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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英语的发展对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新高考读后续写新题型的出现对教师和学生的

要求也逐渐提高，数字化下项目式学习与英语读后续写的结合为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项

目式学习和读后续写的内涵，以及项目式学习在读后续写教学中的国内外应用为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

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数字化教学下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的探索路径，也为项目式学习

和英语读后续写的教学提供学习内容和数字化技术方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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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in the new era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English teach-
ing, especially the emergence of new question type that is Continuation Writing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English continuation writing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English continuation writ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the teaching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at home and abroad provid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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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perspective for the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English continuation writing. The exploration 
path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the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English continuation writing under 
digital teaching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learning content and digital technology for the teach-
ing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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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数字化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是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正在形成全国共同探索

之势。新高考改革以来，读后续写新题型也成为高中英语教学的重点关注对象，项目式学习的完善与发

展也为英语读后续写的有效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数字化下的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中

的教学路径探索也会为学生读后续写的学习提供有益的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目前仍处于整体设计、点状突破阶段，成熟、清晰而富有成效的发展经验尚未真正形成，仍需要基础教

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形成共同体，强化数字化思维和意识，大力探索数字化转型后的教育规律和有效措施。 

2. 项目式学习与高中英语读后续写 

广大中小学校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教育强国和

教育家精神等前沿性理念，着力推进思政教育一体化，扎实落实减负扩优提质，深入构建全面育人体系，

稳步推进学校课程改革，积极做好科学教育加法，自主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持续加强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新高考改革以来，英语试卷新题型

的增加，使得老师和学生们都要用不同方法探索新题型，项目式与读后续写的结合也值得探索。 

2.1. 项目式学习的概念 

2017 年 Hanafi 提出项目式学习是一种让学生在项目中完成任务的教学模式。在项目式学习中，教师

的职责是系统地安排项目。学生有计划地进行项目，使学生在探索过程中学习知识和技能[1]。因此，教

师还负责安排和实施指导教学，因此，基于项目的学习需要教师投入大量时间。为了能够开发一个有意

义的项目，教师必须确保计划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合作解决真正的问题，并且有一个最终产出成果。 
在 Prof 看来，项目式学习为 21 世纪的技能提供真正的学习，项目式学习与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实

践相比，具有长期性、跨学科性、以学生为中心、与实际问题和解决问题相结合的特点[2]。基于项目的

学习方法使用项目作为工具，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提供展示和解释他们所学知识的方法。Rumahlatu
和 Sangur 认为，基于项目的学习策略是一种以调查为导向的学习策略，要求学生致力于完成一个项目[3]。
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充当促进者和激励者的角色，引导学生，使学生能够很好地完成项目并按时完成。

基于项目的学习的最后阶段是以科学论文、报告、海报、传单或媒体的形式制作科学成果，并向其他群

体展示。 
20 世纪初，杜威的学生 Kilpatrick，在 1926 年提出了项目法。他在《项目法》一书中提出，项目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088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买亚锐 
 

 

DOI: 10.12677/ml.2024.1210883 229 现代语言学 
 

学习涉及组织教师和学生，有目的性、有计划地在一定标准的要求下全心全意地完成一项教学任务[4]。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设计的项目应该适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并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的角色也从权威

和命令的中心角色转变为指导的边缘角色。Thomas 认为，基于项目的学习是课程的中心，该项目以问题

为中心，推动学生接触学科课程的中心概念[5]。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学生为导向的，是解决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根据 Harmer 和 Strokes 的说法，项目式学习的主要优点包括：提高学习成绩，

发展更广泛的技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6]。学生可以通过复习来强化课堂学习知识点，加强知识

学习以外的兴趣拓展，参与多样化兴趣活动，提升学习技能。 
综合以上学者观点，项目式学习是一个教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

学习和兴趣相关的有意义的项目。通过提出问题、组建团队、制定计划、知识准备、开展探究、分析制

作、成果展示和结项复盘的步骤来探索和完成项目，从而拓展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

团队协作能力。 

2.2. 读后续写的概念 

自 2014 年起，江苏省高考笔试开始采用一种的新形式，即读后续写[7]。这种写作的形式和内容，导

致了教师和学生对延续写作的日益关注。王初明和亓鲁霞认为，读后续写是一种将语言输出和输入紧密

结合的方法，旨在加速学生语言技能的提高[8]。读后续写易于单纯阅读和写作，在外语材料的末尾截取

缺失的材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以便学习者可以阅读和写作整个内容[9]。学生对前文不熟悉，对前文有

误解，无法在前文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内容创新。如果他们找到了关于阅读和写作的线索，那么阅读和写

作的内容就会有凝聚力，语言就会连贯，创造与模仿的有机结合将自然而然地发生[10]。 
读后续写是基于延续理论发展起来的多种语言方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提供不完整的话语输入。以

“续”为中介，将语言输出与语言理解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激发学习者在充分理解话语的基础上发挥想

象力[11]。语言是通过互动来学习的，尤其是通过“续”，“续”突出了人类语言从前世到后世的连续性。

而学习一门语言，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语言体系，而是要继承前人的用法，把它变成学习者自己也可以

使用的交流工具[12]。促进学习的“延续”的本质是将语言理解与语言输出紧密结合，触发语言协同作用，

有效地将他人的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语言是通过续来学习的，而学习效率是通过持续性的续写来实

现的。交互中的续是理解和输出之间的媒介，可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13]。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加强对

续的理解，努力促进其在学习中的应用，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程晓棠认为，学习和使

用语言不仅使人们能够通过语言传达信息和表达思想，而且使人们能够通过语言理解世界，认识自己或

他人的经验，并实现学习的其他方面[14]。 
结合以上学者对读后续写的概念阐释，笔者认为读后续写是在对阅读材料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分

析材料的写作主题、主题和写作风格，经过大量的训练后，学生可以创作写作作品，而教师在此过程中

充当材料提供者和促进者。 

3. 项目式学习在读后续写教学中的运用 

3.1. 项目式学习在读后续写中的国外运用 

阅读和写作的作用由来已久，很多外国学者都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Stoller 在 2006 年提出，

基于项目的学习主要应用于教育领域，为英语作为外语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

环境[15]。这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有很大帮助。Irawati L 还将基于项目的学习与学生的写作联系起来，激发

了他们对写作的兴趣，并扩大了学生文化写作主题的广度[16]。Kusmartin 也进行了一项相关研究，结果

显示，项目式学习与学生的写作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7]。项目式写作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分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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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Argawati 和 Suryani 在 2020 年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表明项目式教学法可以帮助提高学生的写作技

巧和创新能力。此外，项目式学习让他们可以愉快地参加写作课，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18]。此外，

Subandi 等通过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型对 2019 届学生进行了一项研究，以问题为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和创造力[19]。这证明，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在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和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方面非常有效，

在读后续写中实施项目式学习模式，提高学生的写作技巧具有重要意义。Alemneh 和 Gebrie 的另一项实

践研究表明，基于项目的学习在提高学生的整体和写作技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他们建议在写作的

教学过程中采用项目式的学习活动，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写作能力。 
由此可见，项目式学习从文化意识到批判性思维都对学习者的写作具有积极影响，但实际问题大多

围绕写作表现，而项目式学习对学习者写作动机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3.2. 项目式学习在读后续写中的国内运用 

中国著名学者文秋芳和宋文伟在 1999 年提出并论证了构建高校英语专业“四位一体”综合素质课程

的思路[21]，他提出的“综合英语素质实践课程”的概念与项目式学习的基本概念是相似的。另一位学者

彭飞娥将项目式评价与英语学习与写作相结合[22]，为英语写作与项目式学习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方

向和思路。朱敏等也将现代教育技术与我国英语写作教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3]，试图描述写作课堂教学

的改革和评价反馈，为新形势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和改革提供参考。与此同时，师育兰和孔来信将项目式

学习与医学生的英语写作相结合[24]。结果表明，在医学英语写作中引入以学生为中心的项目式学习模式，

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阅读和写作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写作水平和综

合语言运用能力的教学方法，教师需要针对阅读和写作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为学生的英语写作学

习提供实用高效的解决方案。 
2012 年鲁瑾也将项目式学习应用于旅游应用写作教学[25]，该举动明确了高职学生写作的实用性和

趣味性目标，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效能，不仅培养了学生广告文案的实践能力，而且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

习、创新实践和团队协作能力。提高教师指导实践能力，落实学生激励措施，实行小班教学，为线上课

提供不同方式[26]，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大概念作为能够体现学科知识精髓的概念，为

项目化教学设计提供新的视角和工具。读后续写与写作式、项目式学习相结合，注重教学课堂的综合评

价，突出英语教学的积极性。对项目式学习成果进行多角度评估，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建立学习兴趣和

自信心。更重要的是，刘兰兰认为，项目式学习是一种新的观念和教学模式，将其融入教学中，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27]。也充分发挥了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提高了学生在写作学习过程中

的参与意识。欧阳群莹和徐培亮认为新型的项目式写作可以改善传统的被动式、命令式写作方式[28]。因

此，项目化写作训练以驱动问题和真实情境为设计理念，将写作、阅读、口语交际、实践活动有机融合，

使学生体验到一系列有意义的写作活动，提高写作素养和专业素质，培养角色意识和问题意识。 
以上文献都证明，在写作教学中运用读后续写和项目式学习之间的结合对学习者的写作起着积极的

作用。特别是上述学者对项目式学习和延续写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我们提供了项目式学习研究的不

同视角和不同领域。 

4. 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转型的路径探索 

在知网中搜索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应用的相关文章，截至到 2024 年为止，相关主

题文章的数量一直持上升趋势。同时以“项目式学习”和“读后续写”为关键词，搜索出 11 篇相关文章。

但在这些文章中，研究问题很少有教学主题方面的变化，并且只有近 9%的文章有多样化的学习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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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的过程中鲜少有数字化的身影，只有 18%的文章里运用了

数字化技术发布读后续写任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化转型呈现出纵深化、多维度和典型性发展

的新态势，数字化在校园的发展趋势不断攀升，也对项目式学习中读后续写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1. 丰富多元资源，扩展学习边界 

在数字化环境下，项目式学习应用于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展现出了便捷化、智能化和生动化的

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提升了教学效果，而且还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可以利用 Edmodo 和 Google 
Classroom 这样的在线教育平台发布作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适合的阅读材料，自主决定深入

探索的方向，这种个性化学习路径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效率。学生可以在教师项目式学习的引

导下，在小组内或跨组间进行实时交流和合作，共同完成读后续写的任务。这种协作学习模式不仅提高

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还让他们学会了倾听他人意见、尊重多样性，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

学生学习尤为重要。情境化学习数字化工具使教师能够构建丰富多样的虚拟学习环境，如使用 Duolinguo
类的软件、多媒体资源、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技术，将学生带入特定的文化背景或故事情境中。比如在

《二十年后》这篇文章中，教师可以利用虚拟技术，让学生成为鲍勃(罪犯)，亲身体验他在美国西部的种

种艰难经历，学生就能够很大程度上了解鲍勃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现实原因，就更加能够理解鲍勃与吉

米(警察)之间的永恒友谊(二十年后由朋友变为罪犯与警察)。这种虚拟情境化学习从基本的故事情节到复

杂的人物性格特色都给学生提供了可理解的体验与线索，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阅读文本，切身体会

故事人物的真实情感，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在读后续写中更加生动、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个性化学习路径数字化平台允许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兴趣定制教学内容和活动。 
评估与反馈的数字化工具为学生提供了即时反馈的可能，他们可以立即获得对读后续写练习的评价，

这包括阅读理解程度、自动语法检查、词汇建议以及来自教师和同伴的点评，如：iWrite 和 Grammarly。
这种即时反馈机制有助于学生及时调整写作策略，加速学习进程。资源的广泛获取互联网为学生提供了

海量的英语学习资源，包括电子书、音频、视频、在线课程等。学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深度阅读，拓

宽视野，丰富语言素材，从而在读后续写中运用更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技术支持的创新数字化工具如语

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学生能够在读后续写过程中进行口语表达的练习，甚至通过

人工智能辅助进行创意写作，如生成故事开头或结局，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全球视角的培养数字化环

境下的项目式学习常常涉及跨文化交际和全球议题，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学生进行交流和合作，高中生能

够培养全球视野，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读后续写能力。 
总之，数字化下的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通过提供情境化、个性化、协作性、反

馈丰富的学习体验，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语言能力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发展。同时，它也对教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信息技术素养和创新教学理念，以引导学生在数字化环境中有效学习。 

4.2. 运用数据转型，提升教学效果 

项目式学习与数字化教学的融合，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开启了一条新的转型路径。这种转型

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改变，更是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及评估方式的全方位革新。 
在项目式学习下，数字化教学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转型的首要路径就是确立目标导向的教学设

计。教师需要明确学生读后续写需要达到的目标，即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批判性思维、创新写作

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能力。数字化工具可以帮助设定和跟踪这些目标，确保教学活动紧密围绕目标展开。

例如，学生可以参与模拟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在项目式学习的指导下确定会议要解决的问题、组建团

队、制定会议相关计划、搜集相关会议资料、开展探究、分析制作、成果展示并反思总结此次会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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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在此过程中学生可根据会议的主题并撰写相关的英文报告或演讲稿，这些过程性步骤都会记

录在数据设备中，并时刻提醒教师与学生改进并完成相关任务，这不仅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也提升了

实际应用的写作能力；构建个性化的学习平台通过数字化平台，如在线学习管理系统，为学生提供个性

化的学习资源和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需求选择不同的阅读材料，进行深度阅读和后续

写作创作，平台还能记录学习进度，提供定制化的反馈和建议。利用数据分析优化教学通过收集和分析

学生在数字化平台上的学习数据，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偏好和难点，据此调整教学策略，实

现精准教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数字化项目式学习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通过设置开

放性的读后续写任务，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阅读文本、梳理文章结构、搜集资料、分析信息、构思创作、打

磨初稿、成果展示以及自我反省的能力，从而培养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整合跨学科知识在项目

式学习中，学生往往需要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解决复杂问题。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可以与历史、

艺术、科学等学科相结合，增加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这就要优化教师的教育精神、提升专业能力、加强

对前沿理论的理解，掌握数字化教学工具的使用方法和项目式学习的指导技巧。 
项目式学习与数字化教学的结合，为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提供了创新的转型路径。它强调以学生

为中心，通过真实的项目任务，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合作交流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也要求教师转变

角色，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这种转型需要学校、教师、学生乃至家长的共同努力，才能真

正实现英语教学的现代化数字型的转变与升级。 

5. 小结 

教育家精神是在迈向教育强国宏伟目标引领下对教师队伍提出的高标准和高要求，是新时代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精神支撑，弘扬教育家精神需要中小学教师正确把握教育家精神内涵，更需

要让教育家的形象鲜活化。数字化下的项目式学习与读后续写的结合为新时代英语教学的活力化注入了

新的灵魂，也为教育家精神的践行提供了可实施的路径。这就要求广大教师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

的道德情操、优秀的专业素养与过硬的业务能力，根植教育家情怀，回应时代发展对基础教育变革的需

求，促进英语教学的发展，引领基础教育走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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