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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读是写的基础，写是读的延伸，由读到写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训练学生思维品质的过程。然而，在实

际英语教学中，读和写经常被割裂开来，并且不少教师的教学过程缺乏逻辑性与连贯性，忽视学生思维

深度与广度的训练，不利于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本文结合教学实践，试图探究高中英语教学读写结合

课过程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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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is the foundation of writing, and writing is an extension of reading. The proces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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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to writing is actually a continuous training of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ies. However, in ac-
tual English teaching, reading and thinking are often separated, and many English teaching processes 
lack logic and coherence, neglecting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depth and breadth of thinking,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ies. Finall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ies in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egration courses, a teaching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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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过修订并颁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将课程目标由原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转

向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它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方面。思维品质首次被

明确列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要素之一。它具体指的是思维的个性特征，反映个体在思维的逻辑性、批

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水平和特点[1]。思维品质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能

够从跨文化视角观察和认识世界、从而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因此，学生

思维品质的培养在英语语言教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阅读是学生获得教育、职业以及社会成功必须掌握的最关键的技能之一，是二十一世纪生活的必需

技能，写作也是工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技能[2]。阅读和写作是高中阶段主要的语言输入和输出途径，在

英语教材中以及教学和考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读写结合，就是把阅读和写作两种语言技能结合

起来。实施读写结合有助于通过高质量的阅读输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帮助学生积累语言素材，构建

写作结构，提高写作技能，达到写作目的，从而实现语言知识的学以致用和语言技能的锻炼提升。然而，

有些教师在进行读写结合教学实践时常常忽略了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只关注语言知识和技能目标的

达成。例如，将重点完全放在词汇、句式的掌握上，最终变成了背范文、套范文。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时代，重视思维品质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从国家人才培养的高度上看，

使学生获得批判性、创新性思维能力是应对全球竞争、人工智能和知识社会带来的迫切挑战的有效路径。

目前，英语学科已经从重视基本技能的“双基”和“三维目标”转向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聚焦思维培养的

高中读写结合教学研究顺应了未来教育改革的方向，符合国家人才培养的要求。 
基于上述背景，本教学实践以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为基础，以读写课程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旨在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同时达到学科育人的目的。 

2. 理论基础 

2.1. 语言输入假说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Krashen 提出二语习得理论，主张如果学习者能接受，并结构内化更多的可理

解性输入信息，他们就会有越强的外语学习能力；学习者在交际中自然而然地习得语言；有了足够的可

理解输入，第二语言学习者就可以从目前的“i”水平过渡到“I + 1”水平[3]。除此之外，Krashen 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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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语言的输入不仅要足量、要具有可理解性、有略高的难度，还应该有趣味性。研究表明，学习者更愿

意主动学习那些贴近日常生活，或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内容，学习效率也更高。 

2.2. 语言输出假说 

Swain 在 Krashen 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现语言学习由“输入”“加工”“输出”三大环节

组成，在输入足量的基础上，只有经过大量、准确的输出才能确保学习者真的习得语言。进而提出了“输

出假设理论”，补充了运用语言在学习中的重要性。Swain 还指出“输出假设”有三大功能：一是注意/
触发功能；二是检测假设功能；三是元语言功能[4]。只有在语言输出时学习者才会发现到自己“想说想

写”的内容不一定“能说能写”，从而发现自己的学习存在问题，促使他们对语言习得的过程更用心。 
综上，读写结合教学模式实现了“输入”与“输出”的结合。读写结合教学模式体现了输入假说和输

出假说的特点。一方面，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不过于注重语法，而是注重文章结构和内在逻辑，且材料

难度适中、易于理解。另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写出结合自己实际的观点，监督、调

控自己输入的内容，不断斟酌写作词句，使语言更准确，将其极大化地应用到输出中。因此，英语学习

活动的设计应注意输入和输出相结合、理解语篇和回应语篇相结合。 

3. 思维品质与读写结合 

3.1. 思维品质的内涵与培养困境 

高中英语课程应该达成的思维品质目标是能够辨析语言和文化中的具体现象，梳理、概括信息，建

构新概念，分析、推断信息的逻辑关系，正确评判各种思想观点，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具备多元

思维的意识和创新思维的能力[5]。这促进了英语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师应该通过设计英语课堂学习

活动，引导学生学会在生活中用多方角度看待问题，并增强学生思维的逻辑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提升

他们的思维品质。 
然而张金秀[6]指出，目前我国的英语课堂教学中，针对思维品质的培养还存在诸多困境。一方面，

许多教师没有认识到思维品质的重要性，仍然将语言能力作为课堂的唯一教学目标，学生死记硬背，思

维未能得到锻炼，也难以达到学科育人的目的。另一方面，虽然一些教师认识到了思维品质的重要性，

但在实践中又忽视学生的语言基础，过于拔高思维品质目标，导致学生课上不敢说、不会说，课堂教学

沉闷。此外，目前英语课堂还存在阅读模式固化的问题，教师课堂活动设计模式化、片面化，缺乏逻辑

性和连贯性，教学活动不能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形成挑战，导致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高、学习主动性不强，

不利于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 

3.2. 读写结合的内涵与教学误区 

“读写结合”原本是我国母语学科的教学方式，达到读中有写，写中有读，以此促进读写共同发展

[7]。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拓展和跨学科应用的趋势，“读写结合”的方式后续也被广泛应用于第二语言

的教学过程中。在针对“读写结合”展开深入研究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是“以读促

写”，即阅读是为了更好的写作，常见的教学模式为先教阅读材料，再进行写作训练，作文的内容需要

和阅读内容相关；二是“以写促读”，即选择适合的写作方式，通过读前写让读者“设身处地”地理解阅

读内容和结构[8]。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王蔷教授对读写结合的定义被广泛接受。她系统梳理了英语中读

与写的关系和路径，将读写结合概括为双向互动，即通过阅读教学掌握写作特点，通过写作教学理解阅

读结构[9]。此外，王蔷教授等人还提出好的读写结合教学活动能充分体现深度学习的特征，强调知识向

能力的转化和能力向素养的发展，立足立德树人，共同指向育人目标[10]。 
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读写结合教学还存在读写分家的问题。读写分家指的是读和写的过程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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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上的联结。读只是为了提取语言素材，写只是作为附庸，仅对提取出的信息和语言知识进行记录、

内化等[11]。许多教师在读前未深入分析文本、学情和思维的结合点，写后也忽视了评价反馈的重要性。

这导致学生盲目读、被动写、机械改，习作套路化、形式化。因此，在读写结合教学中融入对学生思维品

质的培养显得十分必要。 

4. 教学实践 

本教学文本是一篇说明文，标题中的“Languages show who we are”暗含了文章主题为语言和个人以

及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关系。文章开头引用曼德拉的名言导入说明了母语对个人来说是“personal thing”，

即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印记。文章按照“总–分–总”的逻辑行文，最后又以名言结尾，将语言重要性

上升到文化层面，首尾呼应，进行文章升华。就语篇连贯来讲，文本的信号词(signal words)，如“so”“why”
“but”易于识别，能够引导学生准确把握文章结构，概括段落大意。另外，文中还使用了举例子、列数

字、作比较等说明方法，文章结构完整，思路清晰，具有逻辑性。在本堂课中，笔者按照文章的内在逻辑

设计了层层递进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阅读由浅入深，从标题到文章框架再细读内容，在小组讨论和自

我写作任务中实现从基于文本到超越文本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思维逐步从低阶的逻辑性思维

上升到高阶的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最终实现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 

4.1. 教学目标 

在本课学习结束时，学生能够： 
1) 在教学过程中，在图片和标题的提示下，学生能够完成文本的预测，培养推理性思维；并且学生

能够通过梳理、概括、整合文章信息，明晰说明文体裁的行文逻辑和说明方法，感知并理解文章所传达

的意义，培养逻辑性思维(学习理解)。 
2) 学生能够通过对名人名言的解读和剖析，进行模仿创造，通过对说明方法的学习，也能一并应用

到个人课后写作中，以此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应用实践 + 迁移创新)。 
3) 学生能够了解本文背后的价值取向和作者态度，在小组讨论环节能够针对社会“母语消逝”“母

语失语症”现象进行思考，并且能够在新的语境中，基于新的知识结构，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进行多元思维，创造性地解决陌生情境中的问题，理性表达观点、情感和态度，体现正确的价值观，实

现深度学习。读写课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阅读实现产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迁移创新)。 

4.2. 教学过程 

本堂课为一节 45 分钟的读写课，教学设计基于文本材料阅读，注重训练学生的看、读、写等综合语

言运用能力，围绕“思维品质培养”展开读写结合教学实践。本课堂依据 PWP 教学设计原则，精心设计

了读前、读中、读后三个环节。在此基础上，按照英语学习活动观，将活动从学习理解逐步推进至应用

实践，再到迁移创新。思维品质的培养巧妙地融于这些层层递进的活动之中，使整个教学过程逻辑紧密、

环环相扣(见图 1)。 
Step 1: Lead-in 

Activity 1: Warming up—What I know? 

教师在展示不同地区的地图并配上对应的方言录音按钮，比如四川、东北、河南、福建等具有代表性的地区，

依次播放录音后询问学生听完的感受并邀请学生分享自己的真实体会提问他们：How do you feel about hearing these 

different regional dialects? How do you feel when you hear your familiar native language? What role do you think language 

plays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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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y in this lesson 
图 1. 本课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实施路径 

 
【设计意图】：在该部分，教师通过播放不同地区的方言，让学生感受语言差异带来的不同印象，

引起学生的感知与注意，激活学生大脑中有关母语的已有知识，使学生在思考和表述过程中逐步建立与

语言相关的语义场，培养发散性思维。 

Step 2: Pre-reading 

Activity 2: Predicting—What I want to know? 

教师呈现文本标题“Languages show who we are”和一张从联合国官方网站上下载的国际母语日海报的一部分，

让学生预测文本内容，以达成对文章主要内容的预测的目标。 

学生可能会提出以下问题：In what aspects can languages show who we are?/Why languages can show who we 

are?/How can languages show who we are？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展示文本标题和海报的一部分引导学生预测文本内容，培养学生的推理能

力和文本预测能力，以发展思维的逻辑性。当学生带着预测所产生的悬念进行阅读时，文本的阅读就变

成了读者和作者的互动。学生便可以带着期待阅读文本去验证预测。学生带着自己产生的问题去阅读，

由此产生的认知冲突会让学生聚焦阅读内容，关注问题解决方式[12]。 

Step 3: While-reading—How I find out? 

Activity 3: Read for main idea 

学生速读文本，整体感知语篇，把握语篇主题。学生进行第一次快速阅读的过程中对自己的预测进行检验，教

师邀请学生判断并选择文章体裁类型后概括文章主旨大意。 

【设计意图】：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能发现自己所猜测的文章大意和文章所讲述的相同或者有所

不同，自然地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Activity 4: Read for structure 

教师通过让学生再一次快速扫读全文，学生自主完成文章段落结构的划分，概括每一部分的大意，以达成梳理

文章脉络，概括文章各部分大意的教学目标。在学生自主完成梳理文章脉络之后，教师帮助学生进一步总结并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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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思维导图(见图 2)，引导学生发现本篇说明文的说理逻辑，行感知作者行文思路之妙，达到学生对整篇文本的架

构了然于胸的目标。 

Q1: What is the structure of this article? 

Q2: Can you summarize the main idea of each part? 

 

 
Figure 2. Structure of “Languages show who we are” 
图 2. “Languages show who we are”的结构图 

 
【设计意图】：思维导图是一种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富有创意的问题解决途径，能促进

学生对语篇的深度理解及其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13]。学生分层整合各段的相关信息，在零散的信息之间

建立起联系，建构结构化知识图，变具体为抽象。这一步骤培养了学生分析、概括、推理、归纳等逻辑思

维能力，让学生思维从低阶向高阶稳步发展。 

Activity 5: Read for details 

接着教师呈现第一段文本，并齐读曼德拉的话。并提问学生 What was Mandela’s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Why 

would he say that? 让学生寻读第 1 至 3 段。 

Activity 6: Read for writing methods 

在此环节之前，教师先带领学生回忆学过的说明方法，接着教师引导学生细读文本 4~6 段，“Can you find out 

what explanatory methods are author used? Please find the corresponding sentences.”在学生完成之后，教师邀请学生分

享找到的句子在 ppt 上呈现一些例子帮助学生有更清晰的理解。 

【设计意图】：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以获取阅读文本中有用的内容和语言表达，即“采矿”，在进

行基于内容迁移的读后写作任务时加以使用[14]。教师引导学生分析说明方法、寻找亮点句来加深学生对

主题的理解，解读文本内涵，建构写作支架，实现了文本、语言、思维的融合。 

Activity 7: Read for thinking 

在此环节，教师通过设置层层递进的问题链，引导学生挖掘比喻背后的深层含义，帮助学生感悟语言之美、语

言之妙。并通过给出具体例句让学生进行模仿创造，为后续写作搭建支架。 

Q1: What does the author compare language to in the passage? 

Q2: Through these metaphors, what do you find that the author thinks language connects? 

Q3: What else do you think language connects? 

Can you use one figurative sentence to conclude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nguage? 

【设计意图】：修辞视角下的语言处理就是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作者用词的恰当性、精确性

和简洁性；关注句子的清晰性、连贯性和多样性，并且通过开放型问题能够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造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294


徐林香 
 

 

DOI: 10.12677/ae.2024.14122294 488 教育进展 
 

性思维，为后续口语输出和写作提供支架。 

Step 4: Post-reading 

Activity 8: Group discussion 

教师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分析文章提出的问题背后所蕴含的深意。通过抛出现实问题“Do you think it is still neces-

sary to master local dialects?”让学生们进行小组讨论。 

【设计意图】：通过设计课堂小组讨论活动，能够充分利用讨论发展学生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

深刻性、独创性和批判性。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会以批判的视角、辩证的思维去看待、分析问题。学生在

这一过程中发散思维，提出有创造性的想法和见解，同时有逻辑地组织、表达观点，发展逻辑性思维和

创新性思维。 

Step 5: Summary 

教师对整堂课学习进行总结，并带领学生再次梳理文本结构和说明方法，课堂结尾送给学生一句名言“The beauty 

of the world lies in the diversity of its people and cultures.”让学生体悟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 

Step 6: Assignment 

布置学生完成写作任务，并参照自我评价表(见表 1)进行修改后再上交习作。 

Writing: You are asked to give a speech about the mother language to the exchange students, and prepare your scrip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① Topic ② Supporting facts (importance/situation/causes/solutions) ③ Conclusion 

Tips: Use illustrative methods and metaphors can make your speech more vivid and clear. 

 
Table 1. A checklist for writing 
表 1. 写作自我评价表 

Content Rate yourself yes/no and give reasons 

1) Have you presented your topic in the first paragraph?  

2) Have you organiz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 logic order?  

3) Have you used any explanatory methods?  

4) Have you used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we learned today?  

Shinning Points  

5. 建议与总结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如果教师想做到能够在英语学习活动观指导下，在层层递进的活动中充分挖掘

学生思维的激发点、使得他们的思维火焰被点燃并持续深化，就必须提升自身的思维品质。关于英语教

师如何提升自身的思维品质，既是教学进步的需要，也是教师实现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读写结

合教学模式，改善和培养教师思维品质的途径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加强语篇研读能力；解决教学问题，

开展教学反思；关注教学改革，开展学术写作。 
首先，教师自身要加强语篇研读能力，寻找文本内在逻辑，并能根据已知创设未知，从而帮助学生

实现思维的发展。教师自身的语篇研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堂课的深度，且教师的研读越深入透

彻，越能挖掘文本的思维生长点。教师才能够捕捉课堂中不时出现思维的火花和亮点，促进学生语言能

力和思维品质的发展，最终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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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解决教学问题，开展教学反思。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正是锻炼思维的过程，并且反思性

思维也是英语教师必备的思维品质。教师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教师只有经常进行反思，才能及时

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进而改进教学。如果教师不善于思考，或者不勤于思考，不仅不能解决自身的问

题，也无法帮助学生去解决他们的问题[15]。 
最后，教师要积极参与学术会议，关注教学改革，及时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教师开展学术论文写

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学术写作需要严密的写作逻辑、创新的理念与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提高专业素

养，更是提升自身思维品质的有效途径。 
在高中英语阅读课中，内容、思维和语言的有机整合一直是贯穿课堂教学始终的重要元素，而学生

思维品质的培养既是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改革的必经途径，也是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必然要求。为此，

教师需要改变读写教学相互分离的状况，也要改变那种宽泛地强调多读、多写这类含糊的指导方式，要

努力为读写结合教学探寻出清晰的路径，以此推动读写结合理论和实践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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