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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课例概述



概述

本课例基于诊断测评结果，以教学评一致性理念为指导，在阅读教学中，

关注阅读微技能的培养和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本节课中，学生在理解文章

内容、结构、语言特色的基础上，聚焦学习了词义推测的方法和技能。教师

再通过创设情境，让学生对文本的语言进行加工和内化，创造性地进行输出，

深化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最终基本有针对性的达成了提升测评反馈弱项的教

学目标。



02 基于诊断测评的学情分析



1）学生总体能力情况分析

主要学习特点：

1. 对外语学习有较高的热情。

2. 对于老师的要求能够较好的落实。

3. 由于刚入学，学生面对初高中英语的差异，词汇量，阅读能力，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都相对薄

弱。课外英语学习的拓展不多，部分同学仅局限与课本知识学习。且班级内部学生英语水平差异较大。

4. 部分学生运用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行动力较差，缺少主动运用新知识的意识。

5. 实验班级运用优诊学平台参加了第一次诊断测评测试。在听力，阅读，词汇和写作方面的成绩，除听力

外，均处于高一年级低水平程度。



2）针对研究问题的学情分析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高一年级参加测试的班级本次综合能力诊断测试的班级平

均分为57分，达到高一年级的低水平（图一）。

图一：石家庄外国语学校高一年级实验班级初测各技能表现



2）针对研究问题的学情分析

就阅读方面而言，实验班级的平均成绩为60分，较弱的微技能为推测生词含

义、确定句间逻辑、理解主旨大意和理解主要观点。从测试结果中可以分析看出，

学生在阅读方面最弱的微技能是推测生词含义。

图二：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实验班级初测阅读技能及各微技能表现



2）针对研究问题的学情分析

得到测评结果后，通过与学生进行访谈和教师的教学反思，分析总结出以下

原因：

1、学生在日常学习中阅读量小，阅读的文章体裁范围较窄，基本集中于课本

素材和相关练习题。

2. 学生对于高中英语阅读考查的阅读能力还不十分了解，词汇量尚未缺乏。

学生的推测，分析，归纳等思维能力仍有待训练。

3. 学生缺乏恰当的技巧，如词义推测技巧。学生进入高中后还没有进行过相

关的专门练习，未能掌握相应的方法。



03 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设计



1）相应的教学改进计划

 鼓励学生制定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体裁和题材的文章，提高各项阅读微技能。

 引导学生从整体把握阅读材料，获取大意，区分主要观点，次要观点。

 指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词汇的内在联系理解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重视

分析篇章结构。引导学生借助衔接词，背景知识，上下文理解句间、段间关系。

 引导学生借助上下文语境，利用生词前后表示同义、对比、举例、解释和概括等线索推测生

词或短语的意思。指导学生在遇到生词时，根据词汇在句子中承担的语法功能，如主、谓、宾

等推测词性或词义。



2）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阅读课的教学内容选自人教版必修一第四单元，单元主题是自然

灾害，探讨了“人与自然”主题下，当人类面临自然灾害的威胁时，应该

树立防灾意识，不断研究和认识自然灾害，提高在灾害中逃生和生存的能

力。



单元课时内容 单元课时目标

第一课时：Listening and Speaking 
–“播报自然灾害”

引导学生运用听力策略主动思考，预判听力要
点；运用新闻套语，模拟完成自然灾害播报。

第二课时：Reading and Thinking –
“描述自然灾害”

掌握报告文学兼具文学性和纪实性的语言特征，
欣赏修辞方法，理解情感和写作意图。

第三课时：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 “描述自然灾害的图
片”

理解并定语从句对丰富句子内容和描述事物特
征、补充信息的功能；恰当使用定语从句补充
信息。

第四课时：Listening and Talking-
“为灾害做准备”

通过指令语清晰地表达从地震等自然灾害中逃
生的措施和建议。

第五课时：Reading for Writing 
“写摘要”

掌握新闻摘要的写作特点和语言特色，完成摘
要写作任务。

第六课时：Assessing your Progress 
& Project 

通过讨论，课下搜集资料等完成关于“自然灾
害”话题的小组报告。

*Video Time 

认识自然灾害，
模拟新闻播报

阅读真实事件，
领悟报告文学

学习避难知识，
掌握生活技能

学习摘要写作
内化语言知识

小组话题报告
输出单元内容

是什么

如何应对



2）教学内容分析

基于诊断测评的文本解读：

文体类型：报告文学（文学性与纪实性）文章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和灾后的救

援与重建。从文本叙述的手法来看，这篇文章属于报告文学。

写作风格和特点：

记叙顺序按照事件发生的前、中、后

大量修辞描述灾难发生画面：运用了排比、比喻、拟人等修辞

多处使用数据，增加了真实感：例如eleven kilometers directly below the city、more than 150 

kilometers away、nearly one third of

文章中多处出现了与地震有关的生词：例如，“There were deep cracks in the well walls.”中的

crack等。



3）教学目标

1. 学生能够获取语篇大意并分析报告文学阅读语篇的文本结构。

2. 学生能够通过阅读纪实性报告文学语篇，发现该类语篇的语言特征和叙事要点。

3. 能根据上下文内容和词汇的语法功能推断词义。

4. 能够从文本的描写中加深对其表达的情感的体验，反思我们从灾难中应学到什么。

5. 学生能够简要描述唐山大地震这一灾难性事件。



04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设计说明

活动设计：
（1）呈现课题，文章配图，课文第一段和课堂任务。引
导学生回顾话题。学生跳读文章标题，第一段和图片对阅
读文本内容进行预测。
（2）讨论：地震中可能会发生什么，带来哪些危害。



教学设计说明

（3）分析文章的结构，根据时间线索分段，并
用关键词归纳段落大意。

设计意图：
导入话题，回顾已有的话题知识和词汇。练习使用已经
在之前的单元学过的“Skimming”这一阅读技能，归纳
文章大意，发现文章的结构特点（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
顺序）。



活动设计：
细读文本，回答三个与文本细节有关的问
题，教师对文段语言特点进行追问。
设计意图：
理解文中的叙事要点，即地震发生前、中、
后的细节描述。同时，在回答问题的过程
中，通过追问，让学生体会排比、比喻和
拟人等修辞以及文中运用的大量数据所表
达的情感意义，体会报告文学的语言特征：
生动性和纪实性。

教学设计说明



教学设计说明

活动设计：小组讨论，在文中找到crack，
ruin，brick和revive四个词，并讨论四个
词的含义。

设计意图：
指导学生发现并运用上下文、词汇的语法
功能猜测词义。并运用学过的表达进行转
述。



教学片段展示



教学设计说明

活动设计：思考并讨论：
（1）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title 
“The Night The Earth Didn’t Sleep”?
（2）What should we learn from disasters?

设计意图：
再次通过运用了拟人修辞的标题回顾，感
悟唐山大地震带给人们的伤痛印记。联系
生活，总结我们从灾难中应该学会什么。



教学设计说明

活动设计：角色扮演：纪念唐山大地震访谈
四人一组分别扮演记者、幸存者、志愿者和政府
官员。回顾唐山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

设计意图：
学生在新的情境中创设问题，并根据文中
阅读和自己思考的产物对文章的语言、结
构、情感进行内化。



05 教学反思



1. 诊断测评对老师教学设计的指导和帮助

2. 诊断测评对于提升学生阅读微技能的帮助

3. 阅读教学与词汇学习的结合

反思与收获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