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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读促写建立了语言基本技巧之间的联结，符合学生学习规律，是初中英语中常用的教学手

段。在概念化教学的主题单元中，合理有效选择阅读材料、建立篇目之间的联结、激活不同阶段的阅

读对写作的意义，以读促写的效应可以得到延展；由此带来的知识片段间丰富的联结也促进了单元概

念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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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一次次课改的进程中，学生为主、素养为纲、实践为重无疑成为教师努力的重心。在初中英语

教学中，主题式单元（themed based unit）教学在实践中逐渐体现出有效性，而概念教学（concept 

based learning）目标的加入，使得主题单元具备了泛化（generalization）以及与其他学科建立联

结的可能性，让学科体系立体化和可持续化（Lynn Erickson）。在这样多维的单元中，语言核心技能 

-- 写作，要如何依托强大的单元体系，得到有效的铺垫和提高？本文将以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学校融合

课程的英语学科的一个主题单元为例，探讨如何在单元中设计合理的以读促写任务、提供有效的支

架，实现概念目标和写作目标的共同成就。 

 

2. 教学案例分析 

2.1 单元介绍 

本单元是本校融合课程八年级第一学期第二个单元，主题为科技（Technology）。单元的重点教

学目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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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阅读和试听有关网络、虚拟现实、无人机、机器人等与现代科技相关话题的语言材料，积累

相关词汇，辨识事实（fact）与看法（opinion）。 

• 通过对比同一话题的不同语言材料，理解其中关键词（word choice）和素材（facts）的选择，

从而分析出作者的立场（perspective）以及由此产生的观点（point of view）。 

• 通过整合分析所给的与科技相关的素材，使用 Point-Evidence-Explanation结构完成一篇简单的

三段式写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根据 Lynn Erickson的知识结构模型，本单元的知识结构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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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on and robots have 

brought benefit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to the world. 

表 1 

 

2.2 写作目标重难点 

写作将作为本单元总结性的评估手段。总结性的写作任务为：学生阅读有关机器人的一则新闻和

若干实验结果报告图表，从我校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学校是否需要选择机器人取代老师，发表自己的

看法，完成一篇三段式的观点写作。通过这篇写作，评估学生对科技相关词汇以及语言结构的使用、

使用合理事实（fact）结合具体的立场（perspective）来支持自己观点（point of view）的技能、

使用合理的结构（Point-Evidence-Explanation）帮助表达观点（point of view）的能力。可以看

出，这篇写作已经超越了平面式知识技能的考核，延展到了对概念理解的评估。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除了要考虑英语学科本身的知识技能，对概念的归纳和提升也要想办法合理嵌入。 

使用逆向设计（backwards design）的理论，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难点为： 

• 对于事实（fact）与看法（opinion）的辨识 

• 理解作者从不同立场（perspective）出发，对同一话题会产生不同观点（point of view） 

• 论点（thesis statement）的写作 

• Point-Evidence-Explanation 结构的使用 

对于以上重难点，在单元教学过程中，笔者设计了试听、阅读、讨论、小组合作探究

（research ）和分享、思维导图等不同形式的环节作为铺垫或脚手架，本文只分享其中促进写作主体

部分（thesis statement+Point-Evidence-Explanation）的阅读活动或任务。  

 

2.3 促写的阅读活动设计 

2.3.1 语篇对比，归纳概念 

在正式开始写作的教学和实践之前，阅读的铺垫对最终的写作不产生直接联系，但却是不可忽视

的的环节。这个时期的阅读，为后期写作提供词汇铺垫、话题相关的素材、以及对于写作中涉及到的

概念的理解。 

笔者选择了 2篇关于青少年使用现代科技的的文章。“How Times Have Changed”（选自 Aristo 

Success 3A）是一篇杂志文章，作者描述了自己的青少年侄子是如何使用手机、社交平台、电脑等完

成一天的学习生活的，她感叹科技已经改变了新生代的生活方式。“My Teenage Son is An Addict”



（https://yourteenmag.com/technology/technology-addiction）是一篇网络文章，作者是一位母

亲，描述了自己儿子离不开手机、平板、游戏设备等等，并断定儿子科技上瘾。两篇文章的主人公都

为与学生相仿的中学生，对于现代科技的使用习惯不尽相同，而为什么两者传递出来的信息如此不同

呢？ 

学生通过对比得出，“How Times Have Changed”是一篇刊登在“科技与生活”杂志上的文章，

需要更多从科技带来的改变这个角度出发，并且这是阿姨视角；而“My Teenage Son is An Addict”

是为一个研究如何教育青少年的网站而写的，需要从青少年遇到的问题或解决办法出发，且是妈妈视

角，如图 1。立场（perspective）的不同，决定了对待同一话题，产生的观点不同。 

 

图 1 

2.3.2 体会概念，积累素材 

概念初体验以后，学生学习了一篇采访记录稿“The Power of Virtual Reality”（National 

Geography  Reading and Writing）。在这段采访中，记录了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虚拟交互实验室的

Bailson教授对于 VR给运动、商业、以及环保带来好处逐举例并介绍，在采访的最后，主持人问及负

面影响，教授也对此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 （图 2）。 



 

图 2 

在阅读中，学生辨识出事实（fact）与看法（opinion），以及文中同时出现 VR的 pros and 

cons。学生梳理出作者站在一个研究者的角度（perspective）出发，为读者科普 VR带来的可能性，

他对 VR所持的观点比较中立：“VR is a tool.” 

到此为止，结合单元中其他学习活动，学生基本上能够辨析文章中的事实（fact）与看法

（opinion），并且根据作者的遣词造句和引用的事实证据（factual evidence），判断作者的立场

（perspective），以及分析出作者对于某个话题的观点（point of view）。这些阅读经验为后期学

生自己的观点输出奠定了基础。 

 

2.3.3 片段阅读，模仿结构 

正式写作教学的第一个环节重点复习了 Point-Evidence-Explanation的结构。学生对于这个结构

并不陌生，他们能够辨识三部分的区别，他们使用过此结构帮助回答阅读理解中的开放性问题，但是

还未用此结构独立写作过。在之前的实践中，学生普遍的问题在于对 Evidence的选择以及

Explanation的表达。因此，学生在本阶段以片段阅读为主，通过互动式阅读，用归纳总结的方法探

究如何写作一个完整的 Point-Evidence-Explanation结构。如表 2和表 3。 

 

阅读材料 学生活动 



 

 

1. 句子排序 

2. 标注每部分的功能（根据

关键词） 

3. 辨识 Evidence 的类型 

 

 

1. 标注每部分的功能（根据

关键词） 

2. 辨识 evidence 的类型 

 

 

1. 找出不合适的 evidence

中的问题 

2. 选择合适的 evidence 

 

通过这几个阅读小任务，学生总结出，Evidence 应该如何选择：

 

表 2 



阅读材料 学生活动 

 

 

 

1. 分析 evidence和 point的关系 

2. 将 explanation分段 

3. 分析每段 explanation 的功能 

 

 

1. 为 explanation打乱的两部分排序 

2. 分析 explanation 第一部分的功能 

3. 总结 explanation 第一部分可以使用

的 sentence starters 

 

 

 

1. 分析 explanation 第二部分的功能 

2. 补充 explanation 第一部分 

 

通过这几个阅读小任务，学生总结出 explanation的写法： 

 

表 3 

 



2.3.4 再读旧文，进行改写 

到此为止，学生基本上积累了最终写作所需要概念和结构。在过渡到独立写作之前，学生回到不

久前读过的采访记录稿“The Power of Virtual Reality”（National Geography  Reading and 

Writing），根据老师筛选的片段（如图 3），将它改写成目标结构（Point-Evidence-

Explanation）。 

 

 

 

 

 

 

图 3 

 

笔者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同学们阅读和分析，如图 4-图 6： 

 

图 4 



 

图 5 

 

 

图 6 

 

全体反馈后，学生修改。以下为优秀范例，如图 7、图 8： 

 

图 7 



 

图 8 

 

2.3.5 点面结合，复习整合 

在文章主体学习完以后，学生攻克最后一个难点：论点（thesis statement）的写作。这个环

节，与 PEE学习时期类似，提供了许多正反范例，通过阅读这些片段学习 thesis statement 的基本结

构和写法。在此基础上，学生阅读了一篇选自 National Geography的科普性文章“The High-Flying 

Helpers”。文章介绍了无人机在人道主义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优势和贡献，并且包含了比较丰富的

实例和数据等事实。在梳理文章结构和理解大意的过程中，学生基本上可以独立完成以下单元中的重

难点： 

• 辨识其中事实（fact）与看法（opinion） 

• 总结出作者观点（point of view） 

• 找出其中的 Point以及相关 Evidence 

最后学生需要根据文章，给所给分论点（points）写论点（thesis）（图 9），以及给论点

（thesis）写分论点（points）（图 10）。 



 

 

 

 

图 9                                             图 10 

 

这篇阅读文章的学习不但给新教授的写作重点 thesis 提供了练习机会，文章中不同种类的实例和

数据也示范了 Evidence的各种选择，并且“无人机”这个分话题也补充了学生对于单元主题

Technology内容方面的了解。 

此课作业中，学生将会独立阅读一份无人机禁飞的全球地图和说明。从旅行者的角度出发，结合

课上和课后阅读材料，完成一篇关于“Travel With A Drone”的文章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3. 结束语 

在英语教学中，某一节课或是某个写作任务使用“以读促写”的手段已经不新鲜了，然而教师辛

苦甄选出的材料，如何恰到好处服务于“写”，又不浪费“读”的价值常常难以平衡；而且独立准备

“以读促写”课容易导致所“读”材料单一服务于此写作任务，而忽视了所“读“与单元其他阅读材

料或学习环节的联系。笔者认为“以读促写”不必拘泥于一个课时的微观实践，尤其如果目标写作任

务本身较复杂，完全可将“促”的效应有意义地拆解嵌入到整个单元。 

这样的设计要求教师对整个单元的知识框架有全面的考量，梳理“话题”与“概念”、“内容”

与“技能”、 “读”和“写”、“读”和“读”以及“写”和“写”之间的关系，根据写作目的有效

排布和调整“读”的内容和活动，有意识地挖掘不同阶段不同篇目的阅读对写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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