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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标准的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中的读后续写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深入分析了读后

续写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学生缺乏足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创造性写作技

巧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采用产出导向法作为解决策略。产出导向法强调以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产

出为目标，通过优化教学设计来提高教学效果。文章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基于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读后

续写的具体教学设计方案，并探讨了这种方法如何有效提升学生的续写质量和整体英语水平。研究旨在

为教师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实践策略，以改善当前高中英语读后续写的教学模式，最终提升学生的文本

理解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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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continuation task instruction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has gradually garner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and main challenges faced in implementing these tasks in high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such as students lacking sufficient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skill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adoption of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
proach (POA) as a strategic solution. POA emphasizes focusing on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and out-
puts, aiming to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optimized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article 
further elaborates on specific instructional designs for continuation task instruction in high school 
based on POA, and discusses how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continuation writ-
ing quality and overall English proficiency.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a new perspec-
tive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teaching model of continuation task instruction, 
ultimately enhancing students’ text comprehension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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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中英语学习中，阅读与写作是两项关键技能，但同时也是许多学生面临的难题。当前教学实践

中普遍存在“学用分离”的问题[1]，即学生往往仅关注语言知识的积累，而忽视了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

际语言使用当中。这种偏重于语言输入而忽略输出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运

用能力。针对这一问题，王初明和亓鲁霞提出读后续写这一题型，应强调语言输入与输出的紧密结合，

以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2]。此外，《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

称“新课标”)也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提出了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及学习能力等更高的要求

[3]。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新兴题型，读后续写在教学与学习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李斌的研究显示，考

生在读后续写题型中的得分普遍不理想[4]。基于当前读后续写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以

产出导向法为指导的读后续写教学设计，旨在为英语教师提供新的教学思路，并帮助学生提高读后续写

的质量。 

2. 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产出导向法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 POA)是中国学者文秋芳于 2015 年提出的一种教学

理论，“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教学流程[5]”。教学理念包括“学习中心说”，

强调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核心；“学用一体说”，主张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全人教育说”，倡导

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目标的教育。教学假设则涉及输出驱动假设，认为产出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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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促成假设，强调通过提供材料来促进学生的知识产出；以及选择性学习假设，主张根据产出需求选

择适当的学习材料。教学流程分为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阶段。驱动阶段包括展示交际场景、体验产出

任务和明确教学目标；促成阶段涵盖描述产出任务、引导选择性学习以及指导产出练习；评价阶段则包

括即时和延时评价，以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5]。 
目前，有很多学者将各种不同的教学理论应用到了读后续写当中，主要有逆向教学设计、支架式教

学、思维导图等。比如，马超结合实例将逆向教学设计应用于高中英语读后续写当中，他认为基于此设

计理论，可以更好的确定教学目标、评价标准，进行活动设计与教师反思，以促进学生核心素质的提升

[6]。刘伶基于支架式教学在课堂上对读后续写进行了情节、思维、语言和评价方面的搭建，并证明了其

有效性，为读后续写提供了一条可行性路径[7]。龚胡娟探究了思维导图式板书在读后续写中的应用，提

出首先在读前进行“头脑风暴图”板书，在读中进行“鱼骨图”板书，在读后进行“内容分解图”板书，

之后借助板书进行续写活动[8]。但是这几种教学理论存在不足，逆向教学设计强调从最终的学习目标出

发，反向设计教学活动[9]。这种方法有助于确保所有教学环节都紧密围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展开，但

可能过于侧重于结果，忽视了过程中的学生参与和互动。产出导向法(POA)在读后续写中的应用相比逆向

教学设计、支架式教学和思维导图具有独特的优势。与逆向教学设计相比，POA 不仅关注最终产出，还

强调通过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阶段，实现语言学习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10]。支架式教学法强调教师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支持作用，通过逐步减少对学生的帮助，促进学生独立完成任务[11]。这种方法适合

个别化教学，但在大班教学中可能难以实施。但 POA 鼓励学生自主挖掘阅读文本的内涵和知识点，全面

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和求知欲望。这种自主学习的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思维导图将抽象的思维具象化，帮助学生更清晰地理解文章的逻辑结构和关键信息，但这种方法可

能无法充分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相比之下，POA 不仅关注内容的组织，还注重语言的准确性和流

畅性，以及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12]。 
总的来说，产出导向法在读后续写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产出、强调互动和反

馈等方面。它能够有效地解决“学用分离”的问题，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写作中，提高写作

能力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2.1.2. 读后续写 
读后续写由学者王初明于 2012 年提出，这种题型提供一篇不完整的文章，要求学生在理解已有内容的

基础上进行续写。它结合了阅读理解与写作技能，结合了语言理解与产出，既包含输入又包含输出。在读

后续写的任务中，学习者首先需要深入理解提供的材料，然后根据理解和给定的指引，利用自己的知识和

语言技巧来延续文章内容。这一方法特别强调语言的一致性，涉及内容、主题、风格、表达、结构及语法

等方面。完成读后续写任务，学生不仅需要扎实的英语基础和良好的语言能力，还需具备一定的创造力。

这一训练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还促进了他们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13]。 

2.1.3. POA 与读后续写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 POA 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于 POA 发展建议与实验研究方面，比如 Ellis 为 POA 进一步

发展提出适当的评估要与教学目标相一致、要对教师进行专门的 POA 培训、社会互动的重要性等[14]。
国内对 POA 在写作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写作教学、写作模式构建和有效性研究方面。在写作教学方

面，张翼和陶立军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基于 POA 的写作教学对于提升学生作文中的语法、内容等方面

有显著效果[15]、王颖在其论文中运用 POA 理论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到英语写作教学中，构建了英语专

业写作教学体系[16]；在写作模式构建方面，关成勇和郭万群以 POA 为教学理念，采取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方式构建了英语应用文写作多元评价理论框架[17]、李楠楠基于 POA 理论，对英语写作思辨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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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进行了构建[18]；在有效性研究方面，张文娟对运用 POA 理论对大学英语写作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

证明了实验班学生对单元语言项掌握更好[19]。POA 研究的阶段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对中等教育

阶段的 POA 写作研究较少，关注读后续写方面的研究更是少之更少。 
国外对读后续写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是在阅读与写作的相互关系方面研究相对较多，可以为读后续

写提供借鉴。比如 Steve Graham 提出阅读与写作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写作和写作教学提高了学生的阅

读能力，反之亦然。因此，他提出应该将阅读和写作紧密相结合[20]。国内对读后续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策略探究、理论应用和协同效应研究与有效性研究方面。在策略探究方面，郭鑫钰结合实例，对高中英

语读后续写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了研究，提出要遵循实践性、指导性、开放性原则来创设高中英语课

堂教学活动[21]、张文圣提出在主题意义引领下的英语读后续写策略，即梳理细节，预设主题；逆向设计，

构建主题；围绕主题，评价写作，通过此策略来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22]；在理论应用方面，陈彩燕结合实

例将项目式学习应用于高中英语读后续写当中，她认为教师应以问题为导向，引领学生探索现实世界；借

文本之力，促进其知识与能力构建；凭情境之助，激发学生合作探究热情[23]；在协同效应研究与有效性研

究方面，姜琳，陈锦用实验证明了读后续写可以提升学习者的语言产出表现，对学生写作语言的复杂性、

准确性和流利性都有影响[24]。这些都可以为 POA 之下的读后续写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通过梳理现有文

献发现，POA 理论之下的读后续写教学模式设计研究及应用比较少，因此，笔者将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 

2.2. 读后续写现存问题 

尽管读后续写有其显著优势，但作为一种新型题型，它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在教

学层面，众多教学方法的涌现让教师们难以迅速确定最适合读后续写的教学策略。由于教学方法尚处于

探索阶段，存在不成熟的现象，这要求教师们持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同时，一些高中未设置专门的读后

续写课程，导致教师无法充分投入时间于此，长此以往，可能会降低对读后续写的重视程度[25]，这反过

来又会影响学生的写作成效。 
在学生学习方面，他们在阅读和理解给定续写材料时，常常出现理解不深入的问题。他们可能没有

充分把握原文的内容、风格或语境，结果导致续写内容与原文不吻合、逻辑不一致或文章结构不连贯。

另外，受语言技能所限，学生在词汇、语法和句型运用上遇到困难，无法运用更丰富的词汇和句型，这

影响了续写质量。有些学生可能过分依赖原文内容，仅是简单延伸原故事情节，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的

发挥。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学生在续写学习过程中的表现，需要教师予以关注和指导。 

2.3. 产出导向法的适切性 

产出导向法(POA)理论建立在输入假设和输出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作为学生输

入，从而在语言、内容和结构方面帮助学生积累词汇、句型和结构。这要求教师确保学生充分理解原文

的内容、风格和语境。在输出阶段，学生利用这些输入材料进行创作，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断反思和识

别自己写作中的不足，并进行改进，以更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而促进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掌握。POA 强

调“学用一体”的理念，既注重学生的输入，也关注他们的产出，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此外，

POA 的评价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这不仅能促使学生相互反思和学习，还能进一步巩

固所学知识，推动他们在写作方面的持续进步。 

3. 产出导向法下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 

3.1. 设计思路 

本教学设计基于产出导向法(POA)，分为三个主要环节：驱动、促成和评价。在驱动环节，教师将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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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段视频并提问，鼓励学生进行口语展示并讨论视频主题；在促成环节，将从内容、语言和结构三个

方面引导学生进行输入；在产出环节，学生将有十五分钟的时间进行续写；最后的评价环节包括学生自

评、互评和教师评价，课后作业要求学生根据反馈进行作文修改。整个教学过程设计为两个课时，每课

时 40 分钟。 

3.2. 课例设计 

本文以 2022 年新高考 I&II 卷读后续写真题为例，展示如何应用产出导向法来设计高中英语读后续

写教学。 

3.2.1. 基本信息 
(1) 文本分析 
What：文章讲述了十岁小男孩 David，尽管患有脑疾病且行动不便，却因不愿被疾病限制而决定参

加越野跑比赛。虽然他训练时速度不快，但从未缺席，比赛中也坚持到了最后。 
Why：David 之所以决定参赛，是因为他有着非凡的决心和毅力。他在学校被视作普通孩子，得到同

学们的鼓励并参与各项活动。作为特殊教育老师，作者对 David 的挑战有深刻理解，并对他的决定感到

自豪。文章通过描述 David 在比赛中的表现和训练中的坚持，展示了他面对困难的积极态度和坚强意志。 
How：本文是记叙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和描述性语言，通过清晰的时间线和情节连接词，按事件、

子事件和支持要点的层次结构组织信息，使用情境嵌入来介绍背景信息，增强文本连贯性。 
(2) 学情分析 
Know：学生之前已学习过关于坚持和人物情感方面的短语及写作逻辑词。 
Want：学生希望通过本课程，学习如何基于产出导向法构建读后续写文章框架，积累词汇和实用句型。 
Learn：学生将掌握产出导向法下的读后续写框架，并学会依据评分标准评估作文，同时认识到面对

困难时的积极态度和坚持的重要性。 
(3) 教学目标 
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将能够： 
① 语言能力：恰当使用连接词，提升文章连贯性和流畅性。 
② 文化意识：关注文中的情感表达，领会作者意图，并升华主题。 
③ 思维品质：从内容、语言、结构三方面构建续写内容，全面考虑文本一致性。 
④ 学习能力：根据读后续写评分标准进行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以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 

3.2.2.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阶段一 驱动环节(15') 
活动一：导入 
教师播放运动员高弘博在脚踝骨折情况下仍坚持参赛的视频，随后向学生提出问题并邀请学生口头

回答以下问题： 
Q1: What impresses you most in this video and why? 
Q2: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Gao Hongbo who were injured a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Q3: What spirit is worth learning from Gao Hongbo? 
(设计意图：通过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通过提问引导他们进行思考。口语回答能让学生意识

到自己在词汇、短语或句式方面的不足，从而激发他们弥补不足，促进后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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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二：讨论 
教师安排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探讨视频中展现的主题，如勇气、坚持等，并思考这些主题如何影响

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个小组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将故事的主题和情节进行可视化表示，为接下来的写作活

动做准备。 
(设计意图：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对主题的理解，为后续写作做好准备。) 
阶段二 促成环节(25') 
活动一：内容促成——阅读四大要素 
引导学生阅读文章，找出叙事的四大要素，见表 1。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初步了解文章，明确文章的四大要素。) 

 
Table 1. 4 elements 
表 1. 四大要素 

Content 

4 elements 

Who: I, David, students from seven different primary schools, coach 

Where: thick evergreen forest 

When: the day of the big cross-country run 

What: David decided not to run due to the fear of being laughed at by others. 

 
活动二：内容促成——阅读细节 
教师利用阅读圈给每个小组的成员分配任务。阅读组长负责组织小组阅读和讨论，并展示问题。单

词大师负责获取与坚持和人物情感相关的词汇，比如 determination，uncomfortably。情节跟踪者负责整理

故事情节，并深入理解与分析。语篇解读大师则负责分析篇章的衔接手段，如 after、then 等。实际生活

联系者负责将故事与现实相联系，并预测故事的结尾。小组阅读圈任务结束后，总结者负责展示小组的

阅读成果[25]，见表 2。 
(设计意图：通过阅读圈促进小组合作，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文章内容。) 

 
Table 2. Reading circle 
表 2. 阅读圈 

角色名称 任务描述 

单词大师 获取与坚持和人物情感相关的词汇 

情节跟踪者 梳理故事情节 

总结者 展示本阅读圈的阅读成果 

阅读组长 组织小组阅读和讨论，展示问题 

语篇解读大师 分析篇章的衔接手段 

实际生活联系者 联系实际，预测故事的结尾 

 
活动三：语言促成——单词、短语和句型学习 
第一自然段的情节是“我”和 David 坐在一起，但是他并不看“我”。整体基调是偏矛盾和焦虑的，

但是后续又出现转机，David 的心情有所好转。第二自然段的情节是 David 决定走上赛场，参加比赛，整

体的基调是令人激动和振奋人心的。教师引导学生思考情绪、动作、心理描写及主题这四方面的单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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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词性)、短语与句式。小组讨论，以列框架的形式写出这四方面的内容。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些结构和

句子，引导学生进行练习与模仿。 
(1) 单词 
Emotional description:___________ 
Action description:______________ 
Mental description:_____________ 
The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短语 
Emotional description:___________ 
Action description:______________ 
Mental description:_____________ 
The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句型 
Emotional description:___________ 
Action description:______________ 
Mental description:_____________ 
The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讨论结束之后，教师邀请几位学生展示。然后，教师向学生呈现更多单词、短语和句型，供学生学

习与积累。 
活动四：结构促成 
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四句式”确定续写框架，见表 3。 

 
Table 3. “Four-sentence pattern” 
表 3. “四句式” 

Step 1 先写最后一句(主题句) 

Step 2 再写衔接句(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Step 3 根据所给段首句写角色的情感 

Step 4 补全续写每段的中间内容 

 
之后，教师给学生解释 3 principals (action-response, conflict-solution, negative-positive)方法的运用，比

如 Para. 1 We sat down next to each other, but David wouldn’t look at me. (根据 conflict-solution 原则和 action-
response 原则)“我”和 David 一起坐下，但是 David 不看“我”，David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说

什么？做什么？接下来之后“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说什么？应该做什么？Para. 2 I watched as David 
moved up to the starting line with the other runners. (根据 conflict-solution 原则)“我”看着 David 和其他选

手一起站上起跑线，David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根据 negative-positive 原则)结合上文所写，思考本文体

现的主题是什么，对文章进行升华。通过了解三大原则，更好的促进学生思维的发散与续写。 
(设计意图：利用“四句式”引导学生写出续写框架，并给学生提示 3 principals，以更好地帮助学生

进行续写。) 
第二课时 
阶段三 产出环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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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求学生在十五分钟之内完成这篇读后续写，并提醒学生注意内容、语言、结构和标点符号。 
(设计意图：利用所学知识进行产出，以完成续写内容。) 
阶段四 评价环节(23') 
活动一：学生自评 
写作完毕之后，教师在 PPT 上为学生呈现读后续写评分标准，并引导学生自己对作文进行评价与打分。 
活动二：同伴互评 
写作结束后，要求每位学生与同桌交换作文，并引导他们根据评分表仔细评估手中的作文，提醒用

红笔标出并纠正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等错误。 
活动三：教师评价 
在学生完成自评后，教师将从内容、语言和结构三个方面对学生的作文进行评估，最后给予分数。 
(设计意图：不同主体评价可以让学生注意到自己续写中的问题，进而改进并提高续写质量。) 
阶段五 作业布置(2') 
学生根据读后续写评分标准及课上同伴和教师的建议进行仔细修订与改正，并写下反思。 
(设计意图：改正续写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润色，完善续写内容，提高续写质量。) 

4. 产出导向法下读后续写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产出导向法下进行读后续写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 驱动环节：在产出导向法中，驱动环节的目的是通过创建有意义的交际场景和任务，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与兴趣[5]。在读后续写任务中，“这意味着教师需要设计一个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情境，让

学生感受到续写任务的实际应用价值”[7]。比如，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假如你是故事中

的主角，你会怎么做？”这样的问题既贴近学生的实际，又能激发他们对故事情节的兴趣和想象。 
(2) 促成环节：教师在设计此环节时，需要考虑内容、语言和结构三方面的促成。教师应该尤其注意

对原文的阅读，注重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比如内容、风格、语境等方面的理解，确保学生写作的语言风

格与原文一致，以保持内容的协同性。在产出导向法的促成环节，教师应提供适当的输入材料，帮助学

生在理解与产出之间建立连接。这包括引导学生如何从原文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和语言形式，以及如何在

续写中使用这些资源。同时，教师还应关注学生在情节发展和语言运用方面的困难，提供有针对性的指

导与支持。 
(3) 评价环节：评价环节是提升学生写作质量的关键。在产出导向法中，评价不仅是对最终产品的评

估，更是一个包含师生共同参与、以评促学的过程[5]。在读后续写教学中，应采用多元评价方式，如自

评、互评和教师评价，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并根据反馈进行修改和完善。 

5. 结语 

综上所述，读后续写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技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产出导向法作为一

种注重输入和产出的教学模式，在设计时可以从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方面入手，同时应注意相关问题，

以充分发挥产出导向法下读后续写的优势，并提高教师读后续写教学与学生续写质量。 

参考文献 
[1] 薛海燕. 产出导向法指导下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实践[J]. 中小学教材教学, 2021(3): 32-36.  

[2] 王初明, 亓鲁霞. 读后续写题型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45(5): 707-718, 80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053


闫航 
 

 

DOI: 10.12677/ae.2025.151053 360 教育进展 
 

[4] 李斌. 高考英语新题型“读后续写”中的问题与对策[J]. 中小学教师培训, 2021(2): 30-32.  

[5] 文秋芳.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 47(4): 547-558, 640.  

[6] 马超. 逆向教学设计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 英语教师, 2024, 24(4): 67-69.  

[7] 刘伶. 基于“支架式教学”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J]. 基础外语教育, 2023, 25(6): 67-76, 111.  

[8] 龚胡娟. “思维导图式”板书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的应用[J]. 英语教师, 2020, 20(10): 80-84, 90.  

[9] 涂美媚.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模式设计与实践[J]. 英语教师, 2021, 21(1): 77-80, 85.  

[10] 王亚龙. 产出导向法应用于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的实验研究[J]. 试题与研究(教学论坛), 2020(36): 100.  

[11] 陈卓. 英语写作教学中“读后续写”与“产出导向法”的比较研究[J]. 科教文汇, 2020(13): 180-182.  

[12] 朱寅. 产出导向法视域下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案例研究[J]. 校园英语, 2023(31): 82-84.  

[13] 王初明. 读后续写——提高外语学习效率的一种有效方法[J]. 外语界, 2012(5): 2-7.  
[14] Ellis, R. (2017)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Moving Forward.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40, 454-

458. https://doi.org/10.1515/cjal-2017-0027 
[15] 张翼, 陶立军. 基于“产出导向型教学法”的英语写作能力变化路径分析[J]. 中国教育学刊, 2018(S1): 137-139.  

[16] 王颖. “产出导向法”视域下“课程思政”在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中的体系构建[J]. 外国语文, 2021, 37(5): 147-156.  

[17] 关成勇, 郭万群. 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基于 POA 的英语应用文写作多元评价辩证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1(2): 
30-36.  

[18] 李楠楠.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英语写作思辨能力培养研究[J]. 高教探索, 2021(2): 70-74, 94.  

[19] 张文娟. “产出导向法”对大学英语写作影响的实验研究[J]. 现代外语, 2017, 40(3): 377-385, 438-439.  
[20] Graham, S. (2020) The Scienc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Must Become More Fully Integrated.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55, S35-S44. https://doi.org/10.1002/rrq.332 
[21] 郭鑫钰. 读后续写在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探究[J]. 英语教师, 2024, 24(4): 149-151.  

[22] 张文圣. 主题意义引领下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策略探究[J]. 英语教师, 2023, 23(21): 90-93.  

[23] 陈彩燕. 借鉴项目式学习开展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的实践[J]. 英语教师, 2023, 23(7): 68-71.  

[24] 姜琳, 陈锦. 读后续写对英语写作语言准确性、复杂性和流利性发展的影响[J]. 现代外语, 2015, 38(3): 366-375, 
438.  

[25] 付春红. 产出导向法指导下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J]. 基础外语教育, 2022, 24(3): 55-61, 11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053
https://doi.org/10.1515/cjal-2017-0027
https://doi.org/10.1002/rrq.332

	新课标背景下产出导向法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中的教学设计
	摘  要
	关键词
	Teaching Design of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in High School English Continuation Task I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产出导向法
	2.1.2. 读后续写
	2.1.3. POA与读后续写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2.2. 读后续写现存问题
	2.3. 产出导向法的适切性

	3. 产出导向法下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
	3.1. 设计思路
	3.2. 课例设计
	3.2.1. 基本信息
	3.2.2. 教学过程


	4. 产出导向法下读后续写需要注意的问题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