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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聚焦 being done
——融入语篇，结合任务型教学法，突破语法教学

聂燕舞

（西安工业大学附中高中部，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语法教学一直是学生学习的重难点。但长期以来，语

法教学教学，更多的是通过老师大而全的讲解和题海练习战术，

耗时耗力，效果不佳。学生不会灵活运用，反应在阅读中读不懂

长难句，在写作中，学生不能自由运用所学语法，写出来的文章

不和文法，错误百出。教师们应该在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的指导下，

重新认识语法教学的实质，重视语篇，采用真实的任务来突破语

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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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是选修七第二单元的语法部分，也是高中阶段中的重

点——非谓语动词中的过去分词的用法。

语法教学一直都是一个令我困惑的课题。语法教学的目的当

然是学习和掌握英语语言的重要指示，但这种知识是指关于语言

体系的知识，还是关于如何运用语言的知识？对于英语教师，我

们长期把英语语法看成是一种僵硬的、支离破碎的语言知识来教，

还是把它看成是得体地语用语言知识与人交往的一种技能来教？

长时间以来，对于学生来说，是把各种语法规则的条条杠杠背的

滚瓜烂熟，还是要在语境中感知体验各种语法结构的形式、意义

和功能，以至于能在真正情境中正确地运用它们？如果是前者，

那么我们做的已经很多，但是效果却又很让我们失望；如果是后者，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把国内外英语教学的理念渗透到我们

的教学实践中去，并根据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创设出有效的方法

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对于语法，我们一贯的教法就是从概念解

释开始，最后落实到往年的高考选择题的真题上面。花了大量的

力气，最后为了选择题中的一分，感觉事倍功半。我们作为一线

的英语老师，是时候做些改变了。就以本次课为例吧！

本课语法复习的是 being done 的用法，属于非谓语动词知识。

讲 being done，就会涉及到 to do 和 done 三类非谓语的用法，知识

庞杂，难度大，是高考中的重难点。到底把课题定到什么样的宽度？

什么方法引入，呈现，能摆脱以往俗套的讲法真让人费了一番思量。

我也在网上查资料，看有没有语法的新讲法，也买了几本书。

最后结合本课课文和学生的水平，把课题框定在了 being done 上，

只聚焦这一点的用法。

第一步，用故事即有意义的语篇来导入，让学生通过阅读理解，

来回答设定的问题。学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根据问题的指向，

具备了语法意识，突出 v-ing 形式。通过 What have you found ？让

学生自行归纳 being dong 在段落中的重复出现及作用。第二步，

看图片，用 being done 的形式来写话。主要练习 being done 在句

中充当主语或宾语。第三步，机械性操练，让学生把含有定于从

句的句子简化为 being done 做定语。第四步，提升句子。让学生

通过对比句子，体会哪些句子更优美，从而进行句子改写，有意

识地运用 being done 做状语。第五步，being done、done 和 having 

been done 的区别，这是本课的难点。因为是公开课，我和另外两

位老师同课异构，也都讲出了自己不同的设计。我在这节课中所

做的一点尝试也得到了西安市教科所的王老师的肯定。讲完以后，

督导员王老师进行了精细的点评，我也通过这节课，对语法教学

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思考。

首先，要重新认识语法与语法教学。语法不是一堆由语言学

家规定的静止与僵硬的教条，而是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的行为

准则，掌握语法进行交际是一种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新时代的

语法教学要求教师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管能动性，如在

教师的启发下，有学生发现新的语法现象，使他们学会观察、分析、

归纳与总结语法规则，进而学会举一反三地运用规则。教师在教

学的过程中，心中始终有学生，不仅在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

容、选择教学策略与方法和制定教学计划时如此，而且在教学过

程中还必须不断关注学生水平的变化，他们的潜力，他们的情感，

还有他们学习策略与方法的特点，他们的困惑与困难以及他们对

教师教学的反馈，并及时给与指导，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真正

成为课堂的主人。

其次，语法教学与任务型教学结合起来。任务型教学与传统

语法教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与任务，学生是

在完成任务的实际行动中学习语言，他们不仅需要了解个别的语

法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理解语言的意义，学会运用，同时

完成任务。若想收到良好效果，必须是真实的任务，而不是假设的，

没有意义的任务。学生对于真实的任务充满了兴趣和好奇，积极

踊跃地参加。此时教师不再是主宰课堂的圣人，而是学生活动的

指导者和参与者，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又必须与同伴合作与互动，

从而改变了传统语法课上教师一言堂和学生各自为政和缺乏交流

的状况。

再次，语法教学要与语篇教学相结合。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专门突出了语篇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语法

教学，重点放在脱离了特定场合与上下文的单句层面的教学航，

对语言意义的教学也往往局限在字面上。而将地道且来自生活的

语篇引入教学就为语法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极大地拓宽了语言

输入的渠道并提高了语言输入的质量。在语篇中，更加凸显了语

法的语用功能，同时再将语法形式、意义与运用结合起来进行教学，

学生语言输出的机会也会大量增加，这就能带动他们听、说、读、

写能力的提高。

因此，我相信在以语篇为载体的语法教学，让语法的学习有

了生命力，结合任务型教学法，才能实现学生的积极参与，达到

语法形式、意义和运用的一致，达到良好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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