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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读前激疑、读中自主探究解疑和读后自主迁移三个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教学环节，本文以人教

版八下第一单元2b内容He Lost His Arm but Is Still Climbing为例，探讨如何恰当使用思维可视化工具来

培养初中生英语自主阅读能力。最终得出如下四点启示：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思维可

视化工具；其次，并不是所有内容都适合使用思维可视化工具教学，教师不可为了使用思维可视化工具

而使用；第三，教师需注重教授学生运用思维可视化工具辅助阅读的技巧；第四，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

自主权，让学生自行绘制思维可视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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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ree teaching stage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reading ability: pre reading 
questioning, during reading self-explor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and post reading self-transfer,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ntent of Unit 2b in the eighth edition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He Lost 
His Arm but Is Still Climbing,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o properly use thinking visualization 
tools to cultivat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independent reading ability. The following four 
inspirations are ultimately drawn. Firstly, teachers should choose appropriate thinking visualiza-
tion tools based on the teaching content. Secondly, not all content is suitable for using thinking vis-
ualization tools to teach, and teachers should not use them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using them. 
Thirdly, teacher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use thinking visualiza-
tion tools to assist reading. Fourthly, teachers should provide students with adequate autonomy, 
allowing them to draw thinking visualization tools by themselves. 

 
Keywords 
Thinking Visualization Tools, Independent Reading Ability, English Teaching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背景 

学习能力是英语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一，其发展有助于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义务教育

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倡导指向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

探究学习等学习方式，要求教师指导学生自主构建和内化新知，发展学生独立思考和合作解决问题的能

力[1]。由此可见，《课程标准》重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

英语教学的重要方面。阅读是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应成为英语教学的

重中之重[2]。然而，当前的英语阅读教学常常忽视学生阅读的主体地位，弱化学生的个性化解读，并且

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假自主”和“浅自主”现象频发[3]，这十分不利于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

发展。 
阅读是学会的，不是教会的[4]。自主阅读强调自主性，要求学生主动阅读、主动思考、主动提问和

主动解疑[5]，故而教师应尊重学生的阅读主体地位，切实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但每个学生在阅读

时都有自己关心的内容，他们自主阅读后的输出一定是“碎片化”的，因而如何帮助学生获得“结构化”

的学习是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6]。思维可视化指用图示或图示组合的方式，把原本不可见的思维结构和

思维路径呈现出来，使其清晰可见[7]。思维可视化工具可以使学生建构新意义的过程更加直观，能够帮

助学生从多个角度和层次解读阅读文本。故而，本文将以 He Lost His Arm but Is Still Climbing 为例，借助

思维可视化工具进行培养学生英语自主阅读能力的教学设计。 

2. 相关概念 

2.1. 自主阅读能力 

自主阅读能力是学习能力在阅读中的具体表现[8]，它指学生在阅读内驱力的驱动下，自主阅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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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已有知识结构理解、分析、评价和整合文本，最终自主建构出新意义的阅读能力[9]。培养学生的

英语自主阅读能力可以确保学生在英语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在提升学生英语阅读水平的同时，帮助学生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拥有自主阅读能力的学生在阅读时往往可以自主提问、自主阅读、自主探究和自

主解疑。他们在读前能在阅读内驱力的驱动下自主提问；在读中，可以通过充分的、不被打扰的阅读自

主探究、解疑；在读后，可以通过小组合作等形式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形成有意义的阅读成果[9]。 
虽然对英语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但自主不是自生自灭[5]，教师在此过程中扮演

着“支持者”“赋能者”和“共赏者”的角色[8]，学生需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学会自主规划、自主阅读、

自主监控和自主思考[10]。葛炳芳(2021)认为，充足、无干扰的阅读时间和自主阅读基础性任务的设计是

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根本保障[6]。他强调时间和过程对发展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重要性。为了落实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深度自主阅读，教师不仅需要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无干扰的阅读时

间，还要为学生创设自主探索的教学情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2]。 
然而，学生的自主阅读输出具有“碎片化”的特点，如何帮助学生在自主阅读过程中获得对文本的

“结构化”学习是教师面临的一大挑战[6]。《课程标准》指出可以借助多种工具和手段，如思维导图、

信息结构图等，帮助学生自主建构基于语篇的结构化新知。由此可见，思维可视化工具有助于学生在自

主阅读时形成结构化知识，对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2. 思维可视化工具 

“思维可视化”指用图示或图示组合的方式，把原本不可见的思维结构和思维路径呈现出来，使其

清晰可见[7]。思维可视化工具则指将思维结构和思维路径展现出来的工具，常见的思维可视化工具有概

念图、思维导图和思维地图[11]。其中，思维地图又称为八大思维图示法[12]，包括圆圈图、气泡图、双

气泡图、树形图、括号图、流程图、复流程图和桥形图八种图式[13]。思维可视化工具具有丰富多样性，

除上述三种较为主流的思维可视化工具外，插图、KWL 图、鱼骨图、时间轴、表格、T 型图、汉堡包图

等用于展现和组织认知思维过程的图式也属于思维可视化工具。 
随着科技的发展，思维可视化工具在英语教学中的使用趋于频繁，逐渐成为推动课堂教学变革的重

要抓手[12]。它可以分担学生的低阶认知负荷，让学生将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高层次的思维加工活动[14]，
有助于学生对文章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其次，思维可视化工具使抽象的知识具象化，通过将知识间的

框架、结构、逻辑清晰地展现出来，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相关知识点[15]，为学生学习和理解英语文章提供

了具体的载体[16]。此外，思维可视化工具打破了单一的教学形式，使得教学过程更具趣味性和生动性[7]。
鉴于思维可视化工具的上述优点，本文将借助思维可视化工具来辅助初中生英语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 

3. 以思维可视化工具培养初中生英语自主阅读能力的教学设计 

根据注重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课堂的特征——读前，学生在阅读内驱力的驱动下自主提问；读中，

学生通过阅读自主探究、解疑；读后，学生能分享阅读体验和感受，主动建构有意义的阅读成果[9]，本

文将按读前激疑、读中自主探究解疑、读后自主迁移三个环节进行教学设计。 

3.1. 教学内容 

He Lost His Arm but Is Still Climbing 为人教版初中英语八下第一单元 What’s the matter?中 2b 的文章。

笔者将从 what，why，how 三个层面进行文本解读。 
What：本文的主题语境为人与自我之生命的意义。文章讲述主人公 Aron Ralston 在一次登山事故中

不得不切断自己的右臂进行自救，并在失去手臂后仍然坚持登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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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本文希望学生学习 Aron 坚强、勇敢、机智、珍爱生命、不放弃的品质。并且，希望用 Aron
的经历激励学生在面对困境时不轻言放弃，保持冷静，做出正确的决定来把握自己的人生。Aron 关于生

与死的困境离学生较远，但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常常会面临困境和挫折，故教师可以将 Aron 的故事

迁移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让学生意识到困境并不可怕，只要勇敢面对，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困难

都会迎刃而解。 
How：He Lost His Arm but Is Still Climbing 是一篇记叙文。文章共有四段，第一段介绍了 Aron 的个

人信息，第二、三段按时间顺序介绍了 Aron 遇险自救及失去手臂后的故事，第四段引发学生对自己能否

在困境中做出正确决定的思考。文章多用过去时和一般现在时，学生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学习如何按时间

顺序进行记叙文写作。 

3.2. 学习目标 

经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够： 
1) 制作 Aron 的个人信息表； 
2) 画一条记录 Aron 断臂经过的时间轴，根据时间轴复述 Aron 的故事； 
3) 用表格记录 Aron 面临的困境和做出的决定，并讨论自己在同样的困境下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4) 以气泡图的形式罗列 Aron 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精神； 
5) 分享自己曾经面临的困境和做出的决定。 

3.3. 教学过程 

3.3.1. 环节一：读前图片激疑 
步骤一：创设情境 
教师在屏幕上展现 Aron Ralston 的生活照，告诉学生学校将请他来给我们做一场线上励志讲座，学

生需要帮助老师制作一张宣传海报，向其他同学宣传讲座信息。教师需引导学生根据照片提问，询问学

生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about him？ 
学生此时可能的提问有： 
(1) What’s his name? 
(2) What’s his job? 
(3)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4) What’s his hobby? 
(5) What kind of person is he? 
【设计意图】在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扮演支持者的角色，为学生创设情境，

营造氛围，激发学生的阅读内驱力[8]。大部分学生对文章的主人公 Aron Ralston 并不熟悉，展示照片可

以使人物形象可视化，有助于拉近学生和 Aron 的距离，从而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借助学生的好奇心，教

师立刻让学生进行自主提问，有助于学生形成阅读期待，从而更愿意投入到后续的阅读之中。 
步骤二：根据插图及标题预测文章内容 
教师向学生展示书本上登山的插图以及文章标题，让学生根据新增信息猜测前面问题(2)和(4)的答

案。接着让学生根据插图和标题进行二次提问：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from the passage？ 
学生在此环节可能提出的问题有： 
(6) How did he lose his arm? 
(7) Why does he still climb after losing his 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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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将学生的提问按个人信息、个人经历和个人品质三个维度分类，并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展现在黑

板上，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of students’ self-initiated questions 
图 1. 学生自主提问分类 

 
【设计意图】教师在学生的一轮提问后，提供文章标题和插图，让学生进行二次提问。标题是文章

主旨的浓缩概括，插图可以提供与文本紧密相关的直观信息[17]，学生基于这二者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具体

和细致，更有利于学生后续的阅读探究。并且，用思维导图从不同的维度对学生的提问进行整理，可以

帮助学生理清思路，进行结构化阅读。 

3.3.2. 环节二：读中自绘思维可视化工具探究解疑 
活动一：速读全文 
学生需快速阅读全文，分析文章文体并概括主要内容。 
【设计意图】快速阅读全文可以让学生对文章内容形成整体印象，避免对文章片面化和碎片化的理

解。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征，分析文体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作者意图。 
活动二：设计个人信息表提取信息 
讲座的宣传海报需要介绍 Aron 的个人信息，教师将学生分为四人小组，每组发一大张白纸。学生先

进行自主阅读，划出 Aron 的个人信息，然后小组合作，设计 Aron 的个人信息表。绘制完成后，教师随

机邀请一组同学进行展示，其他小组在该小组展示完成后进行评价并补充未涉及信息。表 1 为 Aron 个人

信息参考表，教师可在学生评价补充完后展现该图供学生自查。 
【设计意图】表格可以将繁琐的文字信息精简化，绘制个人信息表可以锻炼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

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 Aron。该活动给予学生较高的自主性，教师事先并未向学生提供表格模板，学生需

要自己提炼介绍表上的信息，自主设计表格的样式、大小、布局等，这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阅读

热情。在学生展示完本组的介绍表后，邀请其他小组进行补充可以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弥补遗漏信息，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课堂效率，丰富学生课堂参与度，更体现出教学评一体化的理念。学生在自主阅读，

自主提炼和同伴评价补充的过程中锻炼了自主阅读能力。至此，环节一中有关个人信息维度的问题均已

找到答案。 
活动三：绘制时间轴复述事件经过 
学生需根据文章描述，将 Aron 遇险及自救的过程以时间轴的形式绘制在海报上。教师先让学生自行

阅读，然后进行小组绘制。绘制完毕后，随机邀请两组同学根据时间轴复述 Aron 的经历，然后请其余小

组进行评价补充。图 2 为时间轴参考图，教师可在学生评价完毕后向学生展现，以供学生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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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ersonal information reference table 
表 1. 个人信息参考表 

Personal Information 

Name 

Aron Ralston  
 

Nationality United States 

Job Mountain climber 

Hobby Mountain climbing 

Representative work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Experience Aron lost half his right arm when climbing in Utah 

 

 
Figure 2. Reference diagram of time axis 
图 2. 时间轴参考图 

 
【设计意图】时间轴以图文的形式清楚地展现了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及过程。让学生自行绘制时间

轴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 Aron 的经历，从而体会 Aron 在此事件中展现出来的品质和精神。教师未向

学生提供时间点，时间轴的内容需学生自己去文中寻找，这给了学生充足的自主探索空间，有助于学生

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 
活动四：制作表格分析 Aron 的困境与决定 
学生需再次阅读文章，寻找 Aron 在此次遭遇中遇到的两个困境和他在困境中做出的决定。学生先独

立阅读思考，然后进行小组合作，将 Aron 的困境和决定以表格的形式记录在海报上。在学生制作完成

后，教师询问学生如果他们遇到这些困境会做何选择，然后邀请学生分享他们的选择和原因。表 2 为此

活动的参考表。 
【设计意图】Aron 在这次事故中遇到了两次困境，第一次是他的手臂被卡住，Aron 选择原地等待救

援；第二次是 Aron 带的水喝完了，他选择采取行动自救。以表格的形式记录 Aron 的困境和选择可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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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清楚直观地了解 Aron 的经历，从而思考如果自己遇到这些情况会如何应对，这有助于学生体会 Aron
在面临生死困境时做出决定的不易。该活动结束后学生可以得到环节一中个人经历维度问题的答案。 

活动五：绘制气泡图总结 Aron 的品质 
学生需根据文章内容及前面活动的体会，分析 Aron 的精神品质，并以气泡图的形式展现在海报上。

绘制完成后，教师随机邀请两组学生展示，其余小组在展示完毕后进行评价补充。教师在学生总结的基

础上帮助学生意识到困境并不可怕，只要勇敢面对，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图 3 为

此活动的参考图。 
 

Table 2. Reference table for difficulties and decisions 
表 2. 困境与决定参考表 

Dilemma Decision 

Aron’s arm was caught under a rock. Wait for help. 

Aron’s water ran out. Cut off half his right arm to save himself. 

 

 
Figure 3. Qualities of Aron 
图 3. Aron 的品质 

 
【设计意图】气泡图用于描述或想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12]。经过前面几个活动的铺垫，

学生对 Aron 的经历有了详细的了解，此时让学生自行以气泡图的形式描述 Aron 的品质，不仅给了学生

充足的自主探究空间，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概括分析能力。至此，学生在环节一中提出的有关个人品质

维度的问题已回答完毕。 

3.3.3. 环节三：读后借助思维可视化工具自主迁移 
教师告诉学生 Aron 希望在讲座的最后和同学进行互动，同学们需要分享自己曾经在学业或生活中遭

遇困境或挫折的经历，以及自己在当时做出的抉择。学生以四人小组进行分享，然后选出组内描述最佳

的同学进行全班分享。教师提醒学生可借助时间轴理清事件发生的经过，以表格记录自己的困境和抉择，

以此帮助自己顺畅表达。 
【设计意图】课文以时间顺序描述了 Aron 遇险和自救的故事，经过环节二的五个活动学生对描述经

历的方法有了深刻了解，故而在读后环节，教师给予学生学以致用的表达机会，使学生将课上所学迁移

至日常生活。借助时间轴和表格理清自己经历的细节，可以使学生在表达时逻辑清晰顺畅，也可以锻炼

学生使用思维可视化工具辅助表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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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作业 
必做作业：学生需完善课上制作的宣传海报，并根据海报内容以小组形式录制宣传视频。 
选做作业：借助时间轴和表格写一篇记录自己曾经困境的小短文。 
【设计意图】必做作业可让学生在课后复习巩固文章内容，录制宣传视频不仅有助于学生熟悉文章

内容，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还增加了作业的趣味性，使学生乐于完成作业。选做作业使得学生将

课上所学迁移至日常生活，并能锻炼学生使用思维可视化工具辅助学习的能力。 

4. 结语 

4.1. 设计亮点 

本文根据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课堂的特征从读前激疑、读中自主探究解疑和读后自主迁移三个环

节进行教学设计。本节课最大的亮点在于给予学生充足的自主探究空间。在读前图片激疑环节，笔者创

设了学校邀请 Aron 做线上讲座的情境，并借助图片使得抽象的情境具体化，让学生进行了两轮自主提

问，激发学生的阅读内驱力，帮助学生形成阅读期待。在读中自绘思维可视化工具探究解疑环节，笔者

设计了五个活动，分别是速读全文、设计个人信息表、绘制时间轴、制作表格和绘制气泡图。学生通过

这五个活动自主探究环节一的问题，掌握文章内容和主旨。在读后借助思维可视化工具自主迁移环节，

学生需根据所学分享自己曾经的经历。学生在每个环节都是学习的主体，充分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

念。而学生之所以可以实现对文章的自主探索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思维可视化工具的使用。读前环节的思

维导图，读中环节的表格、时间轴和气泡图都是学生自主探究的工具。它们帮助学生理清文章脉络，提

取关键信息，获得关于文章的结构化知识。 

4.2. 借助思维可视化工具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启示 

笔者在教学设计时，得出了以下使用思维可视化工具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启示。 
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思维可视化工具。思维可视化工具具有丰富多样性，每种工

具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适用场合，教师需尽可能地了解每种思维可视化工具的特性，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合

适的工具。在此案例中，笔者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选择了思维导图、表格、时间轴和气泡图这几个思维

可视化工具来辅助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 
其次，并不是所有教学内容都适合借助思维可视化工具辅助教学，教师不可为了使用思维可视化工

具而使用，否则会事倍功半。例如在环节二的活动一中，学生只需快速阅读全文分析文体和主要内容即

可。若在此处使用思维可视化工具则会使简单的任务复杂化，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第三，教师需在平时教授学生运用思维可视化工具辅助阅读的技巧，帮助学生了解思维可视化工具

的类型，适用范围和绘制方法，这样学生才能在课上熟练地借助思维可视化工具进行自主阅读。本节课

的顺利进行极大地依托于学生对思维可视化工具的掌握。 
第四，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让学生自行绘制思维可视化工具，这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文

本的理解，还能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成就感，让学生获得积极的阅读体验。在此案例中，学生需自主设

计绘制表格、时间轴和气泡图，这不仅赋予学生极大的自主权，更丰富了学生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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