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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高中生成长型思维有所欠缺，高中英语教师问题链使用效果差强人意，基于成长型思维设计高中英

语问题链能够针对性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在层次性、系统性和启发性原则的指引下，本研究将强化学习

目标、引导正确归因、提升努力信念以及锻炼心理韧性融入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由此提出相应的问题

链设计策略，并形成基于成长型思维的问题链设计框架。将基于成长型思维的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应用

于实践，能够培养并提升学生的成长型思维，从而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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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growth mindse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deficient and the situation of question chain 
use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s unsatisfied. So the question chain design based on growth 
mindset can help solve these two problem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s of hierarchy, sys-
tematicness and enlightening, the study integrates reinforcement of learning goals, guiding correct 
attribution, improving belief in effort and training mental toughness into the design of question 
chain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hen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of question chain design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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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nd a framework of question chain design based on growth mindset is formed. The appli-
cation of the question chain design based on growth mindset in high school English can cultivate and 
enhance students’ growth mindset, thus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academic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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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问题链作为一种教学策略，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逻辑结构精心设计的一系列紧密相关且逐步深化

的问题。当前，问题链是高中英语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师通过问题链的使用，旨在引导学生主

动探究、积极思考，并在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全面发展和提高个体能力。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问题链

的使用却存在许多问题，例如，问题大多为教师临时组织而成，未能发挥其预期效果；问题之间缺乏联

系，不利于学生的思维发展与成绩提高等。由此可见，对问题链教学进行设计研究十分必要。 
高中阶段英语课程在难度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取得较不理想的成绩时，总是会将

其归因于课程过难，而不是缺乏努力。这种错误的思维模式可以通过成长型思维的培养来改变。拥有成

长型思维的学生相信自己的智力、能力可以不断进步，更注重学习过程而非最后表现出来的结果，在遇

到难题时会敢于挑战，不怕出错。因此，教师要将这种思维模式融入到日常教学之中，帮助学生培养成

长型思维，使学生转变学习态度，热爱学习，并注重自身能力的提升。 
针对高中生成长型思维有所欠缺，高中英语教师在课堂上使用问题链存在一定问题的现状，指向成

长型思维的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至关重要。指向成长型思维的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引导学生更加关注自

身能力的发展，使学生在犯错时更加倾向努力归因而非能力归因，强化学生的努力信念，不断锻炼和提

高学生的心理韧性，从而提高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 

2. 成长型思维 

成长型思维定义 

成长型思维最初源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行为心理学教授 Carol S. Dweck，她在《Mindes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一书中将人的思维模式分为两种，固定型思维(fixed mindset)和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并进行了详细论述。她认为成长型思维模式(Growth Mindset)是一种相信智力(能力)可以通过个

体努力而进行发展的观念，主张拥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专注于成长的过程，不惧怕犯错并能沉着应对

挑战，他们通过练习、毅力和努力，可以增长学习和成长的无限潜力。除此之外，她还认为个体的思维

模式即他们基于过去经历形成的关于智力是否可以提升的内隐信念，会引导他们的动机和行为[1]。 
同时，思维模式还具有强大的组织功能，从而将成就目标(goals)、归因(attributions)和努力信念(effort 

beliefs)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动机框架(motivational frameworks)，后来 Dweck 又将其称为意义系统

(meaning system)。意义系统的理论框架可以通过金字塔模型来表征。思维模式是意义系统的核心要素，

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是影响意义系统中其他动机成分的深层机制，而动机系统中的其他变量(如成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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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成败归因、努力信念和心理韧性等)则处于意义系统金字塔的底部，它们都受到思维模式的影响。意

义系统中的各要素会相互协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调节个体的思想与行为[2] [3]。 
因此，基于成长型思维的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在遵循层次性、系统性和启发性原则的基础上，从强

化学习目标，以发展能力为主导，更加注重掌握过程；引导正确归因，以努力归因为导向，相信智力可

以改变；提升努力信念，相信自己能够做到，通过努力发展能力；锻炼心理韧性，遭遇挫折毫不妥协，

积极勇敢迎接挑战入手，旨在通过问题链的设计与应用提升学生的成长型思维，从而强化学生的学习动

机，提升学习效果。 

3. 问题链设计原则与策略 

3.1. 问题链设计原则 

1) 层次性原则 
问题链设计需要遵循层次性原则。问题链基于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学科的知识逻辑顺序以及教学

程序有层次地进行设计，是一组从简单到复杂，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生活，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

问题。好的问题链能够用前面的回答引导出后面的问题，后一问题是前一问题的衍生。学生能够在这样

的问题链中不断思考，学会分析真实情境的方式方法以及问题解决的过程，对提升他们的逻辑思维有重

要的意义，也为他们将来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奠定基础。随着问题的层层递进，学生的思维步步深入、

螺旋上升，最终实现知识的掌握，提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4]。 
2) 系统性原则 
问题链设计需要遵循系统性原则。问题链由主问题和子问题组成，主问题在整体上把握教学内容，

搭建整节课的知识框架。通过主问题的解决，学生捋顺一节课的逻辑结构，理解核心概念，明确概念间

的联系。子问题是为主问题的解决而服务的，子问题间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有层次、有逻辑的层层引

导。通过子问题的解决，学生逐渐获取知识，思维得以深化，最终解决核心问题，建立核心概念。 
3) 启发性原则 
问题链设计需要遵循启发性原则。教师在设计问题链时，创设的问题情境要与学生的已有认知有一

定的差异，从而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积极探索，进行生动活泼的学习。教学中，

教师不要急于告诉学生现成的答案，而是按照思维的发展，利用问题逐步引导学生得出问题的答案，从

而达到水到渠成、应启而发的效果[5]。 

3.2. 问题链设计策略 

1) 强化学习目标，以发展能力为主导，更加注重掌握过程 
Elliott 和 Dweck 表明学生的成就目标——表现目标(验证或证明你的能力的目标)与学习目标(发展你

的能力的目标)——可以为不同的挫折反应奠定基础，从而帮助建立了成就目标理论的基础[6]。 
想要提高学生的成长型思维，需要引导学生强化学习目标，以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为目的进行学习，

更加关注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以结果为目的进行学习，单纯想取得更高的学习成绩或表现自己。 
2) 引导正确归因，以努力归因为导向，相信智力可以改变 
研究表明，将挫折归因于全局、稳定的因素(如缺乏全局、稳定的能力)会导致适应不良反应，而将挫

折归因于不稳定或可控的因素(如缺乏努力)会导致适应反应。归因可以预测这些不同的反应，而操纵人们

的归因可以创造或改变这些反应[7]。 
想要提升学生的成长型思维，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归因，将自己的错误归因于不够努力而不是能

力不足，进而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达到想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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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努力信念，相信自己能够做到，通过努力发展能力 
心态可能会将我们之前研究过的所有变量(包括目标、归因和无助感)组织到一个意义系统中。在这些

变量中，我们增加了努力信念的概念——相信努力是一种有助于提高你的能力的积极的东西，而不是一

种表明能力不足的消极的东西[8] [9] [10]。 
想要提升学生的成长型思维，需要提升学生的努力信念，让学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完成目标，

从而提升自己的能力。 
4) 锻炼心理韧性，遭遇挫折毫不妥协，积极勇敢迎接挑战 
持有不同思维模式的个体在意义系统的其他变量上也会表现出差异，其中个体对挑战性任务的态度

和遭遇挫折后的韧性被认为是两个关键指标[2]。 
想要提升学生的成长型思维，需要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锻炼学生在遇到挫折时不妥协的心性，使

其积极勇敢地面对困难与挑战。 

4. 问题链框架搭建 

 
Figure 1. The framework design of the high school English question chain based on growth mindset 
图 1. 基于成长型思维的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框架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114


王梦天 
 

 

DOI: 10.12677/ae.2024.1461114 1562 教育进展 
 

本研究将强化学习目标、引导正确归因、提升努力信念以及锻炼心理韧性融入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

形成了基于成长型思维的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框架(见图 1)。 
1) Step1——引导学生树立学习目标 
率先抛出主问题 Q1——根据本课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确定，让学生尝试回答，若学生进行回答并附思

考过程，则倾向于学习目标，进行肯定并加以修正；若学生直接回答答案，则倾向于表现目标，回答正确者

追问其思考过程，进行修正并强调思考过程的重要性；若学生回答错误，则进行第二步，对错误进行归因。 
2) Step2——引导学生进行努力归因 
抛出让学生判断自己的归因方式的 Q2——回答错误是由于什么原因？是不够努力还是能力不足？

若学生倾向于努力归因，则进行肯定与鼓励，并追问其思考过程，加以修正；若学生倾向于能力归因，

则纠正其归因方式的倾向，并引导其思考过程，进行修正。 
3) Step3——帮助学生加强努力信念 
若学生进行努力归因，对其进行认可与鼓励，并抛出 Q3——怎样努力才能够达成目标？给出相应提

示帮助其思考过程。 
4) Step4——促进学生锻炼心理韧性 
若学生直接进行回答且回答错误，在对其进行引导修正后抛出 Q4——一开始的错误是否让我们更好

理解了思考问题时过程的重要性？进而引导学生遭遇挫折不能够妥协，把失败作为经验来源。 
各步骤对应流程见图 2。 

 

 
Figure 2. The flow chart design of the high school English question chain based on growth mindset 
图 2. 基于成长型思维的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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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问题链框架的案例设计 

教学案例取自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第六章实施建议中教学建议案例四：人

教版必修三 Unit5——A Trip on “The True North” [11]，问题链设计步骤如下： 
1) 根据教学目标确定主问题： 
本课结束时，学生能够： 
① 获取、梳理、描述有关加拿大之旅的事实性信息(旅行路线、风景特征、气候特点、旅行者感受)； 
② 归纳、总结、报告有关加拿大的概况和特点，形成对加拿大的结构化知识(地理、人口、经济、

文化、交通等)；  
③ 比较、描述和阐释加拿大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旅游路线、人文景观等相同点与不同点； 
④ 通过小组合作、同伴讨论、个人思考，分享对加拿大的总体认知和感受，举例说明并解释为什么。

尝试为加拿大朋友设计一条中国旅行路线，体现跨文化意识和本土文化特色。 
2) 根据本课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确定贯穿本课内容的问题链为： 
子问题①：文中有关加拿大之旅的事实性信息有哪些？ 
子问题②：如何概括加拿大的概况和特点，形成对加拿大的结构化知识？ 
子问题③：加拿大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旅游路线、人文景观等有什么相同点与不同点？ 
主问题 Q1：如何为加拿大朋友设计一条能体现跨文化意识和本土文化特色的中国旅行路线？ 
3) 成长型思维培养过程： 
① Step1——引导学生树立学习目标 
教师展示自己(也可以是朋友)在加拿大旅游时的照片，创设加拿大朋友即将来中国旅行的语境，率先

呈现主问题 Q1：如何为加拿大朋友设计一条能体现跨文化意识和本土文化特色的中国旅行路线？让学生

尝试回答。若学生进行回答并附思考过程，则倾向于学习目标，进行肯定并加以修正，形成子问题链；

若学生直接回答答案，则倾向于表现目标，回答正确者追问其思考过程，进行修正并强调思考过程的重

要性；若学生回答错误，则进行第二步，对错误进行归因。 
② Step2——引导学生进行努力归因 
抛出让学生判断自己归因方式的 Q2：回答错误是由于什么原因？是不够努力还是能力不足？若学生

倾向于努力归因，则进行肯定与鼓励，并追问其思考过程，加以修正；若学生倾向于能力归因，则纠正

其归因方式的倾向，并引导其思考过程，进行修正。 
③ Step3——帮助学生加强努力信念 
若学生进行努力归因，对其进行认可与鼓励，并抛出 Q3：怎样努力才能够达成目标？给出相应提示

帮助其思考过程。 
④ Step4——促进学生锻炼心理韧性 
若学生直接进行回答且回答错误，在对其进行引导修正后抛出 Q4：一开始的错误是否让我们更好理

解了思考问题时过程的重要性？进而引导学生遭遇挫折不能够妥协，把失败作为经验来源。 
4) 按子问题链进行教学，旨在回答主问题： 
子问题①：文中有关加拿大之旅的事实性信息(旅行路线、风景特征、气候特点、旅行者感受)有哪些？ 
学生第一遍阅读课文，概括主旨并梳理主要事实性信息。教师提问检查学生提取课文中事实性信息

的情况。 
学生第二遍阅读课文，分组绘制出课文中主人公的加拿大旅游行程路线图，标记出旅游中所经过的

各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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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第三遍阅读课文，分组在所绘制的旅行路线图上标记出各个地点的关键信息(如温哥华是加拿大

最暖和的城市)并汇报。之后，教师与学生在黑板上共同完成本次旅游的信息图。 
子问题②：如何概括加拿大的概况和特点，形成对加拿大的结构化知识(地理、人口、经济、文化、

交通等)？ 
提炼概念，形成概念图，获得结构化知识。学生第四遍阅读课文，分组完成关于加拿大概况的结构

化知识图，重组文中提及的关于加拿大的信息，如人口数量、气候特点、地理概貌、特有动物、农业耕

作、文化特点、交通工具、自然资源等。 
根据已知，推理判断。学生讨论并交流主人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旅行路线。 
子问题③：加拿大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旅游路线、人文景观等有什么相同点与不同点？ 
表达感受，比较异同。学生分组活动，分享个人对加拿大的总体感受，并基于结构化知识图比较中

国与加拿大的异同。 
最终根据中国与加拿大在地理位置、旅游路线及人文景观方面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借鉴文中提到的

加拿大的事实性信息与结构性信息，形成一条能体现跨文化意识和本土文化特色的中国旅行路线，从而

回答最开始提出的主问题 Q1：如何为加拿大朋友设计一条能体现跨文化意识和本土文化特色的中国旅行

路线？ 

6. 结语 

总之，通过基于成长型思维的高中英语问题链设计，能够引导学生更加关注能力的发展而非最终表

现出来的结果，使学生在犯错时更加倾向努力归因而非能力归因，强化学生的努力信念，不断锻炼和提

高学生的心理韧性，从而提高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促进学习态度的转变以及学习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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