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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设阅读读前活动 提高阅读教学效果 
——浅析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读前活动 

李咏良 1  易芳 2 

（1.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 100029,2.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北京 102206）    

摘要：阅读课是高中英语教学中最重要的课型。阅读课的教学通常分成读前、读中、读后三个阶段。读前活动对阅读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启动阅读，可以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为阅读做铺垫。本文将通过教学案例浅析教学实践中有效的读前活动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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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老师不想办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

的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
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给不动感情的脑力劳动带来疲劳”。读
前活动作为阅读课的主要环节之一和开始环节，可以启动阅读，
也可以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为阅读做铺垫，帮助学生提高
阅读效率。以下是笔者通过教学案例总结出的教学实践中有效
的读前活动。 

一、通过预测导入阅读 
Goodman K.S 认为阅读是一种心理活动的猜测活动。他认为

有效的阅读不是精确的感知和辨别阅读中的语言成分的结果，
而是一种选择能力的结果。预测能加快阅读的速度，减少大脑
信息处理的负担，使阅读变为一种主动的、富有挑战性的活动。
无论读者对阅读的预测正确与否都会对阅读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预测的内容与文章大致相同时，读者会有一种成就感，增
强其阅读的兴趣。如果预测的内容与文章内容不一致，也会激
发读者的好奇心，从而激发阅读的兴趣，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根据文章的标题、副标题或插图进行预测。 
有些文章的标题一目了然，学生阅读标题后很容易预测到

文章的内容。比如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模块 3 第 8 单元第 3 课的
标题为 Marco Polo。这个标题很清楚地告诉学生本文要介绍
Marco Polo 这个人物； 模块 5 第 14 单元第 3 课的标题为 The Road 
to Success。学生很快能预测到文章叙述个人如何成功的。然而，
有些文章的标题并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文章的内容，需要
教师引导学生看副标题或文章的插图帮助学生预测文章内容。
例如，模块 5 第第 13 单元第 3 课标题为 Making Guesses about 
People，其内容是对失踪的两个人的推测。在对这篇文章进行预
测时，只看标题是无法预测的，还需要结合文章的插图帮助学
生预测。 

2. 根据词汇进行预测 
有时候，一些文章的内容不能通过看标题和图片预测出来，

比如模块 4 第 10 单元第 3 课 When less is more。 这篇文章主要
内容的是治理黄河水土流失的举措，即使从文章的标题和给出
的插图也很难让学生进行预测。因此，教师可以在读前有针对
性地选出与文章内容相关的单词，如 soil，balance，erosion，pocket 
money，contain，crops。通过单词的学习既能激活图式也能激活
语言，从而让学生能更快地进入读中的学习。 

3. 根据图片进行预测 
图片的预测多用于故事类的阅读文章。教师可以出示故事

开始的图片让学生预测故事的发展，也可以出示故事的结尾图
片让学生推测故事的前期情节，还可以给出故事的开头与结尾
让学生推测故事发生的过程。 

案例：北师大版模块 1 第 2 单元第 3 课 superhero，其讲述
的是超人演员发生事故后的采访录。教师出示两张关于超人演

员的图片，一张是其演超人获奖的图片，一张是其坐轮椅的图
片,让学生判断是不是一个人，并预测故事的发展过程。两张鲜
明对比的图片，能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通过音视频导入阅读 
多媒体技术凭借其精美的图片、美妙的音乐、动感的画面、

生动的短片等多种新颖的方式，可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
强教学的趣味性。比如听与话题相关的歌曲、新闻报道或观看
视频材料等等。 

案例：北师大版模块 1 第 3 单元第 3 课 weddings。学生对
西式婚礼有些知晓，也比较感兴趣，但是对印度尼西亚的婚礼
和希腊的婚礼不清楚，因此读前播放一段关于这两个国家婚礼
的视频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可以激活图式，激发兴趣。 

三、通过信息陈述判断导入阅读 
受问卷调查的启发，教师在阅读前可以从文章中提取与话

题相关的信息，组织学生根据自己的常识判断正误。这样不仅
可以激活学生的相关图式，还可以起到语言准备的作用。 

案例：北师大模块 2 第 4 单元第 4 课 Auckland*New Zealand，
本文是一个介绍奥克兰的导游指南，其中包括很多事实性的陈
述。因此可以根据课文内容设计与主题相关的正误判断的句子，
然后让学生讨论判断这些表述是否正确，可以检验学生对奥克
兰的了解和看法。在这个活动中，学生的判断是否与课文表述
一致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够激活学生的相关知识，激发他们思
考，激发学生想知道正确答案的愿望，其阅读动机被调动起来。 

四、通过话题讨论导入阅读 
教材中每个阅读单元都围绕一个主题，每篇文章都包含一

个话题。教师在阅读前引导学生进行话题讨论，不仅可以起到
激活图式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预测的作用。学生通过讨论可以
了解文章内容，如果学生对相关词语不熟悉，这个活动还可以
起到词汇教学的作用。 

案例：北师大版模块 3 第 9 单元第 4 课 car culture-The road 
to destruction，本文是介绍汽车多带来的危害和应对措施。汽车
这个话题对学生来说比较熟悉，但是对汽车文化的深层次思考
不够。因此在读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讨论汽车对我们生活好的
和不好的影响，以及应对方法。这个活动可以激活学生对汽车
话题的背景图式，同时让学生熟悉一些相关的词汇，提高阅读
效率。 

五、通过预习展示导入阅读 
针对故事性强，生词较少，结构清晰的文章，教师可以布

置学生课前先读一遍文章，小组合作用思维导图或其他形式制
作海报，在正式上课的读前环节进行展示交流。这样可以先让
学生了解文章的大意，为学生深层次的阅读奠定基础。此活动
适用于泛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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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北师大版模块 5 第 15 单元第 1 课 The Importance of 
Life-long Learning，本文描述了三个不同年龄的人的终生学习经
历。本篇为记叙文，结构清晰，文章生词较少，因此可以布置
学生课后做思维导图描述三个人的年龄、继续学习的内容和原
因，以及继续学习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好处。学生通过展示交
流，能把文章的主要内容理解清楚，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各种
活动或问题引导学生深层次的思考终生学习的重要性。 

六、通过构建语义图导入阅读 
语义图是根据具体话题的要求，让学生以中心词为依据填

充相关的单词、短语或句子。这样的活动可以用于图式激活，
也可以用于词汇呈现。语义图的建构可以采用开放的形式，也
可采用控制的形式。语义图可以培养学生的分类能力和认知范
畴的感知能力。 

案例：北师大版模块 1 第 3 单元第 1 课 Festival，本文介绍
了夏秋冬的三个季节中国的传统节日。这个话题学生比较熟悉，
非常适合引导学生构建语义图来激活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背景知
识，同时复习相关单词。 

 

summer 

festivals 

autumn 

winter 
spring 

 
七、通过故事导入阅读 
在阅读一段文章之前，教师可以介绍自己的相关经历，也

可以请学生介绍自己的相关经历，即故事，然后再故事的基础
上开展讨论，通过基于故事的讨论引出与所阅读材料相关的背
景图式和语言材料。 

案例：北师大版模块 5 第 15 单元第 3 课 teachers，本文讲

述的是学生和老师之间事情，故事性强。教师可以设计安排让
学生说说他与一位教师的故事，或教师的视频资料来说与学生
的故事，然后让学生讨论教师在学生成长中的作用。这样的设
计可以拉近学生与课文的距离，激发学生阅读动机。 

读前活动的形式是千变万化的，但是在对任何阅读材料设
计读前活动时都必须建立在应有的需求分析上，必须适合阅读
教学的目标，适应学生的语言基础、认知风格和多元智能。 

高尔基曾说：“最难的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音乐上一
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予的，平常得好好去寻找它”。有效的
读前活动设计如同序幕，预示着后面的高潮和结局；如同路标， 
引导着学生思维的方向；如同乐曲的“引子”，激发学生积极的
状态。教师在日常阅读教学中，要勤思、勤练、勤总结，根据
实际情况设计有效的读前活动，真正提高阅读课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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