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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英语“KWL”阅读教学模式探究 
韩婷婷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730000） 

摘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近几年新课程改革的热门话题，就英语这门学科而言，如何培养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是英语教学中

噬待解决的问题。学会阅读是学生必备的技能之一，也是学生形成核心素养的必备条件。当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存在诸多问题，而

KWL是一种引导性教学策略，运用 KWL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解决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本文将以新人教

版 Unit 2 Wildlife Protection 的一篇文章 A day in the clouds为文本，运用 KWL阅读教学模式，探讨高中英语阅读课中英语核

心素养的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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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核心素养（Core Competencies）”一词是我国教育部 2014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德才兼备根本任务的意见》

中首次提出的，它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各学科的课程教学是实现学生核心

素养的重要途径，英语教师应该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确定英语课

程内容，选择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评价。阅读是英语教学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学会阅读是学生必备的技能，是发展认知的基础，因此

创新阅读教学模式是必要的。然而当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学

生阅读能力低，教学过程师生交互性差等问题，这均不利于学生英

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基于核心素养及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反思目前高中英语阅读教

学现状，高中英语老师应该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模式去改善现状。KWL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本文试图探究 KWL 教学模式在高

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旨在为高中英语课程提供一些借鉴。 

二、KWL 教学模式 

Ogle（1986）首次提出 KWL 教学模式，他认为 KWL 是一种教

师和学生共同设计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K 即 Know（What I know），学生在上课前知道什么；W 即

Want（What I want to know），学生想在阅读前或阅读中学到什么；L

即 Learned（What I have learned），学生在阅读结束后学会了什么。

此后他 发了记录这些步骤的表格（表 1）。 

表 1  KWL 图表 

K-What I know W-What I want to know L-What I have learned

   

三、运用 KWL 的阅读教学课例 

本文以人教版《英语》必修 2 第二单元 Wildlife Protection 的

Reading and Thinking 部分为例，在阅读前、中、后使用 KWL 表格进

行教学，使阅读的各个环节均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中心，以提

高英语阅读的有效性。 

1.读前填写 K 表，激活单元主题 

巧妙地导入主题意味着能否成功激活学生的“已知”。教师可在

学生填写 K 表之前导入主题，介绍一些背景知识，激活学生的“已

知”，为 W 阶段和 L 阶段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做准备。 

本文教师可从单元主题“wildlife protection”出发，给学生播放

相关视频，并对学生进行提问，学生对新旧知识能够建立起初步联

系，调整自己原有的图式。K 阶段一般可以采用简单的头脑风暴。

教师可以让学生说出一些他们所知道的濒危动物有哪些，引起学生

兴趣之后，教师提出问题：这些动物濒危的原因有哪些以及我们可

以采取什么措施去挽救它们，并且让学生分组讨论。展 相关问题

的头脑风暴，学生不仅可以联想自己的“已知”，而且还能在讨论中

学习到别人的“已知”。 

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可以在黑板上记录学生回答的关键词，要

求学生在事先准备好的 k 表中列出他们所想到的与主题相关的信

息。这样可 大限度激活学生“已知”，为后续阅读准备相关的背景

知识。 

2.读前和读中填写 W 表，促进学生理解 

学生了解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后，教师可让其浏览这篇文章的插

图和标题，问他们一些与标题及主题有关的问题：What can you see 

from the picture? What’s does “ in the clouds” refer to? What is the 

author’s intention in writing this passage? What else you want to know in 

this passage? Please write it down. 通过图片和题目的多模态信息，学

生能够运用自己的阅读能力来大致分析文章内容，进行自主思考，

培养逻辑性思维。 

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填写表格第二部分 W 一栏时，首先他们会将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填入，教师可以在这一环节作为参与者给学生一

些提问题的建议，要求学生将自己的“想知”与同伴交流，产生思

想上的碰撞，从而设定相对全面的阅读目标。这样做不仅可以挖掘

学生的问题意识，并且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之后教师让学生

正式阅读时，他们会主动地思考、探究这些问题。 

教师在给学生提问题的建议，发散学生“想知”时，教师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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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拓展学生的兴趣。这篇文章是典型的记叙文，教师可以从逻辑

顺序方面对学生进行提问，即“5W1H”，以问题的方式引起他们的

好奇心。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来呈现问题，循循

善诱地抛出问题：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会是谁？主人公去哪儿了？他

什么时候去的？他为什么去那儿？主人公和羚羊之间又有什么故

事？在语境中提问问题，学生的状态会比较放松，更容易身临其境，

更想去了解这背后的原因，也能从这一系列问题中清楚记叙文的组

成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和结果。 

在“想知”的问题中，学生自己可以在正式阅读时解决一部分

较为简单的问题，比如 When did he go there? Why did he go there? 

等；但另一部分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小组成员互相合作才能解决，

如 How should we do to …?等；学生 W 栏内填的一些问题可以在 L

栏内得到解决，并且在 L 栏可以检验学生 K 栏的知识是否准确。这

样一种阅读模式不仅可以回答学生 W 栏内的问题，而且学生的阅读

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W 表的填写是学生在深度理解和思考文本后，输入“想知”问

题，为接下来输出“学会的”问题（填写 L 表）做了充分的信息铺

垫。 

3.读后填写 L 表，学生将“所学”应用实践 

在 L 阶段，教师首先带领学生速读文章，找出每段的中心句，

引导学生概括文章各部分大意，评价上一阶段的预测是否准确全面。

速读文本并分析其结构之后，学生需要精读文本回答一些细节问题。

首先教师让学生精读前两段，让他们用一些词（如形容词，动词）

描述西藏的风景和藏羚羊所面临的危险，学生可以鉴赏这篇日志优

美的语言。然后细读第三至六段，对比藏羚羊前后处境，得出原因。

学生明确阅读任务后，自主阅读，并进行小组讨论以获得答案。 

随后，教师带领学生精读并回答一些细节问题，大致可以从三

个维度划分：Things the writer sees；Things the writer hears；How the 

writer feels or thinks；待学生在新旧知识建立起联系之后，通过作者

的反思推测作者的写作意图。如 But how can we stop being a threat to 

wildlife? We must change our way of life and learn to exist in harmony 

with nature. 逐步分析语篇，夯实对语篇文字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

树立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并在生活中践行的意识。在这一环节中，

教师应紧扣话题，激活学生 K 阶段“已知”，进而更新重组其知识

体系，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精读结束以后，阅读教学也即将进入尾声。为了解学生的学习

情况，教师应该协助学生填写 L 表，学生在填写 L 表时可以再次浏

览文本、板书以及笔记， 大化输出这节课学到的知识。因此，学

生在正式填写 L 一栏时，教师应该给其充分时间去考虑句子的准确

性和可理解性，以便提高其语言能力。学生写好后，先自我检查，

再让同伴检查，根据反馈再逐个修改句子。在这一环节中，学生在

语境中进行讨论，整合这节课已掌握的知识，将自己的“习得”与

他人分享，提高了听、说、读、写、看等技能。 

4.根据 KWL 表，设置迁移创新活动 

生成 KWL 表后，教师应该及时给予学生反馈，看学生们有哪些

共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再根据教学目标补充学生的“习得”。KWL

教学模式的出发点是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教师更多发挥的是指导

者、组织者的角色，因此教师应该弥补这种教学模式的不足，带领

学生总结、反思这堂课之“所学”，补充学生“所学”之不足， 终

实现 KWL 教学模式的 优化。 

基于前期的输入，教师可以让学生模仿这篇文章进行写作。如

以某种濒临灭绝的动物为中心话题在课后写一篇不少于 150 词的作

文，让输入真正地转为输出。KWL 表 L 一栏有很多在阅读课上已生

成的句子可以直接用于写作，这样可以降低写作难度和学生对于写

作的恐惧。学生将“习得”活学会用，实际上是对知识的迁移创新，

有助于学生联系实际生活，既提高了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又提高

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学会了如何保护它们，进一步深化了思想

品质。 

四、结语 

综上所述，KWL 教学模式通过激活学生“已知”，引导学生探

索“想知”， 后教师根据“所学”补充相关知识，鼓励学生迁移创

新“习得”，是一种能够有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提高阅读实效的英

语阅读教学模式。但 KWL 教学模式在英语阅读课堂中的应用还有待

进一步讨论，尤其在新课程改革下，高中英语教学对师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提问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积极参与讨

论，转“被动”为“主动”；学生要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以便检验自

己的学习成果；如何进一步完善 KWL 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实现课程的育人功能，更好地服务于高中英语课堂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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