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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的阅读教学中，学生课堂参与度降低，以及教师难以

在不干扰学生的情况下监控阅读任务进度，是教育者面临的突出挑战。尽管Kahoot和Padlet等流行的教

学工具可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但这些工具的游戏化互动特性却难以契合以考试为导向的阅读课堂，

因为其过强的互动性可能会破坏真实的考试环境。为寻求更合适的解决方案，本文引入了Edform这一数

字化工作表平台，该平台支持互动式、自动评分的阅读任务，在不牺牲真实考试氛围的同时，也能提高

学生参与度并实现对学生任务完成进度的实时追踪。通过在大学EAP课程中的初步实践发现，Edform帮

助教师在不引起干扰的情况下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并及时提供自动化的任务反馈。这些功能有效

减少了教师手动批改的负担，同时保持了教室的安静与类似于考试的课堂氛围。根据非正式访谈获得的

学生反馈显示，相较于传统的纸质练习，使用Edform完成阅读练习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自主性

以及学生满意度方面更具优势。然而，本文也指出了Edform的不足之处：该平台在引入新任务类型时灵

活性较差，并且对于需要教师人工评分的开放式问题，效果尚不理想。总体而言，本研究表明，整合Edform
这样的数字化工作表平台能够有效提升阅读课堂中的学生参与度，并提高教师反馈的效率，但平台本身

仍需进一步优化，以克服现存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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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iculties in enhancing student engagement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reading lessons 
and monitoring reading progress without interrupting learners presen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educators. While popular educational tools like Kahoot and Padlet can boost engagement, their use 
in test-oriented reading practice is limited because their game-like interactivity may disrupt the 
formal testing environment. In search of a more suitable solution, Edform—a digital worksheet plat-
form supporting interactive, auto-graded reading tasks—was introduced to facilitate engagement 
and real-time progress, tracking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authenticity of an exam setting. In a pilot 
implementation with university EAP classes, Edform enabled instructors to unobtrusively monitor 
student progress in real-time and to provide instant, automated feedback on tasks. These feature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eed for manual grading while maintaining a quiet, exam-like classroom 
atmosphere. Informal feedback from students indicated increased motivation, greater autonomy, 
and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Edform-based activitie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paper worksheets. 
However, the article also acknowledges the limitations of Edform: the platform offers limited flexibil-
ity for introducing new task types and struggles with open-ended questions that require manual 
grading. Overal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tegrating digital worksheet platforms like Edform can 
enhance student engagemen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er feedback in reading lessons, alt-
hough further refinement is needed to address its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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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在多样化的二语教学环境中，学生在阅读课中的参与度不足似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

从小学到中学，学生在阅读课中的动机呈现递减趋势[1]。而且，这种兴趣的下降可能源于学生对自身阅

读能力的信心不足(同上)。因此，可以推测，高等教育环境下教授英语学术课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ur-
poses, EAP)的教师更难在阅读活动中激发年轻成年语言学习者的参与热情。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某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大一学术英语课程为例，旨在探讨互动教学科技对于学

生阅读课堂练习参与度及教师反馈效率的提升效果。在该高校的一年级学术英语课程中，平均每周有一

次阅读课，用以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而该部分约占课程大纲所要求的学习成果的 20%。此外，该高校

的学术英语课程还存在较强的考试导向，阅读测评在大一学生的期末考试中占比约为 20%。因此，在课

堂上学生经常需要完成一些教材中的阅读任务及练习，例如段落标题匹配题、多项选择题等。这种测评

导向的教学元素也使得教师在阅读课上激发学生动机的难度略高于听力或口语课。 
除此之外，另一个教学难点在于：教师在不打扰学生的前提下，如何有效监控其在阅读任务中的完

成情况。例如，当教师走到教室中游走以观察学生的作业时，往往需靠近学生以看清其答题情况，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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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行为本身极有可能会分散学生注意力，从而降低学生对于阅读练习的沉浸感和参与感。 

2. 对教育技术工具的简要评估 

鉴于上述潜在问题，本文开始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在提升学生参与度与维持考试导向学习效果之间实

现平衡的教学工具。作者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过多种教育技术工具，如 Kahoot 和 Padlet。然而，这些教

学互动科技或者应用平台各自的特性使其未必适用于作者所在高校的教学情境。 
例如，Kahoot 作为一种基于游戏的学生反馈系统(GSRS)，可将课堂转变为互动游戏场景[2]，能有效

调动学生即时回答教师问题的积极性，其背景音乐和视觉画面也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此外，Kahoot 还
允许教师查看学生整体的正确率(见图 1)。尽管如此，该平台的用户界面空间有限，无法容纳较长的阅读

文本；且所能够输入题目长度受限，只有 120 字符，限制了其在阅读课中的灵活性，无法容纳较长的题

目设置(见图 2)。再者，Kahoot 的游戏化本质难以模拟真实的考试环境，训练学生按照个人能力和节奏独

立完成题目。因此，尽管此类应用在集中注意力、提高动机和课堂参与度方面有所助益，但未必能显著

提升学生的实际学习成效[3]。 
 

 
Figure 1. An example of Kahoot’s feedback report 
图 1. Kahoot 反馈报告示例 
 

 
Figure 2. Kahoot user interface in the game 
图 2. Kahoot 游戏界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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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Padlet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作为一种 Web 2.0 工具，Padlet 通过将用户发言整合至虚拟墙面

来呈现[4]。与 Kahoot 不同，教师可以在 Padlet 上发布阅读材料及题目，要求学生在评论区提交答案(见
图 3)。但问题在于，该平台仍然无法提供真实的考试体验，因为学生可以查看他人评论，从而直接照抄

“范文”答案。 
 

 
Figure 3. An example of Padlet posts 
图 3. Padlet 帖子示例 

3. Edform.com：互动式工作文本(interactive worksheet)平台介绍 

Edform 是一个将传统工作文本转化为具有互动元素和自动反馈机制的数字学习任务平台[5]。教师可

将阅读练习材料上传至 Edform，并加入可自动化评分的问题或其他互动功能(见图 4)。当在课堂上使用

时，其“实时报告”功能(见图 5)可帮助教师实时同步地监控学生做题进度，评估其当前水平[5]。 
与前述教育技术工具相比，Edform 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课堂阅读练习对于真实测评环境的模拟度，

因为它没有改变阅读测试的题型和格式，同时允许学生按自己的节奏独立完成任务。学生一旦完成练习，

可即刻提交并查看答案，而无须像传统纸笔练习一样，等待教师公布答案或者提供练习反馈。 
此外，该平台实时报告功能不仅能帮助教师评估每位学生的理解程度，还可以为其后续提供教学反

馈做好准备；若教师将答题正确率的实时排行榜投影至大屏幕，该功能还能适度增强课堂的竞争氛围，

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动机与专注力。 

4. 教学应用与评估 

在 Edform 上设计互动工作文稿的过程较为简便、直观，适用于阅读与听力课堂。在本篇作者的教学

实践中，Edform 多用于学期后期的阅读课，即学生已熟悉相关题型，需要通过课堂练习提升答题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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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n example of Edform worksheet 
图 4. Edform 互动工作文本示例 

 

 
Figure 5. Edform 实时反馈报告示例 
图 5. Edform’s live report 

https://doi.org/10.12677/oetpr.2025.72006


刘仕峥 
 

 

DOI: 10.12677/oetpr.2025.72006 52 国外英语考试教学与研究 
 

的阶段。 
以其中一节课为例，作者将整篇阅读文本及其 11 道题目(题型包括标题匹配题、多选题和判断题)上

传至 Edform 网站(见图 6)，该平台均支持上述题型。之后，教师需设置每道题的答案，并在发布前以学

生视角预览整个工作文稿，确保格式无误。课堂上，教师将该任务的链接和二维码投屏分享，学生可使

用自己的电子设备加入。对于较长的阅读材料，作者一般建议学生使用大屏设备(如平板或笔记本电脑)；
对于仅携带手机的学生，建议他们在实体教材或文稿上阅读原文，并在电子设备作答及提交。 

为营造真实考试氛围，作者还设置了倒计时，每题限时 2 分钟。如此一来，在学生作答过程中，教

师无须游走监控，其进度已在屏幕上实时呈现，从而最大程度减少教师对于学生沉浸练习的“干扰”。

此外，学生整体正确率还可反映本次阅读题目的难度，为教师日后备课与教学设计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化

参考。 
 

 
Figure 6. Edform 支持的自动评分题型示例 
图 6. Types of Auoto-graded questions on Edform 

 
根据课堂观察及课后的非正式访谈，学生对将 Edform 这一教育技术融入课堂的反馈总体评价较为正

面。部分英语能力较高的学生表示，由于提交后可即时查看答案，大大减少了等待时间，学习体验更为

流畅。部分水平较低的学生则认为，该工具赋予了他们更高的任务完成自主性，因为不会因高水平同伴

的存在而感到压迫或分心——这在小组协作活动中尤为常见，强者往往主导讨论。此外，学生普遍更喜

欢这种数字化、交互式的练习方式，认为它相较传统纸笔形式更具新鲜感与趣味性。 
然而，本文也需指出 Edform 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其界面设计不具强烈视觉吸引力，故在介绍新

题型或考试格式时不宜使用。其次，其在开放作答题型上的应用效果尚需进一步实践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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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案例以测评导向为核心的学术英语课堂教学环境中，Edform 作为一种兼具互动

性与自动化反馈功能的教育技术平台，展现出较高的适应性与实用性。本文通过教学实践发现，Edform
不仅有效缓解了教师在课堂上监控学生任务完成情况的困难，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与

课堂参与感。更重要的是，其所提供的即时反馈与数据化报告，提升了教师后续教学调整与个性化反馈

的效率。尽管该工具仍存在界面设计简洁、题型多样性有待扩展等不足，但其在真实测评环境模拟、提

升学生自主性与沉浸感方面的优势已初步显现。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其在更广泛教学场景中的应用

效果，尤其是在不同语言水平学生群体中的适配性与长效影响，以推动教育技术在高等教育语言教学中

的深入融合与优化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无某种教育技术能普遍适用于各种教学场景，教师仍然

需要根据其所处的教学环境，并结合教学目标和学生背景，选择适用其场景的互动教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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