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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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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诊断结果分析



阅读：学生在理解主旨大意、推测生词含义、推断态度意图以及确定句间逻辑四项微技能上表现良好，
平均分均在80以上。但是理解主要观点微技能较差，平均分59分，58%的同学在此项微技能上存在较
大问题。

四川师大附中
高2020级4班

52人



理解主要观点微技能较差的背后原因：

 分析方式：日常课堂学习观察，作业中理解主要观点问题回答，问卷调查

 背后原因：

①可以直接得出主要观点类文章——阅读仔细度

②不可直接得出主要观点类文章——匆忙下结论，未对作者观点支撑性内容进行分析

（观点支撑材料分析不足）

结构支撑 细节支撑 手法支撑 作者观点



02 教学计划





Lesson Lesson type Section(s) Time

Period 1 viewing + speaking + reading starting out + understanding 

ideas 

40mins

Period 2-3 grammar + vocabulary

+ listening + speaking 

using language 80mins

Period 4-5 reading + writing developing ideas 80mins

Period 6-7 grammar + vocabulary

+ listening + speaking 

using language + project 80mins

Period 8 speaking presenting ideas + reflection 40mins

阅读板块中主要观点理解微技能较差。



03 教学设计（语篇研读+教学过程）



第三册 一单元
主题语境：人与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

主题语境：
人与社会--人际关系

语篇类型：议论文



统观全课，设计梗概

Main idea：The white lie is not a good thing.

Structure

Reasons

Introduction

Body

Conclusion

Examples

Analyses

Details

questions

chain



课前--活跃气氛 设计意图：
1. 营造课堂氛围
2. 激活本课话题相关内容

课前—活跃气氛



读前—明确目标 设计意图：
1. 目标引领驱动
2. 指向后续教学评一体化的前置环节



读前—引入课
堂，激发思考

设计意图：
1. 由学生熟悉的课堂情景图片引入本课，以此激发学生
已有的相关知识背景，自然灵活

Q1: What will you say to Student A?

Q2: Why do you say so?

Q3: Can you express the white lie in English?

Question Chain 引入话题



读中—分析文
章结构，感知文
本体例特征

设计意图：
1. 议论文文体结构及体例特征学习
（理解主要观点—结构支撑）

D1: Divide this article into meaningful 

parts and name each part.

Q1: What’s the genre of the article?

Bottom up



读中--文本细 设计意图：
1. 挖掘文本细节，培养学生阅读微技能，总结归纳学习能力
（理解主要观点—细节支撑）
2. 议论文文体结构及体例特征深入学习
（理解主要观点—结构支撑）

读中—细节挖
掘，结构深入

D1: Fill in the diagram.

D2: Summarize three words to represent 

each part in Body.

Q1: Based on the analysis, what’s the 

conclusion (writer’s idea)?



读中--文本细读中—细节挖
掘，结构深入

教学片段一：
总结归纳关键词（reasons, 

examples, analyses）丰富文章结
构，为理解主要观点提供结构支撑

设计意图：
1. 挖掘文本细节，培养学生阅读微技能，总结归纳学习能力
（理解主要观点—细节支撑）
2. 议论文文体结构及体例特征深入学习
（理解主要观点—结构支撑）



设计意图：
1. 深入分析议论文体例特征（理解主要观点—手法支撑）
2. 修辞手法的学习（理解主要观点—手法支撑）

读中—分析文
本，感知文本体
例特征

读中—诗歌节
选赏析，修辞手
法学习

Q1: What’s the function of this sentence(first sentence of 

last para.)?      

A1: It’s the link/echo between beginning and end.

Q2: What does the “web” in these lines represent?



读后—分析与思辨 设计意图：
1. 口头训练本课所学，学以致用
（结构支撑+细节支撑+手法支撑—主要观点表达）
2. 鼓励多元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鼓励不同观点的表达

教学片段二：
运用所学，进行辩论



读后—分析与思辨 设计意图：
1. 口头训练本课所学，学以致用
（结构支撑+细节支撑+手法支撑—主要观点表达）
2. 鼓励多元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鼓励不同观点的表达

教学片段二：
运用所学，进行辩论

S1：名人名言+课本中
提到的理由（细节支撑）
S2：将善意的谎言比喻
成急救（手法支撑）



读后—教学评一体化，
超越语篇的迁移创新

设计意图：
1. 呼应教学目标，对本课所学内容进行评价，实现
教学评一体化（学生自评）



读后—教学评一体化，
超越语篇的迁移创新

设计意图：
1. 呼应教学目标，对本课所学内容进行评价，实现
教学评一体化（同伴互评）



读后—教学评一体化，
超越语篇的迁移创新

设计意图：
1. 呼应教学目标，对本课所学内容进行评价，实现
教学评一体化（教师评价）



读后—教学评一体化，
超越语篇的迁移创新

设计意图：
1. 针对“理解主要观点”课堂学习的书面训练与呈现



04 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

 优点：

①基于优诊学测评结果，针对弱项，针对性补偿式教学（结构性、细节性、手法性支撑材料——作者观点）

②教学评一体化（结构性、细节性、手法性支撑作者观点/辩论观点/课后作业，贯穿教学、评价）

③为了培养学生获取主要观点的能力，问题链是最好的方式，层层推进实现培养目标

④每个环节learning to learn旨在让学生真正学会学习（学习能力的培养）

 缺点：

①主要观点支撑板块分析不足（仅三项：结构、细节、手法）

②部分活动给学生的时间不够，如辩论时间不足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