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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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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选材背景



优诊学

诊断测评

9月份

发挥对教

学的反拨

与指导作

用

10~12月份

双减背景下，

高效、精准

复习，提升

阅读微技能，

增强备考效

率

1月份

学生在读说明性
短文时，不能很
好地理解和概括
其主要内容；
未能根据上下文
推测出生词的意
思

利用图形组织
器梳理文本，
明晰主旨大意。

通过仿写，践
行说明文写作
逻辑。

1.学生访谈

2.近三年期末
试题中阅读文
本的分析

说明文

C,D篇目主要以说明文体为主；

外研版教材
M2，5，6，10，12

依据说明对象划分：
（1）实体事物说明文；

（2）事理说明文

学生反馈：
故事类文体更友好，但抵触非故
事类文本。

原因：趣味性不强，不知道作者
想表达什么，生词较多



02 语篇与学情分析



本文是一篇介绍利用电脑来做笔
记无益于学习的事理类说明文。
作者开篇引入电脑在人们生活与
学习中的重要作用，抛出研究问
题，即：在电脑盛行而笔头书写
被忽视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正在
失去着什么？引发读者思考。同
时，作者引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实
验研究，从而揭示实验结果，即：
利用电脑记笔记无益于学习。
随后，作者通过列举、比较‘纸
笔记笔记’与‘电脑记笔记’的
不同特点，进一步阐释‘纸笔记
笔记’优于‘电脑记笔记’的原
因。
最后倡导、鼓励人们拿起纸笔记
笔记。

What

本文结构清晰，
思维严谨。

How

说明事理

分析原因

提供
解决办法

对于生活在科技信
息时代的学生，电
脑的使用带给了他
们便捷。但，也在
慢慢地吞噬着他们
的某些学习能力，
如：记忆力、注意
力等。因此，通过
本篇文章的梳理，
有助于促进学生重
新审视如何合理、
智慧、高效地在日
常生活学习中运用
电脑。

Why



学生已有知识储备：
1. 对于电脑使用话题并不陌生；

2. 七年级（上）M7 电脑用途；
七年级（下）M5 电脑购物；

学生潜在困难：

事物
说明文

1. 文体类型：事理类说明文不熟悉；

2. 思维层面：事理类文章相对抽象；
授课对象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度
阶段。

3. 词汇：相对陌生；

4.  缺乏迁移运用、辩证思考电脑在生活、
学习中的问题。

利用电脑来做笔记无益
于学习的事理类说明文

解决办法：
1. 利用可视化图形组织器，结构化文本结构，将
抽象概念转换为具体结构，进而概括文本大意。

2.利用转折、并列等句际关系，结合段落主要内
容及基本构词法，合理推测词义。

3.创设真实的问题情景，以问题解决为目的，促
进文本内容与结构的迁移运用。

电脑
事理类说明文



03 教学目标



在本课学习结束时，学生能够：

1. 依据可视化图形组织器，梳理文本逻辑，进而归纳事理类说明文结构，理解文本大意；

2. 通过阅读补充文段，概括并理解通过‘列数字、引用专家与学者观点’等其他方式进
行事理说明；

3. 利用转折、并列等句际关系，结合段落大意和基本构词法，合理推测词义；

4. 迁移运用事理类说明文的文本结构及文本中事实性信息，解决实际生活中电脑使用可
能带来的问题，分析原因，进而给出改善建议。



04 教学流程



三阶魔方
1. 拼出底部白色十字；
2. 拼出底部四个角块：右、上、右、上
3. 拼出中间层的四个旁角；
4. 拼出顶层的黄色边框；
前+ 右，上，右，上（右手）+ 前
5. 拼出顶层的四个旁块
右，上，右，上，右，上
6. 顶层的黄色角块定位

Step 1 Lead in the topic by sharing personal experience 

Rubik’s Cube

watch the video clip to learn write every step while watching



Do you share similar experience as me on 

computer using ?

Why might I fail even I follow every step on the 

notes I have written down for playing the Rubik’s 

Cube?

设计意图：调动学生原有认知，意识到现有语言表达不足；
激发学生阅读兴趣，顺利引入文本阅读。

学生活动：
分享交流个人经历

Step 1 Lead in the topic and provoke Ss to think



Step 2 Read for the structure and gist

1st Reading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ructure best 

describes how the text is arranged?

设计意图：
通过已有可视化图形组织器，
具化文本结构，促进文本大
意的理解。

学生活动：
1. 阅读全文选取适合结构；

2. 分享交流阐释选择原因。

para.  ① ② ③ ④

para.  ⑤ ⑥ ⑦
A

para. ① ②

para. ③ ④

para. ⑤ ⑥

para. ⑦

B

para.  ①

para.② ③ ④

para.⑤ ⑥

para. ⑦

C



Step 3 Read for topic sentences and logic

2nd Reading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each section?

Read and underline or summarize the main 

idea of each section and match 

subheadings.

para.    ①

para. ② ③ ④

para.  ⑤ ⑥

para. ⑦

C

学生活动：
1. 再读，标画/归纳主题句,
分享交流；
2. 匹配副标题；

设计意图：
概括文段大意，
厘清、匹配文本与事理性说
明文中要素间关系

WHAT is the finding

WHY is the finding

HOW people should do



Step 4 Read for details

para.    ①

para. ② ③ ④

para.  ⑤ ⑥

para. ⑦

C

WHAT is the finding

WHY is the finding

HOW people should do

Careful Reading

What finding does the writer want to 

explain?

How does the writer explore his findings?

Circle unfamiliar words while reading.



Researchers studied two groups.

one group

wrote out notes

other group

typed them with 
a computer

Researchers tested both groups

The result showed....

even when computers are used as planned, they 
may still cause harm to your learning.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学生活动：
搜寻作者要说明的事理，概
括事理说明的方式（实验）

设计意图：
辨析要说明的事理、厘清通
过实验说明事理的步骤

What f inding does the 

writer want to explain？

How does the writer 

explore his f indings?



Researchers studied two groups.

one group

wrote out notes

other group

typed them with 
a computer

Researchers tested both groups

The result showed....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research+ er

someone who has tests on others

Use suffix and context to guess

even when computers are used as planned, they 
may still cause harm to your learning.



Researchers studied two groups.

one group

wrote out notes

other group

typed them with 
a computer

Researchers tested both groups

The result showed....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write notes with computer

Guess with the help of 
coordination clause

学生活动：
基于词缀知识、并列关系，推测
未知生词；

设计意图：
教师示范，促进学生利用后缀及
并列关系推测生词；



How did the writer present his finding?

Are there any other ways that the writer 

can use for presenting his finding?



Step 4 Read for details

Are there any other ways that may help the writer to 

explain his findings?



In my opinion, 
typing on computer 
while you are having 
lesson is not good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85%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refer 
writing out their notes 
rather than typing on 
computer, as it is better 
for their understanding.

Psychologists show that 
taking notes with pen 
and paper while you are 
listening helps to 
improve your 
understanding.

An experiement has 
been carried out...

学生活动：
阅读便条并讨论思考其他
的事理说明方式

设计意图：
通过阅读便条，归纳总结
如列数字、呈现专家/学
者的观点，做实验等事理
说明方式，促进丰富事理
说明方式。



Step 4 Read for details

Why does the writer believe that 

computer using cause harm to learning?

How does the writer present the reasons?

para.    ①

para. ② ③ ④

para.  ⑤ ⑥

para. ⑦

C

WHAT is the finding

WHY is the finding

HOW people should do
学生活动：
阅读并概括作者分析原因的方式、梳理电脑记笔
记与纸笔记笔记的特点。



Step 4 Read for details

Writing out notes Typing with computer

学生活动：
分享梳理电脑记笔
记与笔头记笔记的
特点

设计意图：
理解运用比较的方
法阐明事理

Read for para. 5~7



Step 4 Read for details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undermine’? 

How do you know? 学生活动：
分析句际转折关系，合理推测词
义

设计意图：
利用转折的句际关系，结合段落
比较分析，合理推测词义



Step 5 Read for thinking

Work in groups and discuss:

Can you give a title which best summarize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学生活动：
小组讨论，概括文章
标题

设计意图：
提炼文本主旨，理解概括
文本主要内容。



Step 5 Read for Use

Can you help me solve my problem:

Why might I fail even I follow every 

step on the notes I have written 

down for playing the Rubik’s Cube?

WHAT is fact

WHY might be the reasons

HOW I can solve my problem

学生活动：
利用事理说明文的结构
及文本相关表达，解决
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设计意图：
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并掌握
事理说明文的结构及相关
表达





05 教学反思



一、持续关注教学评一致性

课前

诊断测评结果作为锚点，

更准确地了解学生优势与

不足，结合教学内容与学

情，设定促进学生发展的

教学目标。

学习活动服务于目标;

在学生进行Think-Pair-

Share中，持续关注学生课

堂生成并及时反馈。

书面巩固

上课所思、所想课中

课后

结合Self Checklist

学生自我反思课堂

获得

作业



二、设计系统性、递进性、关联性的问题链，促进探究主题意义、辩证表达个人
观点，发展高阶思维。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