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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简化法提高初中学困生的英语阅读能力
邵　慧 1　曲　端 2

（1. 沈阳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辽宁 沈阳 110866；

2. 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为提高学困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以学困生为主体，简化学习内容，在英语知识最核心部分的范围内，教师一

方面让学困生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他们的学习内容，把学习主动权，选择权交给学困生，最大限度激发学困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

教师发挥主导作用，不动声色地遵循“词——句——章”的语言学习规律，指导学困生掌握英语阅读技能。“凭喜好，组内合作，竞赛

夯实”的教学模式，既能提高学困生英语阅读能力，也能发展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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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困生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在较长时间内不能完成课

程标准规定的学习任务的正常学生。心理学家认为：学困生社会

性发展障碍，同伴交往水平相对低下；在语言理解、处理问题及

长时间记忆等方面存在受损情况，因而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对学习有较强的畏难情绪，碰到困难就退却，怕吃苦；但他们同

样具有进步心，自尊心。

阅读在人的一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决定着人的

精神成长，还决定着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以阅读活动为载体

的阅读教育，在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方面尤为重要。但归根结底，

阅读是一个认知理解的过程，其核心就是看懂语篇作者要表达的

思想内容。为了让学困生能看懂，愿意看懂，教师可以采用简化

法教学来提高学困生的学习愿望，从而发展他们的学习能力。简

化法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聚焦核心目标要求，以避开其他纷繁

复杂因素的干扰，（核心是从结果或最终目标反推得出），削减

学习过程，降低短期学习目标，优化学习内容，通过给学困生成

就感来激发他们的学习愿望，达到学习目标的教学方法。这种教

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以合作学习为主要方式，来提高学困生的

学习能力。聚焦核心，合作学习还能培养学困生的整体意识、大

局思想、格局情怀，实现英语教学立德树人的目标。

一、简化法在阅读教学中的实践

（一）凭喜好认词汇，用组内朗读巩固，借组间比赛夯实

掌握词汇是实现阅读的前提。只有一定的词汇积累，才能使

阅读有效进行，进而提高英语学科素养，发展语言能力。但是学

困生往往不愿背单词，不愿记词组。在语篇阅读教学中对单词的

核心要求就是“认识”。简化法在这部分的操作可以理解为：把

要背诵的词汇的量简化为每次只背三五个，把对词汇的“音、形、

义（用法）、转化”的要求简化为以“译（认识）”为主，捎带

“音、形”。这种简化任务量，降低目标难度的方式可以让学生

容易达到教师要求，享受成就感，最大限度降低学困生的畏难情绪，

有利于学习的持续性。具体做法如下：

1. 让学困生看词汇表，凭个人喜好，挑出五个跟他 / 她有眼

缘儿的、愿意认识的单词或短语，然后组内分享，分享时要大声

读出其发音、词性和汉意。

2. 再看词汇表。凭个人喜好，再找出五个他认为可以稍加努

力就能记住其汉意和词性的单词或短语，同样组内分享，分享时

每人都要并大声朗读其发音、词性和汉意。

3. 三看词汇表。找出不愿意记的五个单词或短语。同样组内

分享，分享时要大声地朗读出单词及其词性和汉意。虽然不愿意背，

但是通过分享孩子们也会有意无意地认识一两个词语，甚至更多。

4. 请学困生四看词汇表。背一下除掉非常不愿意背的 5 个单

词短语外的表中其他的不会的单词或短语。经过前三轮的挑选和

分享，现在词汇表中孩子们需要记忆的单词短语大概也就剩下两

三个了（通常情况下，一个单元会有 20 多个单词短语）。学生们

会感到一个单元只需背两三个单词，任务少，目标低，乐于完成，

其实这 20 多个单词短语他们基本上都认识了。

5. 然后放录音，让学生反复跟录音读单词，纠正发音。

6. 家庭作业就是在班级微信群中朗读词汇表中的单词（短语）、

词性和汉意各两遍，允许有五处读错。

7. 第二天课前考核的方式就是小组比赛。三分钟之内，小组

成员在黑板上轮流每人写出词汇表中与其他组员所写的不同的两

个单词或短语，写出正确词汇数量最多的小组胜出。每个弃权成

员都将为本组减掉 4 个正确得分。把比赛成绩记录在案，以备周

评比、月评比。

（二）凭喜好认难句，用组内练习巩固，借组间比赛夯实

经过一个多月用简化法来处理词汇的教学，学困生们会在不

知不觉中积累一些词汇，也能看懂一些简单的句子，为阅读语篇

迈出了历史性的步子。但是，初中生在真正做语篇阅读时，不可

避免地能碰到一些修饰成分较多的长句子，这又会让学困生产生

畏难情绪，从而放弃阅读语篇。教师同样可以教学生用简化法处

理长难句，用成就感激发学困生的学习愿望，保证学习的持续性

和有效性。

其基本方式就是寻找一级短语，也就是找谓语动词或含谓语

动词的短语句式，去修饰成分（定、状、补语），把长句变短，

使之易于理解。因为英语中的绝大多数句子都可以缩写成“主谓

宾”或者“主系表”结构，用以表达“谁在做什么”，或者是“谁

或什么怎么样”，所以一级短语就是句子的核心。这样一个有十

几个或几十个单词的长句子被简化成只需阅读两三个或三五个单

词就可知大意的短句子了，这种数量上的简化直接导致了理解的

易化，有效刺激了学困生的阅读愿望。

在理解长难句的技能传授训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

些基本语法项目，比如：句子成份；简单句的五种基本句型；感

叹句、祈使句、There be 句型等特殊句型的认知。每一个项目都可

以用这种“凭喜好，组内合作，竞赛夯实”模式，不求快，不求多，

只要让学困生能够掌握每个项目的核心特征，能“认出”足矣。

在巩固长难句分析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秉承“凭喜好，组内合作，

竞赛夯实”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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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学困生看教师指定的语篇，凭个人喜好，挑出两个跟他

/ 她有眼缘儿的、愿意理解的长难句，找出其一级短语，然后组内

分享，分享时要大声读出语句，说出其一级短语，并把此句译成

英语。

2. 再看教师指定的语篇。凭个人喜好，再找出两个他认为可

以稍加努力就能理解的长难句，找出其一级短语，然后组内分享，

分享时同样要大声读出语句，说出其一级短语，并把此句译成汉语。

3. 三看教师指定的语篇，找出不愿意理解的两个长难句。同

样组内分享，分享时要大声朗读出这些句子。虽然不愿意理解，

但是通过分享，孩子们也许至少会有意无意地认识巩固一些词汇。

4. 然后放录音，让学生反复跟录音读语篇，纠正发音，帮助

理解。

5. 家庭作业就是在班级微信群中朗读语篇，指出其中至少五

句话的一级短语并把这五句话译成汉语。

6. 第二天课前考核的方式就是小组比赛。比赛形式为口答，

说出所给长难句的一级短语，分必答和抢答两种形式，所有的竞

赛题均选自学生课堂上分享过的长难句。说出正确句子数量最多

的小组胜出。每个弃权成员都将为本组减掉 4 个正确得分。把比

赛成绩记录在案，以备周评比、月评比。

长难句的指定讲授内容的选择范围可以如下设置：第一周在

小学四年级的教材或练习册中选择；第二周在小学五年级的教材

和练习册中选择；第三周和第四周在小学六年级的教材和练习册

中选择；第二个月开始在初中教材和练习册中选择。

（三）凭喜好读语篇，用组内讲解巩固，借组间比赛夯实

叶圣陶先生说过：“大凡读一篇文章，摸清作者的思路是最

重要的。按着这思路理解，理解才能透彻。”中心脉络是语篇的核心。

在阅读教学中，简化法教学就是教学生抓中心缕脉络，这对于理

解文章内容，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思维能力极其重要。

有了一定的词句基本功，学困生就可以进行语篇阅读了。拿

来语篇后，教师可要求学生先看看语篇的图片，标题和标注的汉字。

如果没有，就看一看首段前两句尾段后两句，基本上就可以知道

文章的体裁和题材了。然后也可根据文章体裁看一看首段的最后

一句话，这句话常常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可能是文章的中心。

每一段段首的一两句话，也要认真细看。它既可帮助弄清语篇谋

篇布局的脉络（记叙文的脉络就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

经过、结果；说明文的脉络就是从哪几方面说明了某事或某物；

议论文的脉络就是从哪几方面证明了什么），又可对了解语篇中

心起到辅助作用。

如果还需要了解某个细节信息，我们就可以用扫读、跳读、

找读的方式获取。用了这种方式，300 左右词的文章就可以简化

为只需阅读 100 左右词就够了。减少阅读量，降低难度，使阅读

简化，易于学困生接受。

在实际训练时依然秉承“凭喜好，组内合作，竞赛夯实”这

个模式，具体做法如下：

1. 让学困生看教师指定的教材或练习册，凭个人喜好，挑出

一个跟他 / 她有眼缘儿的、愿意理解的语篇，找出或（归纳出）

语篇中心和脉络，然后组内分享，同时讲解一道语篇后的阅读理

解题。

2. 然后放录音，让学生反复跟录音读语篇，纠正发音，帮助

理解。

3. 家庭作业就是在班级微信群中朗读语篇，说出语篇中心和

脉络。

4. 第二天课前考核的方式就是组间提问，以小组轮赛的形式

一组提问，另一组回答。提问和回答的同学均由抽签产生，提问

的内容为头一天分享过的某篇文章的中心和脉络。

5. 每周一次语篇阅读竞赛（笔试）。竞赛题中的语篇全部选

自学生组内分享过的语篇，这样可降低竞赛难度，既增加词汇重

现率和广度，夯实长难句的理解，又让学生容易获得阅读成就感，

减少畏难情绪，愿意继续学习。

语篇的选择范围依然可以按如下顺序设置：第一周在小学四

年级的教材或练习册中选择；第二周在小学五年级的教材和练习

册中选择；第三周和第四周在小学六年级的教材和练习册中选择；

第二个月开始在初中教材和练习册中选择。课堂上请学生写出所

选语篇的中心和结构脉络，在组内讲解分享。并以翻译为主，讲

解语篇后任意两道理解题。

效果反思：

1.分组教学可以让同学们互相帮助，督促，使学困生懂得分享，

学会合作，形成积极归因，增强成就感。

2.词性是单词意（用法）中的一部分，在句式教学中至关重要，

必须记，尤其是动词、名词、连词、介词等。

3. 组内分享，表面上是让学生告知其他同学自己的喜好，其

实也是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来进行的一次有效的说和听的练习，是

知识巩固的过程。组内成员也可初步互相纠正发音等错误，合作

共赢。

4.朗读作业易于抄写背诵，给学生一种不累不烦的感觉，但看、

听、读也是有效的学习和巩固。

5. 小组比赛的方式增强了复现率，其目的是迫使学生尽可能

多地背词汇，多巩固句式，多进行阅读。但这种逼迫是学生们自

愿的，因为学困生也有荣誉感和好胜心。

三、结语

在知识巩固和夯实的过程中，采用“凭喜好，组内合作，竞

赛夯实”的模式，使学困生的课堂主体意识增强，由配角转为主角，

发挥其学习潜能，使其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和自身价值的体现。

阅读教学在这种化繁为简的思想指导下，在潜移默化中，既

增强了学困生的学习能力，又提高了学困生的意志品质。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环环相扣，循序渐进，每天领着学生“跳一跳，够一够”，

学困生每天进步一点点，能够顺利地完成初中英语阅读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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