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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万州区某中学4个班220名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探究初中生英语阅读预测策

略使用现状。研究发现，80%的初中生使用阅读预测策略，其中基于词汇进行预测的使用频率最高，基

于插图进行预测的使用频率最低。基于此，分别从教师和学生层面提出建议，如教师应加强策略系统指

导、优化词汇教学关联、提升插图引导意识，学生应多元化运用策略、强化插图观察训练，以期为初中

英语阅读教学提供参考，促进学生阅读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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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220 students from 4 classes of a middle school in Wanzhou Distric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it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se of English reading prediction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80%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se reading prediction strategies. Among them, the prediction 
based on vocabulary has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use, while the prediction based on illustrations 
has the lowest frequency of us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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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spectively. For example, 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guidance of strategies, optimize the connection of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guiding with illustrations. Students should use strategies in a diversified way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observing illustration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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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2022 版)》强调初中生阅读理解能力中预测能力的重要性，具体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基于标题或图片预测文本内容；二是理解隐含信息，捕捉作者深层主旨；三是推断说话者意图；

四是通过上下文和构词法推断生词含义[1]。这些能力有助于学生建立阅读预期、深入理解文本、提高阅

读流畅性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通过这些要求可以看出《义教新课标》强调了预测能力在培养学生阅读

理解能力中的核心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培养学生的这些技能，以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进行英语

阅读，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其次，在教育实习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教师往往过度聚焦于基础内容，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没有

形成从预测到读课文、验证预测、反思预测、再次预测的完整教学模式，在阅读教学中，预测活动流于

形式，既未能有效激活学生的知识储备，也未能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而有部分教师未能营造学生大胆

猜想的氛围，初中学生不敢大胆表达自己的猜想，惧怕自己的猜测与阅读材料的真实内容偏差大。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全面了解初中生在英语阅读学习过程中使用阅读预测策略的实际状况，明确他们使用哪

种类型的预测策略频率最高，以及哪种预测策略使用频率最低。通过这些研究，深入分析影响初中生选

择不同预测策略的因素，进而为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帮助教师优化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更有效地运用阅读预测策略，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1.2.2. 研究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目前知网中关于“预测策略”与“初中英语阅读”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能够

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丰富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实践层面出发，一方面，

有助于教师深入了解学生阅读预测策略的使用情况，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预测策略教学的薄弱环

节，从而调整教学计划和方法，开展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的教学活动，提高阅读教学质量；另一方面，

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建议，帮助学生认识到自身在阅读预测策略运用上的优势与不足，引导学生多元

化运用预测策略，提升阅读能力，增强阅读的流畅性和对文本的理解深度，更好地适应新课标对学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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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素养的要求。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现状 

预测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策略，被广泛认为是提升阅读效率和理解深度的关键因素。对此，国外学

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Goodman (1983)认为“预测”一词源于认知心理学中的术语——“假设检

验”，意为对以往知识的使用。他认为，阅读不是简单的信息解码过程，而是一个涉及复杂思维活动的

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2]。Smith (1971)进一步明确了预测的定义，即“通过使用先验知识(非视觉信息)预
先消除不太可能的替代方案”[3]。Heber (qtd, Jill & Karen, 1979)则从另一个角度扩展了预测的概念。他认

为预测是在特定条件或行动的约束下，将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知识或情感延伸到未知领域的一种行为[4]。
Carrell (1983)探讨了背景知识在 EFL/ESL 阅读的心理语言学模型中的重要作用，并证明了阅读的图式理

论观点与 EFL/ESL 学生阅读教学的相关性。他认为阅读是一个包括预测、测试、确认或修改预测的循环

过程，这一过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读者能否将文本信息与自己的背景知识有效结合[5]。Grabe (1991)将阅

读描述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强调预测在帮助读者预期文本发展和作者意图方面的作用[6]。 
进入 21 世纪，学者们开始关注预测策略在实际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效果。Hülya (2013)通过行动研究

探究了六种阅读策略(预测、建立联系、可视化、推断、提问、总结)对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影响。结果显

示，这些策略显著提升了学生的阅读技能，尤其是预测策略，它帮助学生设定阅读目标，提高了阅读的

目的性和效率[7]。Junaidi，Alfan & Nofita (2016)的研究则聚焦于三种阅读策略，即“预测、文本映射和

总结”对外语学习者阅读理解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些策略的训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参与度和兴趣，

特别是预测策略，它鼓励学生运用对文本主题的先验知识来进行预测，从而激活他们的图式并增强理解

[8]。 

2.2. 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预测同样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效的阅读策略。谢徐萍(2005)强调预测在加快学生的阅读速度、

减轻其大脑信息处理负担方面的重要性。她还指出预测是一个寻找意义的过程，有助于读者提取或构建

语篇意义，且不要求读者的语言与作者的语言完全匹配[9]。王蔷(2006)进一步描述了预测作为一种重要

的阅读技巧，无论读者的预测是否正确，都会让他的思想更接近要阅读的文本主题，都会让他增强阅读

的目的性，都会让阅读变得更加有趣。此外，王蔷还提出了多种预测方式，如基于标题的预测、基于词

汇的预测、基于正误判断题的预测[10]。柏佳瑜(2015)详细描述了预测过程，即学习者提取已有背景知识

或者图式，联系文本信息，不断比较、验证、修改的过程[11]。魏秀丽(2021)则提出，预测可以激活读者

关于话题的背景图式，帮助读者做好阅读的准备，让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到阅读过程中。同时，她将英语

阅读教学描述为一个“预测–读课文–验证预测–反思预测–再预测”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读者通过不断修正旧预测和产生新预测，保持对阅读的专注和热情[12]。 

2.3.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预测策略与图式理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通过预测，读者能够激活他们已有的图式

和先验知识，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吸收新的信息。这不仅有助于学习者在认知层面上的发展，还能够显著

提升他们的阅读技巧，使他们的思维更加贴近于文本的主题，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英语语篇所蕴含的意义。

除此之外，新课标也对学生阅读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知网通过检索“预测策略”、“初中

英语阅读”等关键词所得的相关研究较少，凸显出该领域在学术研究中的空白，同时也暗示了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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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潜力。因此，本研究旨在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期对未来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有所启发。 

3. 理论基础——图示理论 

从英语阅读的心理过程分析看，阅读归根到底是一个认知过程。图式理论是认知心理学家用以解释

理解心理过程的一种理论。最早是由心理学家康德在 1871 年提出来的，后来经心理学家 Bartlet，尤其是

美国人工智能专家鲁美哈特加以发展，形成了图式理论。 
根据图式理论学家的观点，阅读理解首先是输入一定的信息，然后从中寻找能够说明这些信息的图

式，当足以说明这些信息的图式被找到之后，可以说产生了理解。可见读者理解一篇语言材料的过程就

是读者头脑中的图式与语言材料所提供的信息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Rumelhart (1980)认为，图式可划分

为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三类。在阅读过程中，这三种图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关联、相

互印证。它们与阅读文本的语言特征、主题内容及篇章结构持续互动，通过复杂的认知加工机制，共同

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深度与准确性[13]。图式理论认为，阅读者对输入材料中信息的正确理解建立在阅

读者自身是否具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并能否及时激活这些知识之上，相应的图式一旦被激活，可指引读者

加速理解过程。而王志根(2013)认为预测就是激活阅读者已有的相关知识[14]。因此，在阅读过程中，读

者大脑中的这三种图式与文章的语言、内容和形式相互作用，其结果决定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程度。 
图式理论作为阐释阅读认知机制的核心理论，为英语阅读预测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

实践指导。在英语阅读过程中，预测策略的有效运用依赖于读者大脑中丰富的图式储备，而图式理论恰

好揭示了背景知识与新信息交互对预测能力的影响机制。英语阅读绝非孤立的单词或句子理解，而是新

输入的英语文本信息与读者大脑中既有图式的动态交互过程。当学生面对英语语篇时，大脑会自动激活

相关图式，基于文化常识、语言知识、生活经验等背景信息，对文本内容进行预判。个体大脑中丰富且

完善的图式体系，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认知参照框架。当英语文本中的语言信息与学生已有图式成功匹

配时，不仅能够激活知识储备，还能帮助读者进行持续的预测与验证。 
反之，若英语文本信息无法激活读者预先图式，预测策略将难以发挥作用，导致理解障碍。这充分

表明，背景知识是英语预测策略的基石。无论是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隐喻，还是科普文章中的专业概

念，读者原有的经验图式都能辅助其填补文本信息空白，预判作者意图和行文逻辑。 
图式理论深刻揭示了英语阅读预测策略的内在运作规律，强调了背景知识在预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问题 1 在英语阅读学习过程中，初中生使用阅读预测策略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 
问题 2 初中生使用哪种类型的预测策略频率最高？ 

4.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万州区某中学的 4 个班的学生，收集样本数量共 228 份，有效问卷 220 份，无效

问卷 8 份。 

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4.3.1. 问卷调查法 
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是从“基于题目进行预测、基于插图进行预测、基于词汇进行预测、基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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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预测”这四个维度出发。1~5 题是从学生基于题目进行预测这一维度出发，5~10 题是从学生基于插

图进行预测这一维度出发，5~15 题是从学生基于词汇进行预测这一维度出发，15~20 题是从学生基于问

题进行预测这一维度出发。具体内容可以参考附录 I。 

4.3.2. 访谈法 
本研究使用调查问卷，笔者收集了数据并使用 SPSS26.0 进行数据分析，并列出访谈提纲，作为此研

究的补充信息。访谈提纲内容为：1) 你知道哪些有关英语阅读的预测策略？2) 你平时是怎样使用这些预

测策略的？3) 在“预测策略”的四个方法中，你认为哪一个对你最有效？ 

4.4.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是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4.5. 研究程序 

首先，笔者参考王蔷教授对预测策略的分类，按照“基于题目进行预测、基于插图进行预测、基于

词汇进行预测、基于问题进行预测”这四个维度设置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设置后，将其导入问卷星，分

发给万州区某中学的四个班学生，数据收集完成后，将数据导入 SPSS 软件后进行数据分析。接着，对部

分学生进行访谈，笔者整理访谈内容，最后得出结论。 

4.6. 问卷统计的数据与分析 

4.6.1. 信度 
笔者采用了Alpha 信度系数法计算信度系数，使用了 SPSS26.0 统计软件计算调查问卷的信度。其中，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调查问卷的 Alpha 信度系数为 0.853，信度较高，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本次问卷

的信度情况见表 1。 
 
Table 1. Reliability test form 
表 1. 信度检验表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853 20 

4.6.2. 效度 
笔者采用了 KMO 系数和巴特利特检验计算效度系数，其中，表 2 中可以看出，调查问卷的信度系

数为 0.834，KMO 值介于 0.8~0.9 之间，效度较高。本次问卷的效度情况见表 2。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 test 
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34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14.759 

自由度 190 

显著度 Sig 0.000 

4.7. 访谈内容整理 

笔者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具体内容可以参照附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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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与讨论 

5.1. 高达 80%初中生使用阅读预测策略 

笔者使用问卷星，经统计，其中可以从表 3 中可以看出，超过 50%的初中生经常或总是使用阅读预

测策略，26%的初中生有时会使用阅读预测策略。19.98%的初中生从未或很少使用预测策略完成阅读任

务，由此可见，学生对于预测策略的使用达到了 80%。阅读策略使用状况见表 3。 
 
Table 3. The use of prediction strategies in reading 
表 3. 阅读预测策略使用状况 

程度 占比 总计 

从未 6.73% 
19.89% 

很少 13.16% 

有时 26% 

80.11% 经常 23.79% 

总是 30.32% 

5.2. 初中生基于词汇进行预测使用频率最高 

笔者使用问卷星，经统计，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在使用阅读预测策略时，基于词汇进行预测的均值

为 4.008，由此可知，初中生在做阅读题时比较偏向于使用基于词汇进行预测。其原因在于，第一，经过

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量的词汇，这使得他们具备了通过词汇来推测文章内容的

基础。词汇量的增加让学生在阅读时能够凭借熟悉的单词来构建对文本的初步理解，从而更倾向于运用

这种相对熟悉和可操作的方法进行预测。其次，在日常的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常常会强调词汇理解对

于阅读的重要性，也会教授一些基于词汇进行预测的技巧，如通过关键词推测文章主旨、通过上下文猜

测生词含义等。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接受并习惯了这种阅读策略，所以在做阅读题会自然地运

用基于词汇的预测方法。阅读预测策略使用频率状况见表 4。 
 
Table 4. The frequency of using prediction strategies in reading 
表 4. 阅读预测策略使用频率 

类型 均值 

基于主题进行预测 3.356 

基于插图进行预测 3.266 

基于词汇进行预测 4.008 

基于题目进行预测 3.736 

5.3. 初中生基于插图进行预测使用频率最低 

经统计，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基于主题和插图进行预测的均值分别为 3.356 和 3.266。由此也说明初

中生缺少基于主题和插图进行预测的意识。基于插图进行预测的频率最低，其原因在于，首先，在日常

阅读中，初中生可能更多地接触到以文字为主的阅读材料，习惯了从文字中获取信息，逐渐形成了依赖

文字理解内容的阅读模式，从而忽视了插图的作用。而且传统的阅读教学也往往更侧重于对文字的解读，

导致学生没有养成利用插图辅助理解和预测的习惯。其次，部分学生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插图对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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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重要性，将插图仅仅视为一种装饰，而没有意识到它能够提供关于人物形象、场景氛围、情节发

展等方面的线索，有助于对文本内容进行预测和理解。 

6. 结论 

经研究发现，高达 80%初中生使用阅读预测策略，初中生基于词汇进行预测使用频率最高，初中生

基于插图进行预测使用频率最低。下面，从教师和学生两类主体提出以下建议： 

6.1. 对教师教学的建议 

6.1.1. 加强策略系统指导 
针对 80%初中生已使用阅读预测的现状，教师可构建分阶段、分层次的策略教学体系。在单元教学

初始阶段，设置“预测策略基础课”，采用思维导图展示不同预测策略及适用场景。例如，基于题目进行

预测适用于说明文和议论文，基于插图进行预测适用于故事类文本、绘本以及图文结合的科普读物，基

于词汇进行预测适用于各类文本，基于问题进行预测适用于任务驱动型阅读文本、阅读理解试题文本以

及探究性学习材料。 

6.1.2. 优化词汇教学关联 
在词汇教学中，教师应突破传统的仅关注单词词义和拼写的教学模式，着重强化词汇与阅读预测之

间的紧密关联。教师可以精心挑选一系列与即将阅读的文章内容相关的词汇，提前呈现给学生。这些词

汇可以是文章中的关键词汇，也可以是与主题紧密相关的高频词汇。 
通过词汇预测练习，学生能够逐渐学会在阅读前主动寻找词汇线索，并利用这些线索进行深度预测。

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还能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效率。教师可以

在每次阅读教学中定期开展此类练习，逐步引导学生从简单的主题预测过渡到更复杂的对文章细节、作

者意图等方面的预测，从而提升学生的深度阅读能力。 

6.1.3. 提升插图引导意识 
鉴于基于插图进行预测使用频率最低。因此，教师应特别重视引导学生关注插图这一重要的阅读辅

助资源。插图容易被学生忽视。其实，阅读文本的插图在一定程度上能呈现与文章内容相关的信息，例

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主要人物、人物的面部表情等。所以，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需要给学

生 1~2 分钟的时间解读插图里的重要信息，促使学生建立插图与文章内容的联系，通过抛出相关的问题，

引导学生从多维度来分析插图。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运用插图进行阅读预测的意识和能力会增强。 

6.2. 对学生自我提升的建议 

6.2.1. 多元化策略运用 
对于已经熟练掌握了基于词汇进行预测的学生来说，仅仅依赖词汇来进行阅读预测可能已经无法满

足他们对阅读深度和广度的需求。 
在阅读一篇文章之前，学生可以先从标题和插图入手，进行初步的内容预测。标题往往是文章的核

心和灵魂，它能够提供关于文章主题、情感倾向或主要内容的重要线索。在初步预测之后，学生可以进

一步结合词汇信息来完善自己的预测。词汇是文章的基石，能够帮助学生更具体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和细

节。 
在每次阅读前，学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即运用多种预测策略来阅读文章。例如，学

生可以设定目标——基于标题和插图进行初步预测，基于词汇进一步完善预测内容，在阅读过程中检验

预测与文章主要内容是否一致，并进行反思以及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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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复的练习和反思，学生可以逐渐提高运用多种预测策略的熟练程度。在初期，学生可能会觉

得同时运用多种策略有些困难，但随着不断的实践和总结，他们会发现多种策略的结合能够使阅读更加

高效和有趣。例如，学生可以先从简单的文章开始，逐步尝试运用多种策略进行预测，然后逐渐过渡到

更复杂的阅读材料。在实践中，学生可以记录自己的预测过程和结果，定期回顾和总结，从而不断提升

自己的阅读预测能力。 

6.2.2. 强化插图观察训练 
无论是在课堂上阅读教材，还是在课后阅读课外读物，学生都应该养成在阅读前先认真观察插图的

习惯。建议学生每次阅读前，花 1~2 分钟的时间仔细观察插图。观察插图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有意识地

记录下自己发现的关键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是人物的表情、场景的特征等。 
在记录完关键信息后，学生可以尝试基于这些信息构建文章可能的框架。在正式阅读文章时，学生

还需要有意识地验证自己之前的预测。通过反复的练习和验证，学生能够逐渐提升利用插图进行预测的

准确性和自信心。在初期，学生可能会因为缺乏经验而预测不准确，但随着不断的实践和总结，他们会

发现插图中蕴含的丰富信息，并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进行预测。例如，学生可以定期回顾自己

的预测记录，总结哪些插图信息对预测最有帮助，哪些预测方法最有效。同时，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组

织小组讨论，让学生分享自己的预测经验和心得，互相学习和启发。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更好

地理解文章内容，还能培养自己的观察力、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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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初中生英语阅读策略使用现状的调查研究 

亲爱的同学们： 
您好！为了深入了解初中生英语阅读预测策略使用现状，特开展此次调查。你的回答将对我们的研

究提供宝贵的数据支持，请你根据实际情况在每题后的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答案。本问卷为匿名调

查，所有信息仅用于学术研究，请你放心作答。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一、基于题目进行预测 
1. 阅读前根据题目来预测文章的内容。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2. 阅读前根据题目初步预测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情感态度。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3. 阅读前根据题目预测事情发生的时间、核心人物等。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4. 阅读前根据题目预测文章的情节。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5. 阅读前根据题目预测文章的体裁和结构。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二、基于插图进行预测 
6. 阅读前根据插图预测文章主题。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7. 阅读前根据插图预测文章涉及的文化情境。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8. 阅读前根据插图预测文章的时间、地点。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9. 阅读前根据插图预测文章的人物关系。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10. 阅读前根据图表（折线图、柱状图等）预测文章事件的走向。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三、基于词汇进行预测 
11. 阅读前遇到生词时首先根据词汇进行猜测，而不是直接查字典。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12. 阅读前根据某些复现的单词预测文章主题。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13. 阅读前根据教师课前讲解的单词预测文章内容。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14. 阅读前根据连接手段如连接词（however/but/and 等）使用，预测句子和段落间的关系。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15. 根据文中富有情感色彩的词汇来预测作者的观点和情感态度。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四、基于问题进行预测 
16. 根据教师设置的有关背景知识的问题预测文章主题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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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17. 阅读测试时根据题干和选项来预测文章主题。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18. 阅读前根据教材文章前呈现的两个问题来预测将要学的内容。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19. 根据教师陈述的“True or False”题目来预测文章内容。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20. 阅读测试时根据题干的顺序来预测事件的发展顺序或文章脉络。 
A. 从未       B. 很少       C. 有时         D. 经常          E. 总是 

附  录 II：学生访谈提纲 

1、你知道哪些有关英语阅读的预测策略？ 
2、你平时是怎样使用这些预测策略的？ 
3、在“预测策略”的四个方法中，你认为哪一个对你最有效？ 
学生访谈提纲内容整理 
问题 1：你知道哪些有关英语阅读的预测策略？ 
学生 A：我知道根据题目来进行预测 
学生 B：我知道根据问题来进行预测 
学生 C：我知道根据图片来进行预测 
问题 2：你平时是怎样使用这些阅读策略的？ 
学生 A：刚开始是在英语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现在只有做英语阅读，我首先看这篇文章的题目，知

道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学生 B：我通常根据这两个问题来预测文章可能会提及的内容， 
学生 C：我会根据插图进行预测，插图里面包括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任务关系等信息。 
问题 3：在“预测策略”的四个方法中，你认为哪一个对你最有效？ 
学生 A：我认为基于题目进行预测最有效，能够帮助我快速定位文本主题，提高阅读的效率。 
学生 B：我认为基于问题进行预测最有效，我会带着问题在文章中找出对应的信息，帮助我更好地

理解文章。 
学生 C：我认为基于插图进行预测最有效，这种方式能够激发我的想象力和好奇心，联想到真实的

生活情境中，激发我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我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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