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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英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吴叶韵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 15005154329 1838362648@qq.com

摘要：项目式学习强调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内驱力，推动深度学习的发生，对于高中英

语英文小说的阅读教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以项目式学习为视角，结合教学案例探

索了基于项目式学习的英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旨在引领学生深度阅读英文小说，充分汲取

小说的艺术价值，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养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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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课程改革以来，项目式学习一直都是备受推崇的学习模式，因其倡导“以学生为中心”，

注重学生主动探索和合作学习，鼓励学生“做中学”“用中学”（巴克教育研究所，2008，

转引自陈新忠、赵慧慧，2023），打破了传统机械式的“满堂灌”教学模式和碎片化的知识

学习，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内驱力，推动深度学习的发生，培养了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综合能力。国内众多中小学英语教材专门设置了项目学习板块（Project），新版《牛

津高中英语》也依然保留了这一板块，充分体现了教材对项目学习的重视。

项目式学习在国内外学界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外研究表明，该学习模式在学生学业成

绩、问题解决能力、学生参与度、学习兴趣及合作和解决冲突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侯肖、胡久华，2016，转引自陈玉松，2021）。国内如潘正凯（2021）通过设计开展“手

绘长征路”英语学习项目，提出了高中英语项目学习实践创新的可行思路，王文权（2022）

试图构建具有学科融合属性的项目式学习活动，以提高英语教学效果，陈新忠、赵慧慧（2023）

则探究了基于项目式学习开展单元整体教学的有效方法。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他们大多关

注的是项目式学习在围绕实用性文本展开的教学实践中的运用，鲜有对将其运用到英文小说

等文学类文本学习的研究。



在新课标新高考的背景下，文学类文本尤其是小说在高中英语教学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不仅配套的新教材增加了小说，高考读后续写题型的设置也对学生英文小说的阅读和写作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中学生英文小说阅读几乎都是浅阅读，止步于寻找线索、梳理

情节、关注主要人物等浅表性内容（王国定、卢国华，2022），而没有深入文本去挖掘英文

小说的价值。本文试图从项目式学习入手，引领学生深度阅读英文小说，充分汲取小说在思

想内容、语言艺术等方面的营养，提高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在内

的核心素养。

二、项目式学习与英文小说阅读教学的链接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是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的学习。巴克教育研究所

（2008）将以课程标准为核心的项目式学习定义为“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它是对复杂的、

真实问题的探究过程，也是精心设计项目作品、规划和实施项目任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能够掌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转引自陈新忠、赵慧慧，2023）。项目式学习将课程内

容进行整合，要求学生直接参与教学活动。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

创造潜能，通过小组协作和探索创新，提高自己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的能力，从

而实现深度学习（陈玉松，2021）。

利用项目式学习开展英文小说阅读教学有其可行之处。英文小说阅读的意义在于作品语

言艺术的赏析、思想内容的探究、审美取向的评判、文化价值的挖掘等（王国定、卢国华，

2022），这些对于中学生来说都是涉及文本深层的复杂、有挑战性的任务，必须进入深度阅

读才能完成。小说内容虽然可能虚构，但其主题往往基于生活中的真实情境。学生在探究主

题的过程中，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各项任务，创造出有关小说内容、语言、思想等方面的创意

成果，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欣赏、学习小说的构思之巧，语言之妙，提高思维和语

言能力，还能感悟小说的思想文化价值，联系生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教师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切实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挑选适合学生的英文小说，围绕主题提出驱动

性问题，设计符合学生实际的有挑战性的项目任务，引导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发挥创

造能力，形成创新成果，从而掌握知识和技能，提高核心素养。

三、基于项目式学习的英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开展项目式学习通常包括四个步骤：确定项目、规划项目、实施项目和评价项目；同时

要关注项目式学习的几大关键因素：复杂性任务，驱动性问题，持续探究，成果导向，核心

知识、能力和素养的获得（陈新忠、赵慧慧，2023）。本文以高中英语教材配套悦读系列之

《麦琪的礼物》中一篇小说“The Last Leaf”（《最后一片树叶》）为例，阐述基于项目

式学习的英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小说作者欧·亨利是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被誉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与契诃

夫和莫泊桑并称“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其作品探究人性的善与恶，表现了对人性美的

追求和眷恋（欧·亨利，《麦琪的礼物》，2020，“名师导读”），《最后一片树叶》就是

典型例子。此外，其作品构思精巧，结尾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语言丰富多彩，运

用各种修辞手法，描绘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人物，是英语学习者不可多得的优质资源。

1. 基于主题和目标，确定学习项目

好的学习项目直指核心概念，而英语学科的核心概念通常以主题的方式呈现（陈新忠、

赵慧慧，2023），主题亦是小说的灵魂，因此可通过明确小说主题来确定项目的主题。此外，

项目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成果导向，教师在项目伊始就要想明白，期待学生产生怎样的学习成

果，用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或应用到生活中去（夏雪梅，2021，转引自陈新忠、赵慧慧，2023）。

成果的设计也要符合小说的教学目标，并尽可能地把《课标》所要求的核心素养融入其中。

（1）明确主题，提出驱动性问题

《最后一片树叶》围绕常春藤树叶和三位穷画家琼西、苏和贝尔曼展开，讲述了琼西不



幸身患肺炎，病情加重，而相识仅半年的友人苏不离不弃，照顾在旁，甚至楼下年过六旬的

邻居老贝尔曼也牺牲自己生命，画出一片永不凋零的常春藤树叶来鼓励琼西活下去的感人故

事，讴歌了平凡小人物之间无私奉献的真情和人性美。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梳理情节、掌握大

意后可明确这一主题，将 selfless human love（人与人之间无私的大爱）作为项目主题进

行探究。

在确定核心概念后，需要将其用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形成驱动性问题，激发学生学习

的内在动力，使其主动投入项目探索中（陈新忠、赵慧慧，2023）。围绕项目主题，教师可

设计如下驱动性问题：How do you understand selfless human love? Is it necessary for

us to promote it in the society?不仅直指核心概念，而且与学生实际经验建立联系，激

发其探索欲望。

（2）确立目标，设计项目成果

基于项目主题，结合核心素养要求，教师可制定如下目标：

① 根据故事情节分析主题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

② 赏析小说是如何通过刻画人物形象来反映主题的，学习其中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特色

和写作手法；

③ 通过续写、剧本改编、角色扮演等一系列语言运用活动内化语言知识；

④ 联系实际评价小说的主题意义，形成自己的批判性见解和正确的价值观。

根据上述目标，教师可设计符合学生实际的项目成果。项目成果既包含个人成果，也包

含团队成果，两种成果都指向核心概念和知识（陈新忠、赵慧慧，2023）。在《最后一片树

叶》这一学习项目中，个人成果为撰写一篇小论文，表达自己对 selfless human love 的理

解和看法，以及紧扣主题，综合运用所学语言知识，给小说结尾续上一段合理的内容。团队

成果为制作一份 PPT，展示小说在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的特色及其对主题的凸显，并选

取小说高潮部分：贝尔曼连夜画成树叶激励琼西活下去而自己却不幸感染肺炎死亡，编成戏

剧并进行角色扮演。项目学习结束时，全班将举行《最后一片树叶》班级展示会，展示各小

组的 PPT、表演和文章，并评选出最佳作品张贴在班级或学校相应的学习园地公共栏目，最

佳表演可通过录制视频发布到学校相关的网站或公众号作为宣传和表扬。

2. 结合项目进度流程，合理规划项目

由于项目具有综合性，设计者必须进行拆解才可具体实施（王文权，2022）。教师要设

计系列有序的子项目任务，搭建项目实施各环节，同时搭建学习支架，为学生完成项目创造

条件（陈新忠、赵慧慧，2023）。在此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分成各探究小组，共同制定项

目计划并进行角色分配，同时安排好项目的进度和流程。

（1）分解项目，规划子项目任务

围绕项目主题和目标，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最后一片树叶》的子项目任务可依次规

划如下：

① 梳理小说情节并分析主题的具体体现；② 剖析人物形象的刻画对主题的凸显；

③ 赏析小说的写作手法对主题的贡献；④赏析小说的语言特色，包括肖像、动作、

神态、环境等描写；⑤ 选取高潮部分进行编剧和角色扮演；⑥ 联系实际评价主题意

义；⑦ 探究故事后续的情节发展。

（2）科学分工，组建项目实施架构

为顺利完成各项任务，教师建议学生组成 4-5 人一小组并选出 1名组长，在自由分组的

基础上进行微调，保证各组水平相当，既有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又有能力稍弱的学生，并设计

小组角色分配表（见表 1）。

表 1 小组角色分配表

Role Name Duties



Leader

Guide members in theme exploration and writing;

Decide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script;

Direct the play

Writer (s)
Write the contents for PPT in English;

Write the script for the play

Producer (s)
Produce PPT;

Design props for the play

Presenter

(s)

Present PPT;

Act in the play

小组成立后，教师与各组共同讨论项目要求和周期（4 周），设计项目实施架构，包括

具体进度安排（见表 2）。

表 2 项目实施架构

Sub-project Group Requirements
Mode of

presentation
Schedule

Plot A

Find the clues, analyse how

selfless love is reflected in the

plot development

PPT

Week 1

Characters B
Analyse the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selfless love
PPT

Writing

techniques
C

Appreciate how the O Henry ending

style and other techniques

contribute to the theme

PPT

Language D

Appreciate the vivid

descriptions in portrait,

expression, action and

environment

PPT

Script All
Design the scene and language in

a drama style
Script Week 2

Act All
Act out the emotion and speak

fluently

Stage

performance
Week 3

Critical

thinking
All

Comment on the theme according to

reality
Essay

Week 4

Continuation All
Construct a logical plot and

write in a beautiful language
Writing

（3）搭建支架，促进项目完成

学习支架的搭建为每位学生都能成功完成项目并达成学习目标创造了条件（陈新忠、赵

慧慧，2023）。其理论基础是维果茨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将学习支架描述为具有更多

经验的人帮助学习者跨越最近发展区，从现有知识水平达到潜在水平（夏雪梅，2020，转引

自陈新忠、赵慧慧，2023）。

在《最后一片树叶》项目中，教师应提供与项目式学习有关的支架，包括对项目式学习

概念和方法的介绍，让学生充分了解这一学习模式，同时还要熟悉上述各项有关项目的规划

细节。此外，教师还应提供与项目成果相关的支架，比如提供一些与该小说相关的拓展性资

料，包括文章、视频、网址等；扩充有关戏剧的基本知识，提供一些剧本作为参考学习；对



PPT 的基本制作方法作一些指导介绍等。

3. 通过师生积极合力，开展项目实施

项目式学习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因此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放任学生自我发挥，而

是需要教师的参与和指导。教师的参与和指导能建立起学生的内驱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

学习目标（苏西·博斯、约翰·拉尔默，2020，转引自陈新忠、赵慧慧，2023）。

（1）学生自主，践行英语学习活动观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要求教师创设具有综合性、关联

性和实践性特点的英语学习活动，让学生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一系列活动，

采用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参与主题意义的探究（教育部，2020）。以子项目“编剧和角

色扮演”为例，教师可设计如下项目活动引导学生以小组合作方式，自主探究主题：

① 研读全文，选出高潮部分；② 分角色朗读所选段落，体会人物的情感变化；③ 根

据情节设计场景，想象老贝尔曼连夜冒雨作画的场景，尝试用绘画形式表现出来；④ 再读

原文，根据情节和人物形象补充设计角色台词、动作、神态等，尝试学习原著的语言特色，

使语言优美地道；⑤ 参考一些剧本案例，完善剧本细节；⑥ 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设计演

出道具，增添戏剧表演的感染力；⑦ 按照剧本进行角色扮演，注意人物的情绪、神态，可

观摩一些戏剧视频作启发和参考；⑧ 思考假如自己是老贝尔曼，会不会做出同样的事，进

一步体会老人的善良，使表演更细腻，并为后续评价主题作铺垫。这些活动践行了英语学习

活动观，且形式多样，包括阅读、朗读、绘画、观影、表演等，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促进学生将知识转化成能力和素养。

（2）教师指导，帮助学生进步和完善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教师应积极观察学生的参与状态，并通过适当的交流和评估，了解

项目的进展，提供适时的指导，对学生做得好的地方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激发其探究项目

的热情，而对于有待改进的地方则委婉地提出建议，帮助其完善自己。此外，教师也可以在

小组讨论的过程中适时提出启发性问题，调动其思考，而对于学生产生的任何学习上的困难，

教师应及时知晓并提供帮助，必要时提供学习支架。

例如在上述子项目“编剧和角色扮演”中，学生对于编剧可能一无所知，教师可带领学

生先学习研究一份剧本，了解剧本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再鼓励学生尝试编写简单的剧本。在

设计场景和角色台词时，学生可能会有些茫然，教师可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What would

the wind and rain be like at that night? How would Behrman draw the leaf against

such a terrible weather? What would he say and how would he feel?从环境到人物动

作、情绪和言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促进其完成剧本内容的创作。

4. 围绕项目全过程，组织多元评价

项目式学习应采用多元、全程性的项目评价，要将评价活动融入项目学习的各个环节，

注重评价形式的多样性和主体的多元性（陈新忠、赵慧慧，2023）。在《最后一片树叶》学

习项目中，教师可从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两方面，以学生自评、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的方式，

综合评价学生的项目学习情况，并在项目的最后组织学生总结反思自己，以及项目的可优化

之处，不仅促进自身能力的提升，也为下一次的项目学习提供更好的思路。

（1）过程评价，关注学生成长进步

教学评价注重学生的成长过程，其核心在于对学生进行增值型赋能，强调形成性、促进

学习的评价，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王文权，2022）。以子项目“探

究故事后续的情节发展”为例，教师可引导各小组进行头脑风暴，思考可能产生的情节，并

参照以下问题进行自评和小组互评：情节是否与主题一致？是否合乎常理？是否与上文衔接

得当？是否跌宕起伏？人物举动是否符合其性格特点？教师基于学生评价再进行综合评价



并给出改进意见。

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参与评价标准的协商与指定，从评价的接收者转变为评价的主体和积

极参与者，从而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进程并从中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王蔷、李亮，2019，

转引自王术、李萍，2020）。在学生完成读后续写初稿后，教师可组织学生从内容、语言等

方面共同设计写作评价表（见表 3）。学生先参照评价表自评并修改，然后教师组织各组学

生互相点评并进行二次修改，最后教师针对修改后的文章给出反馈意见，表扬分享优秀文章，

指出需要改进之处，由学生进行最终修改。

表 3 写作评价表

Continuation Writing Checklist

1 Is the theme fully reflected in your writing?

2 Is your writing logical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story?

3 Is your plot attractive and twisted?

4 Do you use some vivid expressions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s?

5 Do you use some advanced sentences to make your writing more readable?

6 Are there any grammatical errors in your writing?

7 Is your handwriting neat and beautiful?

此外，教师尤其要关注对学生学习实践的评价，包括学生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对项目的

贡献度、团队合作等等。教师可制定小组成员学习过程评价表（见表 4），要求组长每周交

一次，在此基础上教师结合自己的观察和交流对学生的项目实践进行综合评价。

表 4 小组成员学习过程评价表

Group: Time:

Name

Task

Engagement

Contribution

Teamwork

Self-appraisal

Group-appraisal

Teacher’s overall

appraisal

（2）成果评价，总结学生项目所得

最后的成果展示和评价环节，教师可将其分为三个部分：PPT 汇报、戏剧表演和文章欣

赏，并邀请其他英语教师参与评审打分。PPT 汇报和戏剧表演属于团队成果，由各组依次上

台展示/表演，其他小组和教师团队共同点评打分，点评时除了关注内容，口语的流利程度、

表演的情感状态等因素也要考虑在内。文章属于个人成果，可先由组内评出优秀作文（包括

小论文和续写），再进行全班展示点评。根据这三个部分可选出最佳 PPT小组、最佳戏剧组、

最佳论文和最佳续写。最后结合之前的过程评价，选出最佳项目组，以及最佳参与者、最佳

贡献者、最佳合作者等一系列鼓励学生进步成长的荣誉。

（3）反思优化，促进学生能力提升

在整个项目完成以后，教师要组织学生对自己的项目学习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反思，并

撰写项目总结报告，汇报自己的成长与感悟，肯定进步与成长，反思不足与问题，从而促进

自身能力的提升。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共同反思和评估整个项目，从项目的确定、规



划、实施到评价，总结出可以优化的层面，为下一次的项目学习提供更好的思路。

四、结语

新高考背景下，英文小说阅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如何实现深度有效的阅读，充分

发挥英文小说的艺术价值则是一个长久的议题。项目式学习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内驱力出

发，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解决问题，最终获得知识、能力和素养的提升，为深度学习英文小

说打开了新的思路。广大教师应继续探索，开拓创新，不断完善项目式学习在英文小说阅读

教学上的应用和实践，推动英语教学的改革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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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英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吴叶韵（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

【摘 要】英文小说的阅读教学长期处于浅层化状态，无法发挥其重要价值，而深度学习对

于解决该问题具有指导意义。本文以深度学习为理论基础，结合教学案例阐述了建构情节框

架、探究思想本质、丰富文学活动、交流鉴赏语言、基于小说内容展开写作、真实情景迁移

运用，以及批判评价所学等契合小说特点的阅读教学策略，以帮助学生深入解读小说，充分

挖掘其思想、语言等各方面价值，提高英语素养。

【关键词】深度学习；英文小说；阅读教学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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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阅读教学中有一定比例的文学性语篇，学生要能够理解和欣赏部分英语优秀文学作品，

获得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启示，感悟精神内涵并获得审美体验。由此，高中英语新教材

中增加了文学名著尤其是小说的选读内容。

目前，中学生英文小说阅读仍然处于浅层状态，止步于寻找线索、梳理情节、关注主要人物

等浅表性内容（王国定、卢国华，2022）,无法充分发挥英文小说的价值。为了挖掘英文小

说这座巨大的知识宝库，教师应更新观念、创新课堂，积极引导学生深度学习英文小说，将

培养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二、深度学习的内涵与特征

深度学习是指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

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郭华，2016)。深度学习具有五个特征，即联想与结构、活动与体

验、本质与变式、迁移与应用、价值

与评价(郭华，2019)，强调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活动，抓住知识的内在关联，主动建构知

识体系，深度把握知识的本质属性，迁移创新，解决真实社会情境中的问题，并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发展核心素养的同时实现课程育人价值。此外，英语学科的深度学习还应具备“内

化与交流”的特征(王蔷等，2021)。学生需要积极主动地内化所学知识，通过互动交流巩固

新知，将知识转化成能力和素养。

三、基于深度学习的英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现以译林版高中《英语》选择性必修第四册 Unit 1 Honesty and Responsibility 中 Reading 板块

的 After Twenty Years 一文的教学为例，分析基于深度学习的英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该语

篇改编自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同名短篇小说 After Twenty Years（《二十年后》），讲述了一

对好朋友 Bob 和 Jimmy 年轻时相约二十年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见面，最后两人准时赴

约，但 Bob 成了警方通缉犯，而 Jimmy 成了警察。Jimmy 事先认出 Bob,在选择正义的同时

又顾及友情，便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逮捕了 Bob。小说情节构思巧妙，环环相扣，经典的

欧·亨利式结尾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激发读者探讨有关诚信与职责的主题。此外，

小说丰富的细节描写也将人性的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

1.建构逻辑框架，梳理基本情节

情节涵盖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是主题思想的载体，因此梳理故事情节是深度学习小说的第

一步。小说虽信息量庞杂，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内部彼此关联并按照一定的逻辑线索展开。

深度学习的“联想与结构”特征倡导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联想、调动、激活以往的经验，

以融会贯通的方式对学习内容进行组织，从而建构出自己的知识结构(郭华，2019)。把握情

节的关键在于抓住小说的逻辑思路，重组关键信息，建构小说的逻辑框架。建构也并非平地

起高楼，而是通过“联想”，唤醒或改造以往的经验，使其进入新的结构并得到进一步提升

(郭华，2019)。在梳理情节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的记忆和思维，使其在以往经验



的基础上建构新知，把握小说主要内容。

(1)联系已知，激活思维图式

“联想与结构”强调在学生的已有经验与新经验（知识）之间建立联系(郭华，2019)。在激

发联想时，教师可围绕小说的情节主题设计相关问题，引导学生联系自身进行思考，激活其

思维图式，自觉与新知产生意义关联。以本课为例，教师在课堂导入环节可提出以下问题：

Q₁ : Can you predict from the title what the story might talk about?
Q₂ : Do you think time can change a person?Why?
Q₁ 从标题出发，引导学生通过标题预测小说内容，旨在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其思考小

说的情节走向；Q₂ 与小说主题相关联，引导学生围绕主题结合自身发表观点，旨在激活其

思维图式，建立已知与新知的关联。

此外，“联想与结构”强调“学习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结构中、在系统中的知识，是能

够被唤醒、被调用的，是能够说明其他知识也能够被其他知识所说明的”(郭华，2019)。与

应用文、散文等其它文体不同，小

说有几大关键要素———背景、人物、情节、主题等，在情节的设置上英文小说中通常分为

五部分————Exposition（开端）、Rising action（发展）、Climax（高潮）、Falling action
（尾声）和 Resolution（结局）(吴琪，2008)。教师可引导学生联系之前学过的小说(如 Mama
and Her Bank Account), 复习与回顾小说的关键要素，为后面的情节梳理和知识建构奠定框

架基础。

(2)巧用图表，厘清情节思路

图表具有直观性，可以清晰地展现事物内部的逻辑关系，是辅助情节梳理的重要工具。《课

标》指出，“教师要善于利用多种工具和手段，如思维导图或信息结构图，引导学生通过自

主与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对信息的获取与梳理、概括与整合、内化与运用，教会学生在

零散的信息和新旧知识之间建立关联，归纳和提炼基于主题的新知识结构”(教育部，2020).
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表格提取关键信息，把握小说逻辑思路，还可绘制人物关系图来理清复

杂的人物关系等。在本篇小说中，由于涉及不同场景和人物的切换，教师可设计分场景情节

表（见表 1），带领学生提取并整合相关信息。

表 1 分场景情节表



表 1 将小说按场景切换细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警察与男子（Bob）的深夜对话，引出二十年之约这条线索；第二部分为男子（Bob）

与友人（“Jimmy”）成功相见，二十年之约似乎圆满；第三部分为真相揭晓，眼前的人是假 Jimmy，

真正的 Jimmy 其实是开头的警察，他发现 Bob 是通缉犯后不忍逮捕，便找了一位便衣警察假

扮自己赴约，逮捕了 Bob，二十年之约意外收场。三部分内容一波三折，步步深入，构成了小

说跌宕起伏的情节。通过分场景梳理，学生可以迅速提取关键信息，将这些原本零散的信息系统

整合起来，并找到其中的逻辑线索，初步建构情节。

为使情节更加立体可感，使其中的逻辑思路更清晰，教师可引导学生基于表 1 绘制故事山

（见图 1），体会小说步步深入的发展过程。

通过故事山将整个故事按发展过程细分为五部分，使小说情节的逻辑框架更加明显。学生借此可

以理解小说是围绕二十年之约展开，前面 Bob 与警察（真 Jimmy）的对话，以及 Bob 与假 Jimmy

的相见，都为后面揭开真相、Bob 被捕做了铺垫。Jimmy 与 Bob 都如期赴约了，只不过身份的

变化使得 Bob 的最终被捕成为必然，而对友情的珍视又使 Jimmy 不忍动手，于是便有了便衣

警察的出场和接下来的这一局。

Bob 在前面对话中透漏了个人信息使其未能识别后面假扮的便衣警察，导致其深陷局中而不

自知，推动情节一步步走向高潮。直到 Jimmy 留下便条揭开真相的那一刻，一切都水落石出。

至此，学生完成整个逻辑框架的建构，对情节的把握也更深刻。

此外，小说虽人物不多，但真真假假，关系复杂，教师还可引导学生制作人物关系图（见图 2）

来辅助情节的梳理。



人物关系图使得人物关系一目了然，学生可以更清楚地区分这三个人物并知晓他们之间的关联。

Jimmy 和便衣警察洞悉一切，而只有 Bob 一人被蒙在鼓里，由此也可窥见此局之深，以及情节

构思之巧妙。

2. 挖掘本质内涵，探究思想主题

深度学习“本质与变式”特征要求学生“抓住教学内容的本质属性、全面把握知识的内在联系，并

能够由本质推出若干变式”（郭华，2019）。主题是小说的灵魂，蕴含着作品深刻的精神内涵和

作者的思想态度，也是作品的价值观所在，因而对主题的探究无疑是深度学习小说的重要环节。

把握事物的本质，要求学生具备深刻而灵活的思维品质，或质疑、探究，或归纳、演绎，或情境

体验等（郭华，2019）。小说主题通常隐藏在文字背后，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或

从人物形象中，或从写作特色中找出蛛丝马迹，探究其主题。

（1）从人物形象出发，分析作者的情感态度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的形象特点隐含了作者

对某些行为或思想的情感态度，如正面人物身上通常具有作者欣赏的品格，而负面人物作为批判

的对象则具有不符合作者价值观的品性。通过分析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推断作者的情感态度，可

以获得与主题相关的重要信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复杂多面，常隐藏在肖像、动作、神态、语言

等细节描写中，学生应充分调动逻辑思维，提取相关细节描写，从中归纳人物的性格特点。

以本篇小说为例，Bob 和 Jimmy 作为主人公，一邪一正，形成鲜明对比，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

表 2 和表 3 进行对比和分析。

以下问题：

Q1 : What characteristics do Bob and Jimmy share? How is Jimmy different from Bob?

Q2 : 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Bob and Jimmy? What does it imply?

Q1 引导学生分析两人性格的异同点：两人都有着对友谊的忠诚，他们的如期赴约也凸显了守信

这一原则。不同之处在于：Bob 胆大，好冒险，追求财富，最后成为罪犯；而 Jimmy 正直守则，

成为一名警察，在面对友情和职责的两难中，仍然选择了后者，体现了坚守职责的品格。Q2 引

导学生分析作者对两人的情感态度并从中感悟主题：Jimmy 很明显是作者褒扬的形象，而 Bob

则是被批判的对象，但其也有着珍惜友情、守信的优点，体现了小说人物的复杂性，作者从这样

的人物刻画中透露出对友谊、守信和坚守原则的支持与肯定。

（2）从写作特色出发，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

除了人物，小说的写作特色对于凸显主题也起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作家的写作特色体现

了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个性，为他们传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方式。通过

分析写作特色，我们可以推测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而推断主题。以本篇小说为例，最鲜明的特点

便是欧·亨利式结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对比赏析原文结尾的妙处，思考其中蕴含的深意。

教师提供另一种结尾，删去真假 Jimmy 和 Bob 被捕的情节，即来者就是 Jimmy，与 Bob



相见后两人畅谈旧事，最后欢快分手，约定下一个 20 年再见。教师引导学生对比这两种结尾，

思考以下问题：

Q1 : Which ending of the story is better? Why?

Q2 : What message can you get from the two endings respectively?

Q1 引导学生通过对比两种结尾（可从逻辑和艺术效果两方面对比），赏析欧·亨利式结尾的妙处，

此结尾方式不仅呼应了前文的各处细节，使文章逻辑紧密，而且营造了一波三折的情节效果，既

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加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Q2 引导学生从结局分析作者的意图，相比

第二种结局，原文结局通过 Jimmy从友谊和职责的两难中做出抉择，传达出职责高于友情的深

意，从而深化了主题。

3. 开展多样活动，丰富文学体验

“活动与体验”是深度学习的核心特征。学生通过主动活动，全身心体验知识的丰富复杂内涵和意

义，提升个人经验与精神境界（郭华，2019）。英文小说中丰富的文学价值包括深刻的主题思

想和高超的语言艺术等，都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相关学习活动并全身心体验。学生的主动活

动也并不是自发的，而是依赖教师的引导以及教师对教学内容及学生学习过程与方式的精心设计，

伴随着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沟通、合作、竞争等活动（郭华，2019）。教师在设计活动时应

注意丰富活动形式，围绕小说阅读的各个环节设计多样化的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和热情，

引导学生通过自主与合作的方式体验文学之美。

例如，在本课中，分析 Bob 和 Jimmy 人物形象时，教师可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借助表

格归纳梳理之后，基于人物性格开展分角色朗读活动，将自己代入角色，体会主人公的情感和态

度；还可以摘取几句精彩语言进行翻译比赛，让学生体会地道的语言表达。对于其 中出现的语

法规则，教师可适时点拨指导，比如第一段中 Bob 的出场描写：In the doorway of a store stood a

man, with an unlit cigar in his mouth.

本句虽短，但运用了倒装和 with 复合结构，一句话就涵盖了不少细节信息，画面感十足。教师

还可以让学生基于性格分析，画出自己心中 Bob 和 Jimmy 的样子，并说明原因，最后结合语

言描述，合作制作人物形象手抄报，丰富对角色的理解。

4. 加强互动交流，内化优美语言

深度学习“内化与交流”特征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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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蔷等，2021）。文学名著一直是语言

学习的优质资源，其人物刻画、心理描绘、情感表达、环境描写以及修辞手法运用等，无不彰显

作家高超的语言艺术（王国定、卢国华，2022）。为充分挖掘这一资源，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教师应引导学生从多方面鉴赏小说的语言特色，并通过一系列交流活动来内化语言。

以本课为例，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各自选取优美的语句，从词汇的丰富度、句式的多样化和修辞的

使用等方面在班级里进行分享和交流。比如，对 Bob 肖像的一处描写“The light showed a pale

face, with keen eyes, a square jaw and a little white scar near his right eyebrow.”可以从形容词运用

的角度赏析人物形象的生动鲜活。又如，Bob 提到这次约会时说道：I came a thousand miles to

stand in this doorway tonight. 则可以从夸张手法的使用上体会 Bob 对朋友的重视。此外，教师

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原句是否可以用同义词替换、句式改写等进行探讨交流，通过对比提高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

5. 注重读后迁移，提升实践能力

深度学习“迁移与应用”特征解决的是知识向学生个体经验转化的问题，即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学生

综合实践能力的问题，是经验的扩展与提升，也是内化的知识外显化的过程（郭华，2019）。

学生从英文小说中获得的知识，包括精神思想和语言艺术等，必须通过实践运用才能转化成自己

的知识。教师应注重读后迁移，围绕小说主题设计一系列输出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迁移所学，创

造性地应用新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基于小说，展开多轮写作

写作不仅有助于学生巩固阅读所学，还能提高其思维品质和语言能力。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开展

多种形式的写作，如概要写作、议论文写作、创造性仿写、读后续写、剧本创作等来引导学生迁

移所学。例如，在本课中，学生在梳理情节后可以通过概要写作概括小说情节，锻炼归纳能力；

可以在探究主题后就“Responsibility or friendship, which is more important?”这一论点撰写议论文，

增强思辨能力；可以在赏析语言描写后仿照原文，运用细节描写刻画一位身边的人，促进语言内

化；可以在小说结尾处思考：Supposing the story did not end here, what would happen next? 构思

后续情节，续写一段情节合理的结尾，培养发散思维；甚至可以将小说改编成剧本进行角色扮演，

发展创造性思维和语言运用能力。

（2）回归生活，创设真实情境

教师应围绕主题创设真实可感的生活情境，引导学生将新知识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促

进知识向能力、素养的转化。基于本篇小说的主题，教师可创设如下情感与职责相冲突的道德两

难的困境：

Suppose you witnessed your classmate Tom cheating on an exam. As the monitor and his best friend,

will you tell the truth when asked by the teacher?

该情境可以让学生在友情和诚实之间真切感受两难的困境，而班长的职责以及对朋友的真心会让

学生更加感受到责任的重大和诚实的可贵，激发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6. 开发批判思维，实施科学评价

深度学习“价值与评价”特征强调学生对所学知识和学习过程主动进行质疑、批判与评价。学生对

所学知识要进行批判性认识和理解，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郭华，2019）。例如，本课中，

教师可引导学生围绕小说主题展开批判性思考：Do you agree with Jimmy's choice? Why or why

not? 学生通过客观分析友情和职责的关系，明白何为小情何为大义，可以对坚守职责产生更深

刻的理解。

“价值与评价”不是教学的某个独立的学习阶段或环节，却萦绕在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所有活动

中（郭华，2019）。学习评价应贯穿学习的整个过程，既关注学生的成果，也关注学生的成长。

在英文小说阅读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学生读前、读中、读后的反馈进行评价，通过问答、讨论和

知识运用等活动观察学生的参与度和掌握度，对于学生表现优异之处及时鼓励，如学生有困难则

及时指导，促进学生的进步。教师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评价的积极性，

开展同伴评价和自我评价。例如，在写作环节，教师可呈现学生作品，让其他学生从内容、语言、

书写等方面做出点评。教师还可设计学习效果自评表（见表 4），供学生反思自身学习成效。

四、结语



英文小说是英语学习者的重要学习资源，教师应重视英文小说的深度学习，摆脱浅层化、碎片化

的教学方式，注重学生对小说的深层理解，培养学生对英文小说阅读的兴趣，鼓励学生从中汲取

知识，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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