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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诊断结果分析



1. 诊断结果分析  
测评时间：2021年3月21日  

参与测评者：本校高二（2）班学生 

阅读能力总体表现：

阅读能力总体表现：
班级平均分为39分，
28人处于高二这一
层级的低水平，4人
处于高二这一层级
的中水平。



1. 诊断结果分析  

阅读各项微技能表现：

阅读各项微技能表现：
阅读各项微技能的平
均分都在合格线以下。
不合格人数最多的微
技能为“理解主旨大
意”和“理解主要观
点“。 



1. 诊断结果分析---基于诊断结果的学生能力分析  

诊断结果显示有突出问题
的阅读微技能

优诊学对阅读微技能的能力描述 学生能力分析

理解主旨大意 能读懂阅读材料的主要内容，概括、归纳
其主旨大意或中心思想。

概括、归纳的能力薄弱。
（能力薄弱点1） 

理解主要观点
能从阅读材料中获取事实、例证、原因、
特征和发展过程等主要信息；理解作者的
主要观点，如：主要结论和理由，正反面
观点和态度、人物感受、对人物和事件的

评价等。

信息获取的能力薄弱；
（能力薄弱点2）

不能区分观点和事实、论点与
支撑细节，依据事实进行推断

的能力薄弱。（能力薄弱点3）



1. 诊断结果分析---追本溯源（学生层面）  
 

① 阅读兴趣不够浓厚。
② 用英语交流和做事的动机不够足。

③ 相当数量的同学不能充分有效地使用阅读策略。

1. 问卷调查（学习动机、阅读策略的使用）



1. 诊断结果分析---追本溯源（学生层面）  
 

① 阅读专注度不够。（与阅读策略问卷调查结果一致）

② 不能有效使用阅读策略， 逐字逐句阅读，阅读速度慢，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阅读任务。

③ 阅读时遇到生词就产生挫败感，不想往下读。（与阅读策略问卷调查结果一致）

④ 语篇知识欠缺，不能利用文章结构把握文章主旨和主要观点。（与测评结果反应的学生能

力薄弱点一致）

 ⑤ 阅读兴趣不够浓厚，阅读量小。（与学习动机问卷调查结果一致）

2. 日常教学观察+测评后访谈



1. 诊断结果分析---追本溯源（教师层面）  
  

① 因学生基础薄弱，过分重视了词汇的学习和落实，忽略了阅读量的扩展。

② 对阅读策略的渗透不够精细。

③ 对语篇结构的分析重视度不足。

自身反思：



02 教学调整



2. 教学调整

① 因学生基础薄弱，过分
重视了词汇的学习和落实，
忽略了阅读量的扩展。
② 对阅读策略的渗透不够
精细。
③ 对语篇结构的分析重视
度不足。

① 制定阅读计划，从简易文学作品读起，学生每学期必须完
成规定数目的阅读量，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学生能力薄弱点2
                                                                          信息获取能力）
② 精细阅读策略指导：
    利用关键词，主题句提取段落大意
    通过文章结构理解文章内容
    辨别观点和事实
    辨别论点和支撑细节
    理解隐形信息                   
        
③ 重视培养学生的语篇结构意识。教学中注重文体知识的渗
透和语篇分析，引导学生使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文章结构和
要点等。（语篇知识欠缺问题）

教师自身反思： 教法调整：

依据优诊
学测评报
告建议 （阅读策略+学生能力

薄弱点1 理解主旨大意）

（学生能力薄弱点3
      理解主要观点）



2. 教学调整

① 提醒自己集中注意力把文章读完。
② 关注关键词、主题句、文章首尾段，进行
略读。 定位目标词，进行扫读。
③ 遇到生词时，根据上下文猜测词义，或跳
过去接着读。
④ 了解语篇的衔接、连贯及文体知识，利用
文章结构理解文章主旨。学会区分观点和支
撑细节，将文章化繁为简，明确要点。
⑤ 完成师生制定的阅读计划。

学生阅读能力薄弱点和策略使用
问题： 学法调整： 加强监控评价策略

依据优诊
学测评报
告建议

① 阅读专注度不够。
② 逐字逐句阅读，阅读速度
慢，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阅读任务。
③ 阅读时遇到生词就产生挫
败感，不想往下读。
④ 语篇知识欠缺，不能利用
文章结构把握文章主旨和主
要观点。
⑤ 阅读兴趣不足，阅读量小。



03 教学设计



  本教学设计所选的教学内容来源于外研社英语分级阅读《悦读联播---
美文精选》高二下册，第七单元“Food and Drinks（饮食知多少）”。

单
元
话
题   

饮
食

第1课：源于浪漫爱情的奶酪（Romance And Cheese）
                          （法国）

第2课：辣酱烤鸡的故事（The Story Of Peri-peri Chicken）
                        （葡萄牙）

第3课：振奋人心的茶（Cups That Cheer）
                          （中国）                       

3. 教学设计---语篇研读

本教学设计所选内容                       



                        

3. 教学设计---语篇研读

【What】本篇文章的主题语境是人与社会，介绍了

茶过去不为西方人所知、现在在世界广为流传的过程。

文章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先简要介绍了茶目前在世

界流行的盛况。再通过“我想知道谁是第一个发现如

何用茶的“这一问题引出大量事例，说明过去茶并不

为西方人所了解的事实。接着，又介绍了茶的故乡是

中国，目前中国仍然是国际上最大的茶叶供应市场。

最后，详细介绍了不同国家的饮茶方式，并提到茶是

世界上最好最无害的饮品，无论在哪都很受欢迎，难

怪有人称它“振奋人心的茶”。



                        

3. 教学设计---语篇研读

【Why】本文从客观的角度介绍了，

茶过去不为西方人所知，现在广为

流传的过程。深层次上也让读者了

解到，茶从不被西方人接受、认可，

到被世界认可、褒扬，这一振奋人

心的过程，及“振奋人心的茶”这

一标题的深层含义。



                        

3. 教学设计---语篇研读

【How】本文是说明文文体

1. 篇幅长（717字）
2. 段落多（10段）
3. 信息琐碎，分布分散
4. 段落短小

5. 没有明确的观点性表达
6. 大量的事例
7. 隐形对比

挑战

挑战

概括、归纳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

区分观点和事实、论点
与支撑细节、依据事实
进行推断的能力

针对

针对

针对

学生能力薄弱点1
（理解主旨大意）

学生能力薄弱点2
学生能力薄弱点3
（理解主要观点）



                        

3. 教学设计---学习目标

诊断结果：
学生能力薄弱点：
1）理解主旨大意
2）理解主要观点

阅读策略问卷调
查中发现的阅读
策略使用问题

日常教学观察和
学生访谈发现的
问题 文本特点

基于

 学习目标：

1）使用略读策略，通过勾画关键词、主题句，学生能够理清文章结构，在概括各部分大意的

基础上，概括出茶过去不为西方人所知，现在广为流传的文章主旨。

2）使用扫读策略，获取过去和现在茶在西方的事实性信息，学生能够基于事实性信息推断出

古今西方人对茶的态度，深度理解“振奋人心的茶”的含义。

3）通过重组文章内容，学生能够口头讲述西方人对待茶看法的古今变化，并用事例支撑。   



学习难点：

通过重组文章内容，口头讲述西方人对待茶看法的古今变化，并用事例支撑。

3. 教学设计---学习重难点

学习重点：

 1）通过勾画关键词、主题句，理清文章结构，从而概括出文章主旨。

 2）通过获取事实性信息，由表及里进行推断，深度理解文章。



3. 教学设计---教学时间安排

  

  

1st reading for gist (9')

2nd reading for major view (18')

3rd reading for deeper understanding
                      (4')  

 

While-reading(31')

Pre-reading (4')

Post-reading(5') 

 Guessing the topic(1') 

 Free talk (3') 

Reorganizing and 
retelling 



3. 教学设计---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启发思考，引出话题。

活动：
学生根据提示，猜测本课
话题。



3. 教学设计---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激活已知，激发兴趣。

活动：
学生畅所欲言，谈论喝茶
的感受。



3. 教学设计---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通过速读获取细节信息，
初步感受茶在世界范围内
的受欢迎程度，激发阅读
欲望。

活动：
学生速读第一段，获取目
前全世界的喝茶人数。



3. 教学设计---教学步骤

设计意图：
通过限时阅读和略读策略提高阅
读速度，将概括主旨大意的思维
过程显性化，培养学生利用文章
结构概括全文主旨的能力。
（学习目标1、学生能力薄弱点1） 

活动：
限时阅读，使用略读策略，通
过表示时间和国家的提示词，
理清文章结构，在概括各部分
大意的基础上概括全文主旨。



3. 教学设计---教学步骤

活动：
限时阅读，使用扫读策略，定
位目标，获取过去茶在西方不
为人所知的事例，师生互动，
依据事例推断西方人当时对茶
的态度。

设计意图：
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扫读策略获取信息
的能力，辨别事实与观点的能力，及
依据事实进行推断的能力。
（学习目标2  学生能力薄弱点2、3）



3. 教学设计---教学步骤

活动：
限时阅读，使用扫读策略，定
位目标，获取茶当前在西方盛
行的事实信息，生生互动，依
据事实推断西方人现在对茶的
态度。

设计意图：
培养学生使用扫读策略获取重要信息
的能力、辨别事实与观点的能力，及
依据事实推断观点的能力。
（学习目标2  学生能力薄弱点2、3）



3. 教学设计---教学步骤

活动：
使用扫读策略，获取茶的发源、
传播，以及中国传统的种茶、
采茶的方式，师生互动，探讨
中国茶农辛勤劳动的影响。

设计意图：
获取信息并深入挖掘信息，探讨茶
走向国际舞台背后的推动力，建构
主题意义。
（学习目标2  学生能力薄弱点2、3）



3. 教学设计---教学步骤

活动：
学生再次通读文章，结合课上
所学及字典中对cheer的解释，
相互讨论，理解作者以“振奋
人心的茶”为标题的深层含义
和意图。

设计意图：
回归标题，与文本互动，深度理
解文章及作者意图。
（学习目标2  学生能力薄弱点3）



3. 教学设计---教学步骤

活动：
假设自己在国际文化交流会上被问到
茶的发源、西方人对待茶的古今态度，
学生使用“观点+事例”的结构，相
互介绍茶从不被西方人认可，到被世
界认可的过程。

设计意图：
通过重组文章，使用“观点+事例”
的结构进行口头输出，进一步明确观
点和支撑事实之间的关系，并在口头
输出的过程中巩固升华所学内容。
（学习目标3   学生能力薄弱点3）



3. 教学设计---作业布置

活动：
学生为外国好友写信介绍茶的
起源、过去和现在西方人眼中
的茶，并依照评价标准进行同
伴互评。

设计意图：
笔头输出内化所学，进一步强
化文章结构、主题句、观点、
支撑事实等在表达文意中的作
用。 （学生能力薄弱点3）



作业点评：

1.文章结构清晰，主旨明确。

2. 每段都有明显的主题句，

逻辑清楚。

3. 学生学会了使用“观点+

事例”的结构，使得观点明

确，文章具有说服力。



04 教学反思和学生评价



4. 教学反思和学生评价

收获：

1. 依据测评结果反应的问题定位学习目标及重难点，课堂更加精准有效。

2. 采用优诊学平台资源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和阅读策略进行问卷调查，精准了解学生在阅读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的放矢地为学生提供指导帮助。

3. 采取测评结果给出的教学建议进行教学调整，效果显著。

4. 本节课注重理解主旨大意和理解主要观点的方法和思维过程，解决了学生的问题，促进

了学生的阅读信心和学习兴趣。



4. 教学反思和学生评价

不足与思考：

1. 课堂上教师控制的还是多一些。

2. 使用“观点+事实支撑”进行输出时，时间略显紧张。

3. 教师需要在日后的教学中兼顾到学生在其他阅读微技能上存在问题，也要进一

步思考如何更大程度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信心。
 



4. 教学反思和学生评价

A同学：

限时阅读的方式使我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

注意力集中将文章读完。碰到生词时，我会跳过

去接着读。其次，通过学习本节课，概括主旨大

意的问题对我来说不再那么抽象，而是有章可循。

再次，这节课老师引导我们依据事实信息进行推

断，也让我摆脱了在阅读时常常出现主观臆断的

思维误区。

B同学：

课上限时阅读迫使我注意力集中将文章读完，这样

的方式使我的阅读速度有了很大提升。这节课后，

我理解了观点和事例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我将文

章“化繁为简”，把握重要信息。



05 教学调整效果



教学调整后：
在2021年9月21日高三层级的测
评中，班级均分为48分。整体上
进步了9分。

5. 教学调整效果

教学调整前：
在2021年3月21日高二层级的测
评中，班级均分为39分。



5. 教学调整效果
2021.03.21（高二层级）测试中各项微技能表现：

2021.09.21（高三层级）测试中各项微技能表现：

教学调整前：
在2021年3月21日高二层级的测
评中，理解主旨大意均分44分，
理解主要观点均分27分。

教学调整后：
在2021年9月21日高三层级的测
评中，学生的各项微技能都有提
高，其中理解主旨大意均分49分，
相较之前均分提高了5分；理解
主要观点均分40分，相较之前均
分提高了13分。 



教学调整后：
孟想同学在2021年9月21日高三
层级测评中，得分是75分，达到
了高三第一学期这一层级的中水
平，进步明显。

5. 教学调整效果

教学调整前：
孟想同学在2021年3月21日高二
层级的测评中，得分是26分，处
于高二下学期这一层级的低水平。



教学调整后：
刘建同学在2021年9月21日高三层
级的测评中，得分是85分，达到了
高三第一学期这一层级的高水平，
进步显著。

5. 教学调整效果

教学调整前：
刘建同学在2021年3月21日高二
层级的测评中，得分是61分，处
于高二下学期这一层级的低水平。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