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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题知识结构化的英语语篇教学策略
——以课文 《Living Legends》教学为例

薛梓郝

桂林理工大学，中国·广西  桂林  541008

【摘　要】主题知识结构化能解决阅读教学内容碎片化、分析浅层化和结构单一化等问题。本文结合实际教学案例，

呈现英语学习活动中结构化知识的构建过程和基本方法，为语篇教学课程设计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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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更好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培养核心素养，具备科学

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以及自主发展能力和交流沟通

能力，《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强调将

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通过情境化展现课程内

容，以促进学科知识核心素养的落实[1]。语篇教学一直处

在英语教学的重要地位，然而，目前我国的语篇教学仍存

在知识碎片化等问题。本文将基于此，从语篇研读、结构

化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活动设计和主题产出活动设计四个

步骤入手，结合案例探讨高中英语语篇教学策略。

2  概念界定和研究综述

皮亚杰认为结构是一个整体、一种体系、一个集合，不

同部分之间相互关联，具有某种转换规律的集合。余文森

（2018）“指出知识结构化是学生可以把知识按一定的秩

序和方式结合起来，并融会贯通到自身认知体系中[2]。”笔

者将知识结构界定为根据知识之间的联系，通过一定形式

将知识组合起来。

主题知识结构化理念由建构主义理论和学科基本结构

理论发展而来，经梳理国外学者Novak在1984年提出用结构

图进行知识结构化的构建。国内学者在新课标颁布后，对

结构化教学策略愈发重视。主要侧重在理论认识研究和策

略研究。例如，在理论认识研究上，周晓芬（2023）指出

主题与语言间存在关系，使语言知识本身价值和使用价值

的属性由割裂变为融合，让单一的语言通过思维融合[3]。

张秋会、王蔷（2016）则解释结构化知识指经过梳理、组

织和融合文本信息后形成的概念结构，这一结构使知识之

间存在了逻辑关系。在策略研究上，黄正翠（2019）指出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设计三个不同层次的教学活动，即学习

理解、实用实践和迁移创新三个不同层次的教学活动，帮

助学生完成“形成——巩固——应用”与主题相关的知识

结构的全过程。但国内学者对于在教学全过程实践研究较

少，因此本文将结合教学实例，给出具体教学步骤。

3  基于主题知识结构化教学设计

3.1 把握主题意义，为主题知识结构化奠定基础

主题知识结构化的过程以语篇为依托。王蔷（2019）指

出语篇研读是设计实用教学活动和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前

提，对语篇的研读程度直接影响教学目标、教学活动设计

和教学方式的选择。

对于知识结构的梳理可以有很多的切入点，教学实践

可从语篇标题、段落主旨句、段落间的衔接、写作意图和

语篇主题等角度出发。选取人教版必修一第3单元阅读语篇 

《Living Legends》为例。 

文本内容：文本围绕两个人物展开描写分别是郎平和

乔丹。关于郎平，作为一名排球运动员，为国家争取到荣

誉，作为一名排球教练，带领中国女子排球队拿到奥运会

金牌，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在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最终

取得成功。关于乔丹，他在篮球运动上做出巨大贡献。首

先在篮球运动上的技术是毋庸置疑，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内

心的强大。对成功者而言，失败在所难免，乔丹积极接受

失败，并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用于提升自己，并创建俱

乐部将经验传授给需要的人。

主题界定：根据主题语境来划分，本文的主题既可界

定为“人与自我”亦可界定为“人与社会”。通过对语

篇的深度解读，该语篇可以分为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

图1.语篇知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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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层意义上，语篇介绍两位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上获得

的成就和他们对待失败的态度。在深层意义上，语篇

从运动员对于运动的态度引出人们在面对失败应当做出

何种反应的深层意义。因此将语篇主题界定为“人与自

我”和“人与社会”。

语篇知识结构：根据主题分析和主题意义的探究，从语

篇的大标题和小标题入手构建语篇知识结构图，使语篇结

构可视化，结果如图1所示。

以上分析体现了语篇所聚焦的主题，结合语篇意义的

梳理有助于教师对语篇的深入解读和自我结构化知识的形

成，为确定教学目标奠定结构化基础。

3.2 依学生实际情况，设计结构化教学目标

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所阐释的图式理论可知，人类

智力发展过程是对外界知识的适应过程，并通过同化、顺

应和平衡来进行。同化过程指当外界新信息可以被已有图

式所理解时，人们倾向将新信息归纳到已有图式范围内。

顺应过程指外界新信息与已有图式不一致时，人们将构建

新图式来理解新信息。通过同化和顺应，人类对于世界的

认识达到动态平衡。

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图式理论，分析学生的基本学情即

已有图式和即将形成的新知识即新图式之间的认知偏差来

调整教学目标，使学生达到认知动态平衡，为后期巩固和

应用知识打下基础。例如对本课例中学情分析，语篇内容

主要针对高一学生所设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学生学情分析

分析内容 已有图式 待建新图式

话题知识

高一学生对于高中学习生
活有初步经历和见解。
在初中学习过程中已对体
育主题语境相关话题有
过学习，如basketball, 

baseball等

高一学生在面对困难和
挫折时缺少经验教训，
难以从困难中获得正

面引导

语言知识
高一学生对于体育运动项
目有一定的知识储备量，

如sports, medal等

对于一些词
汇如honour, 

championships, 
failure等和固定词组
fall apart等较为陌生

语言能力
高一学生在初中阶段已学
习到阅读方面的技能，如
抓主旨句，获取信息等

高一学生在句段衔接
和表达自我观点上比

较困难

思维逻辑
具备初步识别文章逻辑

的能力

针对获取信息，提出自
我观点，并给出例子论
证自我观点和情感表达

上有待提升

在认清学生学情后，教学目标应根据语篇研读结果和学

情情况拟定精准化的教学目标，让语篇教学进行有效和有

深度的开展。针对本案例，从重点和难点两个层面出发进

行制定，教学目标如下：

通过阅读，找出living legends的两个条件，并从两个

人物案例中找出证据佐证两个条件。（教学重点）

通过阅读，掌握基本语言知识；并找出两个人物所含有

的优良品质。（教学重点）

在进行主题知识结构化后，表达自己对于困难的看法并

给出佐证例子。（教学难点）

教学目标对于教学活动的进行有着指引性和规定性作

用。通过对于学生学情的分析和语篇的研读，教师能提

出更具针对性的教学目标，使主题结构化知识更好的展

开学习。

3.3 围绕语篇内容，进行结构化教学活动

教师在弄清文本逻辑、厘清文本主题后，需要思考怎

样将研读的结果合理转化成教学活动。佘冰蕴，朱神海

（2021）表示在主题阅读课程中，要求学生能够迁移应用

知识并解决实际问题，深入探究阅读材料的主题意义。设

计教学活动时，教师应从主题知识结构化的角度入手，

使活动利于学生建立起结构化知识。另外，李志刚，张佳

（2023）认为教师应当注意活动的多样性，应考虑学生的

已有知识、学习环境、学习动机、认知方式和思维水平等

方面的差异。在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应当适当搭

建教学支架，维果茨基认为当学生处于最近发展区时，学

习效果时最好的。

例如对本课例教学活动的设计，首先，通过观察课本所

给出的图片和语篇标题引导学生对于语篇主要内容进行推

测。接着学生阅读导读部分，理解文章标题Living Legends

含义，如图2所示。

图2. 教学活动设计（1）

学生在对语篇全文进行阅读后形成结构性知识，通过活

动表格中教师所给出的引导，对文章的内容和结构进行梳

理，形成语篇信息结构图（图3）

接着，基于图3学生对语篇结构进行梳理，我们可以通

过两名运动员的事迹得出他们身上值得学习的优良品质。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概括总结出两名优秀运动员身上的

优良品质（详见图4）。

图4. 教学活动设计图（3）

从以上活动可见，学生通过语篇知识分析构建起语篇

结构知识，在结构知识的指导下，学生识别出语篇构成

的结构脉络，根据标题展开论述并给出细节支撑。在掌握

结构知识的过程中，学生在分析主题的过程中识别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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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人与自我”主题语境，在阅读过程中理解“我们应当以

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挫折”的主题意义。通过主

题知识结构化学习，学生培养语言能力、文化意义、思维品

质、学习能力方面的核心素养。

3.4 学以致用，实现结构化知识迁移和产出   

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开展知识产出和迁移活

动是十分必要的。鄢佳梅（2021）指出迁移是学习的有效策

略，是将所学的或头脑中已有的语言知识迁移应用到其他新

的环境和问题中，从而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目的。知

识的迁移能力是学生形成核心素养的基础，知识迁移能力

的程度需要教师给予合理的输出活动评价标准尤其是在“

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下，评价在培养学生英语学

科核心素养中扮演重要角色。

吴云开（2023）指出在迁移运用的活动中，学生在教师

的带领下利用结构化的知识进行产出，进一步加强学生的交

际意识和语篇意识。为此，在此课题下，设计了如下产出教

学活动：你的好友小明最近遇到了困难导致心情不好，希望

你能给予他鼓励给他安慰。请根

据自身经历和所学知识（图3）给

予小明鼓励，并列举名人事迹给

予帮助。完成写作后，请根据所

提供的评价标准（图5）与同伴进

行分享和互评。

学生在进行完写作任务后，

对同伴的产出结果进行评价。

汪路艳（20 2 3）认为开展基

于‘教—学—评’一体化的教

学策略能发挥学生在评价中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体现评

价活动对于教学活动和教学过

程的调节作用。

学生在进行完产出任务后形

成了教学的全部环节的展现，

在主题知识结构化的指引下，

学生将新图式内化为已有图

式，提升自身对于周围事物的

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构建

了面对困难的新方法，形成了

面对失败的新态度，从失败中

吸取教训并获得进步。

4  结语

在高中英语的语篇教学中，

通过语篇内容结构化、学情分析

结构化、任务设置结构化三个途径进行设计和实施教学，

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出发，根据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以

主题意义为导向。教师通过结构化的语篇知识构建，学生

对主题的理解加深，获得与主题相关的有效知识，进而内

化、迁移并转化为能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基

于结构化知识构建的高中语篇教学有助于将语言学习、主

题意义探究和英语课程育人目标三者有机融合，使核心素

养培养落实到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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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教学活动设计（2）

图5. 写作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