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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维借助语言表达，而语言的学习则能够推动思维的发展。然而，在当前的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许多

教师忽略了深层次思维的培养，未能让学生从文本到内涵产生迁移，导致思辨能力不足。本文将聚焦于

分析语篇阅读教学并提出可行的教学策略，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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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nking is expressed through language, and language learning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However, in current middle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many teachers neglect the 
cultivation of deep thinking and fail to enable students to transfer from text to connotation, result-
ing in insufficient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analyzing discourse reading and 
suggesting feasibl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better guide teach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think-
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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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维品质在语篇教学中的重要性 

英语语篇教学是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和思维品质的重要途径。语篇阅读不仅仅关注词汇和句法的学习，

更应注重通过语篇结构的分析，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深层次理解能力。语篇作为一个整体，包含

了丰富的信息结构和文化背景知识，而这些内容有助于学生在语言学习中形成更完整的认知。 
语篇不仅包含信息，也包含了结构，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语篇教学就是在单元主题意义的带领下，

将语篇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而不是孤立的、碎片化的语言点和没有语境的纯文字。强调在教授语言知

识的同时，将语用知识、跨文化知识等传授给学生。教师通过语篇教学，不仅要传授语言知识，还应引

导学生运用这些进行思维训练，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认知学中称思维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它包括推理、决策和问题解决等过程，情感因素对认知也

有影响，所以英语教学中的语篇阅读也应帮助学生从内容中分析、归纳信息，培养其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1]。教师应充当领路人，带领和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逻辑组织能力，将学习与自身经历相结合，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这样才能把思维品质的培养落实到英语教学中。 
2020 年教育部提到，思维品质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心智特征，指思维在逻辑性、批判性、创新

性、深刻性、独创性、灵活性等各个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水平。《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以下简称《课标》)也将其列为核心素养之一，对思维品质的培养成了教育界研究的重点，这也是以往教

学中最容易忽视的，课标并指出“思维品质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

从跨文化视角观察和认识世界，对事物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2]。语篇解读最终是为了让学生在教师的

引领下，通过对语篇知识的梳理能提取有效信息，锻炼其系统的逻辑建构能力[3]。逻辑思维能力强可以

塑造良好的思维品质[4]。大量优秀语篇的分析和输入也可以使学生的语言技能和思维品质得到正向发展，

同时使学生的输出，比如语言表达以及写作能力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 

2. 语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课标的普及与学习，许多教师对于语篇教学的目的和意义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还是按照老旧的

阅读教学的基本步骤——fast reading、detailed reading 和 post reading 来开展教学工作。核心素养的出台，

意味着将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其中英语不仅“听、说、读、写”，还加上了“看”的要求，由

此可见，语篇教学的地位非常重要。 
目前的语篇教学虽然整体来看还是较为普及，但是有一些问题较为明显。基于学生所掌握的语言知

识和技能，他们的思维没有能得到足够的训练，教师对语篇教学虽有所了解，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没有

得到体现或者仍停留在对语篇的浅层次处理上[5]。教师作为课堂的重要主体，其对语篇教学的理解和应

用水平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学活动设计的合理性也直接影响到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思考方

式。通过观察多个教师的赛课，可以发现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明显的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教师尚未

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语篇教学的内涵和原则，导致对阅读教学的效果不明显，而学生的母语学习思维

也对英语学习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1) 浅层次、表面化的语篇教学。 
高中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也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成熟的阶段，所以作为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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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层面，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发展，让其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2014 年中国核心素养框架正式

公布，每个学科的核心素养也逐渐明确，英语的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

习能力四个方面[6]。通过 2017 年普高英语课标可以得知，对于思维品质的培养开始普及化，是在接受基

础教育阶段所有学生都应具备的能力。然而，通过对当前课堂教学以及各类竞赛的观察，笔者发现，许

多一线教师对英语教学功能的认识仍停留在语篇分析的浅层，但是语篇有宏观也有微观的组织方式，不

仅要注意段与段之间的关系，也要注意各部分与主题之间的关系，无法有效挖掘到语篇深层次的思维层

次[7]。例如，笔者观摩了一些教学技能比赛，许多教师仍在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活动的设计往往

只基于文本知识。比如外研社 Unit 6 读思课，一位老师用 Watch the video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其中

主要是为了梳理视频重点关键信息，最后只用了一个 fill in the blanks 来巩固知识，并未让学生思考其中

的逻辑，以及思考后的产出很少。 
2) 教学设计针对的思维训练不足。 
纵观我国教育现状，很多一线老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仍旧英语课程标准当中的三维目标，都是针对

语言知识和技能、学习策略、情感态度这三个方面来写的，而关于培养思维品质的少见于教学目标当中。 
教学活动设计也不够高阶。基本都按照布卢姆教育分析目标理论的六个阶段：记忆、理解、应用、

分析、评价、创造。其中，前三个层次属于低阶思维的活动，后三个属于高阶思维的活动[8]。现在的英

语教学现状是，英语教学任务的设计低阶思维活动较多，但是高阶思维的活动较少，基本上都在基于语

篇阶段，而深入语篇和超越语篇的教学还不普遍和广泛。例如，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Unit 3 Sports and 
Fitness 一课阅读环节的教学步骤： 

① 快速浏览两个短语篇，将人物和他们所取得的荣誉连线匹配。可以请同学分享答案，然后在梳理

文章时让大家熟悉生词，legends、captain、failure 等词语。 
② 仔细阅读文本，划出文中人物性格特征的句子，每个小组可以分享相关内容。 
③ 细读材料，分析他们为何能被作为榜样？ 
逐一分析案例中的三个教学任务，虽然三个任务层层递进，但其更注重理解即低阶思维层面，少量

的分析也是基于文本，没有培养到学生独立思考。由此可见，对于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这样的语篇教

学方式是不能达到的。 
3) 缺乏真实语境，与学生互动不足。 
在语篇教学中，师生互动往往缺乏思维含量。教师提出的问题不具备挑战性，学生的思维未能得到

有效激发。学生的讨论也多流于形式，未能充分展开对文本内容的深入分析。比如，外研社 Unit 5 中关

于珠穆朗玛的阅读教学一位老师提问，“Have you ever climbed the Qomolangma?”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

太贴合学生实际，无法实现有效沟通，而且明显表现出教师对语篇解读有误，文章主要是为了表现攀登

珠穆朗玛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包括学生将来遇到困难该怎样面对，教师并未有效利用提问引导学生思考，

发展学生思维。 

3. 语篇阅读教学思维品质的培养策略 

从系统功能语法出发，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而不是语法单位，是语义上完整的段落。语篇教学其

实是为学生思维发展做铺垫，教师应该在语篇教学过程中融入对思维品质的培养，在大观念和单元主题

的引领下，以语篇为依托，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9]。教师在英语语篇阅读教学中要想更有效

地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可以采用以下几种策略： 
1) 巧用追问，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很多教师在课堂上提问都会遭遇自问自答的情况，甚至强行逼问学生回答问题，或者问的问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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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疑惑和不解而产生回避的心理，这就是一种低效现实表征。这样的课堂既不能激发学生思考，又不

能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刚开始还是一个人设计一些基础问题，而追问是基于学生学情再另外补充的一

些问题链[10]。教师在语篇教学过程中，可以设计合理的问题链进行追问，从而可以补充更多的互动活动，

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例如：讲授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Unit 2 Traveling Around 时，教师可以设置如

下任务链：What’s the writing type of the essay? What can you do in these places? Why do people travel here? 
How to design your travel plan?五个问题链基于语篇内容提出，学生可以由浅入深地理解文本内容，梳理

文章逻辑，然后通过追问进一步探索语篇内涵，有效追问可以使学生一直保持热情参与课堂，不断积极

保持思考，所以，合理追问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思考习惯。 
2) 运用直观的思维导图，能够有效提高学习语篇的效率。 
思维导图(英文 The Mind Map，又被称为心智导图)是一种表达发散性思维，将次重点通过清晰的结

构呈现出来的，简单又实用的工具[11]。思维导图可以通过图片和文字并用的方式，将各种相关的想法和

概念分类组织起来，并通过不同形态呈现出来的图解方式。思维导图现在也常常被应用于中学英语语篇

阅读教学中，它能够帮助学生在预习阶段更好地理解语篇，引导他们梳理语篇中的语言点，在课堂总结

时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这种方法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更

加多模态，将枯燥的知识以图像和框架呈现出来，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也激发了更具创造性的学习

过程。比如，讲授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Unit 2 Traveling Around 时，教师可以在预习的时候，让学生给

这四个旅游胜地给出不同的关键词和旅游图册，在读后补充梳理完成旅游小册子，进行对比分析，最后

可以给学生留任务或者开放性话题，如果他们要推荐一个旅游胜地，怎么设计他们出游的路线图，“How 
do you plan your travel routes? Can you draw it on your paper and share your ideas with us?”。 

3) 通过读后改写和续写，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读后环节的教学活动设计也不能忽略，布置合理的写作任务有助于培养学生产出的能力，读也是为

了更好地写，读为写作环节做铺垫。教师在进行了深入的语篇分析后可以指导学生进行读后改写、续写，

或者布置读后感等不同的多层次的写作任务[12]。教师要给学生呈现写作的基本思路和要求，可以根据阅

读分析的文章结构和语言特色进行写作，也可以变换人称、题材结构等方式构建写作的基本框架，最后

再组织交流和赏析，通过有效的输出达到超越语篇的学习效果。所以，写作也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逻辑思考和迁移创新能力的过程。 
4) 基于主题意义探究分析语篇结构，培养概括思维能力。 
高中英语教材种类丰富，题材多样，作为教学材料的主要来源是教学之本，但是每本教材的每个单

元都有不一样的单元主题[13]，比如高中英语人教版必修一 Unit 3 Sports and Fitness。单元主题就是运动

与健康生活，在分析文本时，就应该基于这个主题进行，在 Reading and Thinking 部分就是两位运动员热

爱运动，在对文本进行基本的梳理和概括后，可以鼓励学生将两位运动员的性格特征进行归纳概括和对

比，然后让学生一起讨论去思考运动精神为大家带来的榜样力量也是非常有深度的话题。值得一提的是，

教师也要对教学材料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删减，选择合适的有语境的材料进行教学。 

4. 结语 

思维深藏在语言之下，语篇阅读教学不仅是语言能力的培养，更是思维品质的训练。在英语语篇阅

读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从表层的语言学习过渡到深层的思维训练，帮助学生在语言学习中发展

逻辑思维、批判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通过多样化的教学策略，在语篇阅读教学中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品

质，使其在语言学习中实现更高层次的认知发展。在实际课堂的语篇教学中如何把握好语言技能与思维

的融合对一线教师来讲仍然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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