触类的话语来升华主题，这类话语对应到

拉波夫叙事模式中即为“回应”。“回应”是叙述者通过故事揭示的真相，也可以是故事的结果

或结局对现实的影响。“回应”是人物从故事中的事件或活动中学到的真理或感叹。此外，“回

应”是故事对读者的价值和相关意义（赵伟雯，2019）。“回应”是故事主题的升华，可能是故

事结尾的一两句话，与故事主题相对应。

在日常的续写联系中，学生在阅读了一篇令人感触颇深的文章后往往很容易产生恰当而

正能量的感叹，但在语言表述上却略显拙荆见肘。教师可以在备课过程中将同一主题可能用

到的升华句类型总结起来，方便学生的识记与应用。在本节课中，教师提前准备好“助人为

乐”话题的升华类句型表达，提示学生可以根据这类句型加以改编和创新，为己所用。教师

在课前准备的句型示例见文章附录 1。

4. 总结完善，优化作业，迁移创新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所学内容，根据Labov自然叙事的关系图，将本节课分析到的叙事元

素及其所涉及到的语篇中的具体的关键词填写到关系图表中，目的是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六个

Labov叙事要素之间的联系，回顾本节课将拉波夫叙事模式应用于读后续写的全过程。在课

堂的结尾，学生完成图表填空后，教师布置作业任务，要求学生在图表的基础上撰写续写作

文。此外，学生根据本节课所学内容，在课后阅读一篇短篇小说，并应用拉波夫叙事模式和

班级同学分享其中的话语叙事。教师通过作业的优化设计巩固了学生利用拉波夫叙事模式分

析推理语篇的能力，也提升了学生思维的逻辑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教师设计的总结图表如

图 5：

图 5：基于拉波夫模式分析叙述的主要部分及相互关系的课堂总结



四、实践效果与反思

本文探究将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应用于读后续写教学的策略。研究发现，教师通过“点

题”和“指向”可以有效助力学生把握文章基本信息，提高学生的语篇概括能力；通过探究“进

展”可以掌握给定语篇的情节发展，提高学生的语篇分析能力；通过对“评议”、“结局”和“回

应”的思考，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对情节的预测能力和推理能力；引导学生基于给定语篇的掌

握进行读后续写，提高了学生的语篇叙述能力。此外，教师应强调“评议”在叙事话语中的重

要性。“评价”是人物或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帮助学生理解叙述者的思想和意图。此外，有效

实现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对读后续写的育人价值，离不开教师对理论的科学认知、深入分析、

合理调整以及灵活地运用。为解决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困境，本文结合 2024年高考英

语真题，以拉波夫叙事模式指导日常写作教学，以期为广大英语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思路和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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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窄式输入理论视域下英语以读促写教学策略研究

（丁胜银，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针对当前读后续写教学中面临的问题，本研究基于 Stephen D. Krashen的窄式输入理

论，结合具体教学实际，采取定性研究方法，以牛津译林版（2020）高中英语 Unit 2 Let’s Talk

Teens 单元为例进行窄式输入理论视角下的读后续写教学设计。研究发现，基于窄式输入理

论的读写设计有利于学生勇于面对同主题的读写任务，树立学生读写信心，认识到读写结合

的重要性，对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行之有效。

关键词：窄式输入理论；以读促写；单元主题

一．研究背景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中明确提出，教师应当在课堂上

积极创设与主题相关的语境，鼓励学生在主题意义引领的课堂上，掌握语言知识，增强语言

技能。（教育部，2020）教师在设计主题探究活动时，应当首先激发学生对该主题的兴趣，

再鼓励学生调动与主题相关的已有经验，将纳入的新知与相关的已有经验相结合，引导学生

深度拓展思维。

“读写分割”和“重写轻读”现象常见于当前读后续写的日常教学中。在阅读授课过程中，

教师或过于重视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讲解，或给学生提供框架模板以机械记忆。此类教学方法

使得学生在阅读有限的给定信息后，难以灵活运用大脑中积累的语言知识进行有效的续写；

甚至在面对大量需要记忆的语言知识后对续写失去信心。因此，笔者尝试将 Krashen的窄式

阅读输入理论应用于以读促写的课堂教学中，以期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读后续写教学模式，

发挥读与写的协同作用，提高高中生的综合语用能力。

二．Krashen的窄式输入理论

窄式阅读输入理论由 Krashen(1985)提出，指的是学习者阅读同一主题、同一作者或同

一种体裁的多个文本。该理论不是让学生接触各种主题、体裁或风格的文章，而是专注于较

窄的阅读范围。Krashen认为窄式输入阅读对二语习得行之有效。窄式阅读有助于读者在可

理解性更高的语境中习得语言结构和词汇，帮助读者积累相关主题的背景知识、词汇量和表

达方式，加深对相同或相似文本的理解。同时，背景知识的存储有利于对阅读中的相关新信



息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加快阅读过程，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该理论与当前我国课程标准所

倡导的主题意义引领下的语言学习活动观相一致。

三．窄式阅读视域下的读写教学设计示例

在窄式阅读输入理论的指导下，笔者进行了读后续写教学。教学分两个课时展开，第一

节课主要是由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窄式阅读，帮助学生形成可理解性语言知识和相关话题图式；

第二节课由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读后续写活动，将阅读所获得的语言输入转化为语言输出。

本研究选用的教学材料为译林出版社的普通高中英语教科书(2020)必修一第二单元，该单元

围绕“人与自我”中“亲子关系”的主题语境展开。本研究的主要教学设计思路如图一：

图一：窄式输入理论下以读促写课堂教学设计思路图

具体的教学流程如下：

1. 窄式阅读阶段

在窄式阅读阶段，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以下七个教学环节。该教学设计以“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为话题开展，所选取的窄式阅读材料来自于同主题的文本。

【步骤一：导入】

老师引出“亲子关系”的主题后，引导学生讨论以下话题：

(1). What is your opinion abou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2). What physical and mental changes did you experience as you become a teenager?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m?

讨论几分钟之后，教师邀请学生分享自己的观点。

设计意图：利用问题，激活学生已有的背景语言知识，导入主题，创设互动情境，拉近沟通

距离，激发学生对“亲子关系”问题的学习兴趣和感想，引导学生在该话题下讨论并思考，在

主题语境下沉浸式阅读。

【步骤二：阅读中】

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快速浏览第一篇文章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理解文章段

落的结构。接着，老师带领学生互相检查他们对于背景知识、文本结构、人物冲突、情节逻

辑和主题意义的理解掌握情况。然后，教师通过问题的引导来指导学生思考文章并完成表格。



问题如下：

(1). Wha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2).What’s the main plot of the passage? (analyze it from six elements:

who/what/when/where/why/how)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3). What happened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passage?

(4). Why do such conflicts occur between the main characters?(analyze the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ckground, plot, characters of figures and theme)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以上问题，理清文章脉络，从背景知识、文本结构、

人物冲突、情节等方面来探索文本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意义，形成“亲子关系”主题下的语言图

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

【步骤三：阅读后】

学生结合老师提出的问题展开小组讨论，并分享自己阅读第一篇文章后的感悟，包括语

言层面和内容层面等。

(1). Ask students to write down their problem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put all the problems

collected in a box. Students can work with their partners. (pair work)

(2). Ask two students to go to the stage, and take a letter out of the box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help his/her classmates solve the problem.(Individual work )

(3). The teacher shares suggestions with students, e.g. “3C”: calm down, communicate and

compromise.

(4).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to note down any useful language and content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步骤四：总结与讨论】

教师启发学生做“小老师”，总结阅读所获，并在组内通过演讲的形式进行分享。

设计意图：在阅读后，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联系自身生活实际，思考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属于迁移创新活动，也是学科育人的具体表现。此外，通过小组讨论和汇报演讲的

形式给予了学生自由讨论和表达的空间，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自主探究能力和合作

能力。

【步骤五：作业布置】

(1). 运用第一篇阅读的学习方式学习另外两篇文章,并进一步思考课上针对第一篇文章所提

出的问题；

(2). 进一步梳理三篇文章中与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这一主题相关的语言知识、文化知

识和多元观点。

设计意图：课堂上，教师以第一篇文章为例引导学生在大脑中建立了有关“亲子关系”主题的

图式。课后，阅读其他两篇相同主题语境的文章则更为顺利，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也为下节课的续写训练铺垫。

2. 读后续写阶段

在这一阶段，教师主要引导学生完成五个教学环节。此次教学设计示例依然接着上节课

的“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话题开展。教学流程如下：

【步骤一：导入】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上节课布置阅读的文章，小组讨论三篇文章的主旨大意。



【步骤二：头脑风暴】

教师引导学生分享阅读另外两篇文章后的感想。分享过程中尽量使用与文章相关的词汇、

短语和句子。

设计意图：教师引导学生回顾脑海中的“语料库”，激活图式，为续写做好铺垫。

【步骤三：写作前活动】

教师以第二篇文章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为例，再运用第一篇语篇的分析思路引

导学生阅读并体会人物间的矛盾冲突、情感发展脉络和情节发展线索，并分角色排练演出剧

情。接着，布置学生根据刚刚已读部分内容预测后续情节发展走向。学生在组内讨论、思考，

形成情节框架和内容。然后，老师给学生展示语篇原作的结局走向，引导学生核实是否与自

己的预测一致，并思考如何在续写中得出合乎逻辑的情节预测。

设计意图：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小说的结尾，随后展示原作结尾，以此来帮助学生形成

合乎逻辑的观点，向作者思维靠拢。

【步骤四：写作中活动】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用第一篇的方法深度阅读第三个语篇，即莎士比亚戏剧 king Lear

选段，并像第二篇文章那样进行分角色表演。然后，教师引导学生运用从第二篇文章学习过

程中习得的预测方式完成第三篇文章的续写。

本文是莎士比亚戏剧 king Lear 选段，教师隐去高潮部分人物对话的结尾，引导学生自

主完成该场景的续写。（在课上用作阅读的片段讲的是老国王退休后要给三个女儿分土地，

大女儿和二女儿因为花言巧语而分得土地，小女儿却因真诚但不善言辞而不得老国王青睐。

呈现这个片段后，老师告诉学生，老国王被大女儿和二女儿排挤流落在外，在野外与来救他

的小女儿相逢，那么接下二人来会发生什么？本续写思路是多年后老国王和小女儿在危难中

重逢，通过沟通和行动证明了彼此真诚的爱。）

设计意图：写作环节，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完成续写。通过实践，将学生建立起来的较窄主题

下的语言图式应用于具体写作中。教师通过相关活动引导学生深度思考人物性格特征、人物

间冲突以及情节发展脉络，从而得出合乎逻辑的主题意义。

【步骤五：习作点评】

学生自我评价：写作完成后，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润色自己的作品。

同伴互评：小组讨论后，学生进行同伴互评，再次修改润色作品。

教师点评：教师给学生展示故事的合理结局，学生润色后再次上交作品。教师点评、分

享优秀作品。

设计意图：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相结合，优化学生的语言输出。教师评价要关注语言质量和

篇章结构，更要关注学生情节预测的合理性，这是学生作品优质与否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窄式阅读视角下的读后续写教学优化策略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首先在窄式阅读中进行语言积累和图式建构，然后完成同一主题

下的阅读和续写。窄式阅读下的读后续写教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同一主题下的语言知识积累和

图式构建。相同的主题背景有利于学生进行知识的正迁移，更加顺利地完成续写任务。将以

上的教学设计付诸实践后，笔者将窄式阅读与读后续写结合的课堂教学总结以下策略：

1. 增强选材趣味性，激发阅读动力

在日常教学中发现，学生在面对一篇读后续写的给定材料时，对文本的理解和情节的

预测，往往会有一种畏难情绪。所以，在窄式阅读的初期训练阶段，教师要尽量选择有趣的

阅读材料。王初明(2010)曾指出，有趣的阅读材料能够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的阅读输

入与输出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充分发挥读后续写的促学优势。该教学设计中，除了利用教材

语篇外，笔者还选择了在学生可理解范围内的短篇小说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和莎士

比亚戏剧 king Lear（节选）作为学生的续写练习材料。特别是戏剧，从最初阅读材料的理



解和人物关系的探寻，到话剧的排练演出，再到预设情节的续写，增强了学生对“亲子关系”

主题类语篇材料的兴趣，减弱了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了学生的内在的阅读动力，增强了学

生的写作信心。

2. 巧用同一主题语境，培养续写能力

Krashen对不同阶段外语学习、材料的选择做了详细的阐述：对外语初学者而言，他们

应当在一段时间内阅读同一主题下的文章或者同一作者所写的文章。在阅读了 Strangers

under the Same Roof? 这篇文章之后，学生的大脑中已经建立了有关“亲子关系”相关的背景

知识和语言知识的语料库，此时教师给学生提供同一主题的语篇进行阅读，学生更容易熟悉

此类语篇结构，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入地探究主题意义，建立相关主题的图式网络。接着，在

已有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基础上，以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为例对学生进行续写情

节预测训练，并在课堂中核实推测是否合理，为接下来的 King Lear 续写任务做铺垫。King

Lear 与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体裁不同，但主题相同，通过重点章节的阅读和话剧表

演加深了学生对单元话题的深度思考。随后，笔者增加了读后续写练习，让学生在复杂的“亲

子关系”主题情境下激活思维，产生情感共鸣，从多角度预测故事的情节走向。通过这种方

式，学生不仅获得了语言知识，更通过窄式阅读与作者达成了情感共鸣，对情节的预测则更

为贴切、合乎逻辑。图二展示了本研究教学设计中的不同语篇之间的关系及其分别对学生读

写能力的建构作用。

图二：课堂教学设计中所涉及的不同语篇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

3. 巧设问题链，层进式思考

在读后续写的日常教学中，许多教师会设置问题链引导学生对给定阅读材料中的文章脉

络和情节发展进行思考，深度挖掘作者的思维逻辑和语言规律，探究文章的主题意义，从而

构建相关的语言图式。设置问题链时要注意循序渐进。首先，了解文章的基本信息，通过“who,

what,where,why, when, how”等六要素引导学生解读文本，帮助学生建立对故事情节的基本认

知。第二，理清小说或戏剧的情节发展，增强学生推测续写情节的逻辑性。第三，引导学生

分析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关系，使得学生的续写能符合给定信息中的人物关系、性格特征，与

原文的契合度更高。最后，教师通过上述问题链，引导学生探究出情节发展线，进而总结文

章的主题意义，从而顺利帮助学生根据提示合理地预测情节。教师通过设计一系列问题链引

导学生深度阅读，促进学生对主题意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学生的续写作品会更加契合原

文，符合原文的情节逻辑和人物关系，达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课堂中对戏剧 King Lear

的情节发展脉络如图三：



图三：戏剧 King Lear的情节发展脉络图

4. 建构图式，搭建“语言库”

图式是一种大脑中的抽象认知结构，即学习者利用先前掌握的语言知识或背景文化知识

来理解阅读文本或学习新知识。最为广泛使用的图式分类为三种，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

式图式。作为语言学习的基础，语言图式主要指词汇、句型等；内容图式主要指通过阅读，

学习者掌握的文化背景知识；形式图式主要是指不同文本的形式、组织结构等的相关知识。

窄式阅读视角下，学生阅读同主题下的多篇文章，形成与该主题相关的语言图式，内容

图式以及形式图式，建构出学生个人的“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当学生面对同主题的读后续

写题目时，自身的“语料库”可以帮助学生运用作者思维完成合乎逻辑的续写作品。阅读与续

写活动协同交互，通过阅读活动，学生可以获得图式。在已掌握文章中的词汇、背景信息之

后，学生得以理解文本中一些长难句，顺利推断和预测文章的发展。

因此，为培养与目标文章相应的图式、更有效地理解续写语篇，教师在设计读后续写课

堂时，可以引导学生窄式阅读同类主题下的多篇文章，再通过问题链等方法激活图式，从而

促进学生理解文章并高效地完成续写。

五．实践效果

本研究从窄式阅读输入的角度设计读后续写的课堂教学，随后的学生访谈表明学生在认

知层面上对写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同时，窄

式阅读的应用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输入，为写作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教师引导学生将从阅

读材料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续写中，学生也理解了阅读和写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更重要

的是，学生对新的教学方法表示认可，并更有信心。

在情感层面上，窄式阅读让学生阅读多个与主题相关的语篇材料，这些材料的主题也与

写作任务相一致。因此，当学生在深入理解阅读材料时，他们也以某种方式为写作做准备，

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学生对读后续写题型的畏难情绪。学生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在写作上付



出更多的努力。

在行为层面上，他们希望充分利用阅读材料来促进他们的写作，并在课后更频繁地阅读

与教材相关的语篇材料，更加愿意找同伴和老师讨论续写作品的修改。学生写作行为倾向的

转变，是因为他们现在对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续写应该遵循的标准，

并且知道如何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六．总结

本研究将窄式阅读输入理论应用于读后续写训练中，学生在进行窄式阅读练习时，选用

同一主题的阅读材料。该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自主概括归纳相关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的能力。

一方面，窄式阅读输入可以帮助学生加强语言知识的建构，还有利于学生丰富相关主题的知

识框架。另一方面，窄式阅读需要学生深度探究文本，了解背景信息知识和探究主题意义。

学生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可以在续写任务中进行输出转化，将总结归纳的语句、词法、句法和

表述技巧等运用于新的读后续写任务中。通过教学研究，笔者发现窄式阅读能够帮助学生在

面对较窄范围主题时减缓畏惧感、增强写作信心，对学生的词汇习得、语言知识和写作技巧

的掌握都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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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下英语读后续写教学策略研究



（丁胜银，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摘要：本文以 2024高考英语I卷读后续写真题为例，基于Labov叙事分析模式，以定性的研

究方法探究运用Labov叙事模式开展读后续写教学的相关策略和教学效果。研究发现：该模

式下，学生通过六大叙事元素概括语篇基本信息，预测文章的情节，把握文章基调。这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语篇概括能力、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而且促进学生以整体的眼光分析给定语

篇，增强了学生的续文与前文的连贯性和融洽度，确保故事的协调性和完整性，有效发展了

学生的核心素养。

关键词：拉波夫叙事模式；读后续写；英语课堂

一、问题的提出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 年版）》认为，英语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看、

写等语言技能。其中，作为接受技能之一的“阅读”和作为生产技能之一的“写作”在学生的英

语学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种语言技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学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奠定了基础。近年来，读后续写作为高考新题型受到广泛关注，而教师们对于读后续写题型

的评讲方式大多集中于梳理和概括给定信息、分析段首句、预测情节走向、优化语言描写等

浅层活动中。Labov叙事分析模式在西方叙事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Labov叙事模式可以帮

助学生通过学习叙事语篇的结构特征来建立话语意识，从而相应提高阅读效率和速度。因此，

学生在读后续写时，要将话语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的信息。因此，本研究以Labov叙

事模式为指导，以 2024 高考I卷续写真题的课堂指导为依托，探究以下问题：

（1）如何运用拉波夫叙事模式开展读后续写教学实践?

（2）拉波夫叙事模式指导下的读后续写教学效果如何?

二、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应用于读后续写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由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Labov&Woretsky (1967)提出，用以分析文

章的叙事结构。1972 年，Labov把篇章结构分析对象扩展到完整的口述故事。他指出，一个

叙事话语应该包含六个叙事要素——“点题”、“指向”、“进展”、“评议”、“结局”和“回应”，

这正是叙事话语的特征，也恰恰符合高考英语真题读后续写的“小故事”叙事风格。Labov

的这个分析模式是根据他对随便 (casual)谈话中的自然叙述的研究提出来的。图 1

(Labov,1972)概括了自然叙述的主要部分：

图 1：Labov自然叙述的主要部分及相互关系

从图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叙述的开始点是“指向”，接着便是“进展”，然后是“结局”，

最后是“回应”，“评议”渗透在“进展”和“结局”之中。叙事结构中的几个组成部分分别用来回

答各自的潜在问题。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六种叙事元素分析给定语篇、探究这些潜在问题的过

程中，学生会逐渐融入语篇、形成对语篇的整体性认知。叙事元素及其对应的潜在问题列举



如表 1：

表 1：叙事元素及其对应的潜在问题

Structural Elements Underlying Questions

Abstract What was this about?

Orientation who,when,what,where?

Complicating action What happened?

Evaluation So what?

Resolution What finally happened?

三、拉波夫叙事模式指导读后续写的教学策略与实践

笔者结合一节英语读后续写课堂，阐述基于拉波夫叙事模式组织的读后续写教学活动的

应用实践。本节课为 2024 高考英语I卷的读后续写指导课。该语篇的主题类属“人与自我”主

题语境下的“优秀品行”和“人与社会”主题语境下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的主题范

畴，涉及到“助人为乐”的话题。授课对象为高二学生，学生在以往的读后续写讲评课及日常

写作操练中已经接触过“助人为乐”话题的续写任务。基于拉波夫叙事模式，笔者设立了如下

教学目标：

（1）学生能够确定续篇写作文章的具体叙事元素；

（2）学生能够使用Labov模式分析书面叙事语篇；

（3）学生能够在语篇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续篇写作。

（4）学生能够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诚实守信，信守承诺，发扬乐于助人精神，通过

友善的行为促进社会文明和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原文情节：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在一次因风暴导致航班延误的情况下，为了赶上

最后一班前往布拉格的巴士，匆忙跳上一辆出租车，遇到了司机Gunter。虽然最初Gunter不

知道车站位置，但他通过打电话询问朋友后成功将作者送到车站。然而，到达时作者发现自

己没有现金，银行卡也无法使用，最终在车站找到取款机却显示故障，感到无助。所给文章

是长度为 325词的记叙文。

考生任务：考生需要认真阅读所给文章，以及所给的两段首句，理清文中涉及的

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故事情节等。同时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分析，完成两个段落

的续写。最终形成一篇情节完整，主题积极向上的完整文章。

在本节课中，教师将Labov叙事分析理论引入课堂，首先介绍Labov叙事分析的概念和

功能，为开展读后续写教学铺垫。具体要求如下：学生在阅读和理解给定语篇（输入）的基

础上写出一篇文章（输出）。一篇高质量的续写文章涉及语言输入和输出的一致性，这意味

着学生所写作文应该与给定语篇形成一个逻辑完整的故事，并且在语言风格上与给定语篇一

致，这就意味着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给定语篇进行系统性和全局性地分析。拉波夫叙事分析

模式从语篇基本信息、情节发展、逻辑联系等方面分析语篇，“能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原文大

意与脉络”（赵伟雯，2019），由此更好地把握作者写作意图，创作出符合原文基调的续写作

品。

1. 基于“点题”和“指向”，概括语篇基本信息

首先，教师为学生呈现“点题”的含义。“点题”指的是叙事者在正式叙述故事之前对故事

大意的简要概括，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点题”可能是故事标题，也可能是位于故事开头表

示故事梗概的一两句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每个叙事篇章都有明确的“点题”。

接着，教师要求学生说出“点题”在叙事话语中通常出现的地方，并提醒他们标题也是“点

题”的一种形式。但本节课所呈现的考题是没有标题的，文章第一句即谈到“我”偶遇 Gunter

的特殊的经历，这表明无论是给定语篇还是即将要续写的部分都应该强调“我”和Gunter的偶

遇令人印象深刻, 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教师在此时提问：



Question 1:What was the narration(of the story)about?

Answer : I met Gunter on a cold, wet and unforgettable evening in September.

Question 2:Why did the author put the “abstract” on the first line?

Answer 1: The author intended to arouse the reader's interest and curiosity.

Answer 2: The author intended to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tory.

在学生回答完毕后，教师抓住机会进行总结：作者将最能概括文章的一句话设置在文章

的第一句，由此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好奇心，并说明故事的发展趋势。

此外，“指向”是指叙述者对故事外部因素的描述，如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情境。

“指向”向读者呈现故事的背景信息。学生认为这个故事的“指向”比较简单明确，故事中的“点

题”和“指向”部分略有重复。故事发生在在九月的一个寒冷、潮湿的夜晚。人物包括“我”和

Gunter。背景活动是“我”因为飞机延迟需要赶去汽车站而和出租车司机Gunter相遇。为了引

导学生根据“指向”的概念寻找语篇中的关键信息，教师设计以下问题并要求学生完成图表填

空，图表填空如图 2所示。

（1）Where and when did the story happen?

（2）Who was involved in the story?

（3）Could you find any background activities?

图 2：拉波夫叙事分析图——“指向”部分要素关系图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主探究得出了给定语篇的“点题”和“指向”，并完成了拉波夫叙

事分析的前两个环节。“点题”的概念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保持了读者继续阅读故事的兴趣。

其次，“指向”可以表明故事的发展趋势。“点题”和“指向”的部分可以重复，比如时间和人物。

教师引导学生识别表示故事背景信息的单词和句子，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活动、背景或

其他基本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快速理解故事的基本信息，增强对故事的融入感，

为读后续写做好了铺垫。

2. 把握“进展”，挖掘“评价”，预测故事发展趋势

（1）理清情节逻辑关系，绘制情节发展线

“进展”是故事的中心部分，占据了故事的最大部分（周永鹏，2018）。在学生挖掘了给

定的语篇的基本信息后，教师引导学生再次阅读，理清故事的“进展”。“进展”是指故事的发

展过程。“进展”中的困难、矛盾或冲突是故事的关键点。“进展”通常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

系列叙事句子，包括人物的身体动作、对话、回答或想法等各种形式。在教学设计中，首先，

教师引导学生梳理故事的“进展”，包括主要的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教师在

此处设问：How did the story evolved?学生根据教师的问题引导，绘制情节发展脉络图（情节

发展脉络图与情绪发展脉络图融合，见下图 3）。

（2）深入挖掘人物性格，确定故事的总基调



除了“进展”，人物性格、环境的描述对故事的情节走向意义深重。在以往的教学实践

中发现，即使学生在理清语篇的基本信息之后还是难以把握人物性格和故事的总基调。因此，

“评价”的挖掘在确定文章基调这一环节中尤为重要。“评价”有多种表现形式。“评价”是叙述

者或人物对故事中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包括对故事的起因、过程、结果和目的中的要点的评

论（Labov,1972）。“评价”也可以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也可以是对人物性格和态度的

刻画（周永鹏，2018）。“评价”是对故事情节动态呈现的一种静态表现，对后续的续写情节

有很大的影响(Labov,1972)。

在呈现“评价”的概念后，教师要求学生识别描述人物心理活动、情感态度或性格特征的

句子。学生们发现第一段对于环境的描写——“a cold and wet evening”，给读者塑造了一种

寒冷潮湿的天气特征，往往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会发生一些令人感动的故事。例如：文中第一

段话语这样描述“The moment I got off the plane, I ran like crazy through the airport building and

jumped into the first taxi on the rank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该句包含了对人物心理活动的

描述，就是一种“评价”。“like crazy” 和“without a second thought”两个词表现了主人公在面

临赶不上末班车时的焦急心情。

最后，教师引导学生总结“评价”在给定语篇中的作用。“评价”是实现续写文章与给定话

语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特征方面的一致性的最关键的部分。文章开头对环境“评价”制造悬念，

吸引读者继续阅读。其次，对故事中人物的情绪、态度、性格和心理活动的“评价”，暗示了

故事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最后，“评价”帮助读者从人物的角度分析故事，达到更深层次的理

解。

为帮助学生准确地寻找到语篇中的“评价”部分，教师课堂中的问题设计如下：

Question: Could you find some words or expressions that could reveal the views and attitudes of

the narrator or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Students’ answer:

1 The scene where we met: a cold and wet evening.

2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f “me”: crazy;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3 Gunter’s facial expression: looked confused; looked at me with a big smile on his face.

根据教师的问题提示和引导，经过分析和讨论，学生按照老师的图表框架理清故事发展

的情节线和人物情绪变化线。在对“进展”和“评价”两个叙事元素进行综合分析后，学生根据

问题提示绘制故事发展的情节线和人物情绪变化线如下图 3 所示：

图 3：拉波夫叙事分析图——“进展”&“评价”部分要素关系图

经过研究发现，学生能够根据老师的问题提示梳理给定语篇故事中的“进展”，并提示后

续故事情节的方向。学生根据已经绘制的情节发展线进行填空，把握文章脉络。接着，根据

老师的问题，学生对原文中的“评价”话语进行挖掘，绘制情绪发展线，揭示人物的心理和性



格特征，确定文章基调。“评价”有助于实现续写文章与给定话语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特征方面

的一致性。

3. 融合叙事元素，推测“结局”发展

“结局”是一系列事件的最终结果和影响。“结局”表示矛盾或冲突的结果、人物的结局、

写作目的的达成或失败。“结局”是对故事中心冲突的描述，标志着叙事的结束。学生根据教

师的引导绘制情节线和情绪线之后，对文章的情节发展有了大致的梳理。高考英语读后续写

题型的出题人会在段首句给予学生关于情节走向的提示。例如：在 2024 年高考英语I卷真题

中，第一段提示如下：I ran back to Gunter and told him the bad news. 第二段提示如下：Four

days later, when I was back in Vienna, l called Gunter as promised.学生在讨论后认为，续写文章

第一段应该重点描写我去寻求Gunter的帮助。但学生会产生疑问，Gunter到底有没有帮助主

人公。此时，教师提醒学生注意续写第二句的段首句的提示：我返回维也纳并给Gunter打了

电话，由此可以推断第一段需要涉及到Gunter帮助“我”的动作及心理描写，以及从“promise”

一词可以推断出我向Gunter允诺“我”会如期赴约还钱。。

教师通过对给定语篇的分析，引导学生合理预测故事的“结局”。同学们一致认为这个故

事的关键在于机器出故障了，“我”无法支付车费。因此，向Gunter 寻求“解决”应该是处理这

个问题的最终状态。在安排猜测情节走向的教学活动时，可以根据段首句设计一连串的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动作，以帮助学生科学而合理地预测结局。

问题设计如图 4：

图 4：拉波夫叙事分析图——推测“结局”的问题设计

此外，在续写作品中，很多学生会增加一句感触类的话语来升华主题，这类话语对应到

拉波夫叙事模式中即为“回应”。“回应”是叙述者通过故事揭示的真相，也可以是故事的结果

或结局对现实的影响。“回应”是人物从故事中的事件或活动中学到的真理或感叹。此外，“回

应”是故事对读者的价值和相关意义（赵伟雯，2019）。“回应”是故事主题的升华，可能是故

事结尾的一两句话，与故事主题相对应。

在日常的续写联系中，学生在阅读了一篇令人感触颇深的文章后往往很容易产生恰当而

正能量的感叹，但在语言表述上却略显拙荆见肘。教师可以在备课过程中将同一主题可能用

到的升华句类型总结起来，方便学生的识记与应用。在本节课中，教师提前准备好“助人为

乐”话题的升华类句型表达，提示学生可以根据这类句型加以改编和创新，为己所用。教师

在课前准备的句型示例见文章附录 1。

4. 总结完善，优化作业，迁移创新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所学内容，根据Labov自然叙事的关系图，将本节课分析到的叙事元

素及其所涉及到的语篇中的具体的关键词填写到关系图表中，目的是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六个

Labov叙事要素之间的联系，回顾本节课将拉波夫叙事模式应用于读后续写的全过程。在课



堂的结尾，学生完成图表填空后，教师布置作业任务，要求学生在图表的基础上撰写续写作

文。此外，学生根据本节课所学内容，在课后阅读一篇短篇小说，并应用拉波夫叙事模式和

班级同学分享其中的话语叙事。教师通过作业的优化设计巩固了学生利用拉波夫叙事模式分

析推理语篇的能力，也提升了学生思维的逻辑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教师设计的总结图表如

图 5：

图 5：基于拉波夫模式分析叙述的主要部分及相互关系的课堂总结

四、实践效果与反思

本文探究将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应用于读后续写教学的策略。研究发现，教师通过“点

题”和“指向”可以有效助力学生把握文章基本信息，提高学生的语篇概括能力；通过探究“进

展”可以掌握给定语篇的情节发展，提高学生的语篇分析能力；通过对“评议”、“结局”和“回

应”的思考，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对情节的预测能力和推理能力；引导学生基于给定语篇的掌

握进行读后续写，提高了学生的语篇叙述能力。此外，教师应强调“评议”在叙事话语中的重

要性。“评价”是人物或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帮助学生理解叙述者的思想和意图。此外，有效

实现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对读后续写的育人价值，离不开教师对理论的科学认知、深入分析、

合理调整以及灵活地运用。为解决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困境，本文结合 2024年高考英

语真题，以拉波夫叙事模式指导日常写作教学，以期为广大英语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思路和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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