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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CT阅读是对中国ACT考生最具挑战性的单项，然而ACT阅读传统教学由于部分教学步骤与设计依据不

够清晰，导致学生在信息处理上认知负荷过载，进一步对学习效能产生不利影响。本文旨在基于认知负

荷理论重建ACT阅读课堂，探讨通过重新分配教学内容，管理内部认知负荷；通过优化教学步骤设计与

教学指令，降低外部认知负荷。本文最后对ACT阅读的有效课堂教学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ACT阅读考试，认知负荷理论，认知负荷过载 

 
 

The Teaching Design of ACT Reading Class 
Based on Cognitive Load Theory 

Zhe Y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partment, New Oriental Education & Technology Group, Beijing 
 
Received: Apr. 30th, 2022; accepted: May 20th, 2022; published: May 31st, 2022 

 
 

 
Abstract 
ACT reading section, among the four multiple-choice sections of American College Test, has been 
the most challenging for Chinese candidates. During conventional ACT reading course, however, due 
to some teaching steps together with their design basis being unclear, cognitive overload could 
happen when students are processing information, which further exerts adverse influence on learn-
ing efficacy. By rebuilding an ACT reading class based on cognitive load theory,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the rearrange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to manage 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and the opti-
mization of teaching design and instructions to decrease extraneous load. Some insights are offered 
in terms of effective teaching in ACT reading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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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ACT 考试和 SAT 考试作为美国大学申请的重要成绩参考，一直以来也为大量中国学生所选择。然而

官方数据显示，考生是否为英语母语者这一因素对考试成绩产生明显影响。根据 SAT 命题机构美国大学

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 以下简称 CB)出具的 2021~2022 年度报告“First language learned”一项，英语

母语考生 Evidence-Based Reading and Writing (ERW)单项平均分 547，为同类最高；相反，非英语母语考

生 ERW 平均分仅 521，为同类最低[1]。另一方面，ACT 官方虽然仅就美国国内(national)考生成绩出具

统计报告[2] [3]，但参考 CB 和 ACT 联合发布的 ACT-SAT 成绩对照表[4]，同样可以侧面展现中国考生

作为非英语母语者在阅读单项受到的挑战。 
ACT 阅读单项要求考生在 35 分钟内进行 4 篇不同体裁的文章阅读，并完成对应的 40 道题目。时间紧

张是 ACT 考生最为直观和突出的感受。题目考察的阅读能力为以下 8 项[5]：1) 确定并解读细节信息；2) 确
定一个段落、多个段落或全篇文章的主旨大意；3) 理解比较关系(比较与对比)；4) 理解因果关系；5) 进行

概括；6) 根据语境确定词义；7) 理解事件顺序；8) 分析作者修辞。值得单独说明的是，题目与文本非前

后对应关系。题目乱序使得猜测出题位置的技巧无法适用，因而对篇章速读与理解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学习者角度出发，ACT 阅读对非英语母语者的难度决定了其自身作为学习对象时，产生的学习负

担较高。同时，ACT 阅读课堂教学使用的大量文本、复杂的教学指令和讲解语言，也进一步加重了学习

负担，对学习效能产生不利影响。 
从教学者角度出发，由于作为教学材料的 ACT 阅读文章自身难度大、备课时教学理论研究深度不足

等原因，教师的 ACT 课堂教学主要以经验主义为主，教学思路与指导思想均不明确。部分教学设计不佳

可能加重学习者的负担，影响教学效果；而学习者成绩提升不明显，又反过来影响老师的自我效能感。 
本文试图应用认知负荷理论，探讨如何改善 ACT 阅读课堂的教学设计。 

2. 认知负荷理论综述 

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以下简称 CLT)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学者 John Sweller 等人提

出，该理论使用革命性的理念来思考人类认知结构，并以此结构分析教学程序。[6] 
综合 CLT 及其他学者结合教学得出的研究结论，认知负荷分为三类：外部认知负荷(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以下简称 ECL)多由教学设计不佳所造成[7]。内部认知负荷(Intrinsic Cognitive Load，以

下简称 ICL)由学习的实质材料本身难度所决定[8]。当学习的实质材料较为复杂，由多个相互关联的要素

构成，且学习者在该领域的知识欠缺，那么要在思维层面正确呈现该材料，学习者就必须同时注意多个

不同要素，在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以下简称 WM)中同时进行加工，产生较高的内部认知负荷。

[9]关联认知负荷(Germane Cognitive Load，以下简称 GCL)指学习者在思维层面呈现某个学习的本质材料

后，仍未占用全部的认知容量，此时便可以将剩余的认知资源投入当与学习直接相关的认知处理中去，

进行更高级的认知加工，促进图式建构。GCL 主要取决于学习者付出努力的动机[8]，这类认知负荷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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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学习，反而促进学习[10]。 
学者 Lori S. Mestre 将认知负荷理论结合多媒体教学设计，明确提出针对三种认知负荷，多媒体课堂

教学设计应当进行的具体处理，如表 1。[8] 
 

Table 1. Introduction to three kinds of cognitive load 
表 1. 三种认知负荷类型介绍 

认知负荷类型 对认知处理的描述 对教学设计的要求 

外部认知负荷(ECL) 
由教学设计不佳导致； 

认知处理无法支持本质材料的学习 
减少 

内部认知负荷(ICL) 
取决于材料的复杂度； 

认知处理的目标是从思维角度呈现本质材料 
管理 

关联认知负荷(GCL) 
取决于学习者付出努力的动机； 

认知处理的目标是从思维角度将本质材料的呈现有序组织

起来，并与已有知识相结合 
鼓励 

 
认知负荷理论从 WM 容量与负荷的角度，使我们了解有效输入与信息处理。学习者运用 WM 进行课

堂学习。WM 允许的认知容量有上限，当各类认知负荷叠加并超出这一上限时，就会对学习行为达成、

理解力、记忆力等产生负面影响。图 1~3 呈现了课堂发生认知过载的三种情形[8]。 
 

 
Figure 1. Extraneous cognitive overload 
图 1. 外部性认知过载 

 

 
Figure 2. Intrinsic cognitive overload 
图 2. 内部性认知过载 

 

 
Figure 3. Germane cognitive load not enough 
图 3. 关联性认知占用不足 

 
教师如果想在课堂上创设出有助于学生学习的认知负荷状态，主要的实现形式是教学设计方面尽量

减少 ECL，教学本质材料处理上管理 ICL，从而尽量为 GCL 节省出认知容量[11]。本文将对前两种情况

进行分析和应用。 

3. 应用 CLT 的 ACT 阅读篇章教学设计 

3.1. 班级基本情况 

班级名称：ACT 强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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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人数：5~8 人； 
课时数：20 次课(40 小时)； 
学生年龄段：初三~高二(9~11 年级)； 
学生状态描述：托福成绩 80~90 分，约对应 CEFR B1~B2；目前已完成 ACT 基础段学习，熟悉 ACT

阅读题型设置；ACT 阅读模考在规定时间 35 分钟内能完成接近 2~3 篇，成绩 20 分左右(满分 36)；不熟

悉文章速读，根据之前课次的观察有不同程度的回读现象；记不住文章信息，即使是简单题目也需要回

原文确认。 

3.2. 教学目标 

主要目标：提升对篇章整体的处理能力，并训练“阅读–做题”模式； 
次要目标：训练学生正确的扫读方向，减少回读；帮助学生体验并逐渐适应考试要求的阅读速度； 
个人目标：结合 CLT，增加教学设计合理性；自我观测是否减少 ECL，管理 ICL。 

3.3. 教学材料 

ACT2017 年 4 月阅读试题(编号 74F)第 1 篇的印刷材料；多媒体教学课件。 

3.4. 教学过程 

3.4.1. Pre-Teach Vocabulary (4 Minutes) 
1) 以 Matching 的形式快速检查预习任务的完成情况。预习任务设置为文章中的低频词。 
管理 ICL 的考虑：该类单词是文章速读时的障碍，也即构成本课学习材料的高 ICL 的要素之一。根

据 CLT，降低认知负荷需要有效管理 ICL，减少学习的本质材料中要素间的相互作用[12]，并增加学习者

的先前知识[13]。故将其从学习材料中拆解出来，单独提前处理。而预习词表转化为单一的学习材料时，

本身不再涉及多个要素相互作用，因此 ICL 较低，完全在学生认知容量的限度之内，可以设为单独完成

的任务。(表 2) 
 

Table 2. Pre-teach vocabulary (low frequency) 
表 2. 预习词表(低频词) 

单词/词组 词性与含义 单词/词组 词性与含义 

sprint n. 短跑；短距离游泳 moldy adj. 发霉的 

confluence n. 室内沙包 adjacent adj. 旁边的 

natatorium n. 汇聚 cement deck n. 水泥平台 

horn n. 发令号 tendon n. 肌腱 

bleacher n. 露天看台 frenetic adj. 发狂似的 

squat v. 蹲 retrospect n. 回顾 

spasm n. 痉挛 dank adj. 潮湿的 

 
2) 以图片形式增进词义记忆。教师要求学生指出照片中 A~E 的对应位置，小班教学直接对着屏幕

指出即可，这里为了说明，进一步制作了活动图示。 
降低 ECL 的考虑：讲解重点单词时，配合图片呈现词义，减少文字使用。单词与图片可以同时被处

https://doi.org/10.12677/oetpr.2022.42010


阴哲 
 

 

DOI: 10.12677/oetpr.2022.42010 92 国外英语考试教学与研究 
 

理，其所使用的 WM 不同，且彼此可以相互促进。需要注意的是，单词与图片的位置要彼此靠近，清晰

体现其关联，否则对它们的处理再次因为增加的 WM 负荷而变得困难[7]。(图 4) 
 

 
Figure 4. The screenshot of Pre-teach vocabulary 
图 4. 词汇预处理的截屏 

3.4.2. Prediction (5 Minutes) 
1) PPT 展示文章引言与第一段开头部分，引导学生关注原著小说名称 Rough Water。 
2) 展示韦氏词典中“rough”的释文，要求学生根据 PPT 展示的局部信息选择此处适当的释义。(图 5) 
 

 
Figure 5.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eat” in webster dictionary  
图 5. 韦氏词典中单词“heat”的释义 

 
3) 引导学生关注局部信息中的名词(water, race, high school, the USA Junior Nationals)，并推测文章是

关于什么内容的，为文章速读做好准备 
降低 ECL 的考虑：PPT 直接给出韦氏词典的释文页面截图，要求学生直接从中选择适合的释义。这

样做可以：1) 去除学生课上使用电子设备查找的任务；2) 避免学生因为适应不同界面所产生的额外认知

负荷；3) 避免学生因为理解执行教师指令所产生的额外认知负荷；4) 认知信息仅占用视觉通道，教师在

这一环节需要保持暂时沉默，避免同时占用听觉通道而推高 ECL [14]。 
管理 ICL 的考虑：ACT 文章速读作为高 ICL 的学习任务，需要教学者持续思考其难度要素，即构成

该学习材料的相互作用的多个要素。文章内容与主题预测，是其中相对独立的要素，可以作为一个教学

步骤处理。[8] 

3.4.3. Words in Context (6 Minutes) 
要求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语境信息，理解高频多义词在文中的释义。下图为高频多义词教学示例，

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图中信息，推测 heat 的词义(“赛事分组”)。(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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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Interpreting words in context: heat 
图 6. 在语境中理解词义：heat 

 
降低ECL的考虑：人的视觉和听觉通道是分开的，当不同教学材料分别通过这两个通道呈现的时候，

ECL 并不会增加[7]。研究显示比起多媒体，静止图表和其他视觉信息，诸如带有适当标签的截图，因其

对 WM 产生的负担更小，在促进学习达成，以及更好的理解与记忆方面同等有效，甚至更加有效。 
管理 ICL 的考虑：heat 一词多次出现，均为“赛事分组”的意思，这种熟词僻义带来的陌生感，会

影响阅读者的注意力分配，以及处理速度[15]。不熟悉的这类高频多义词在文章中出现的数量很有限，也

是可以从高 ICL 任务中拆解出来的小要素。[8] 

3.4.4. Passage Skimming (25 Minutes) 
1) 全文事先划分为篇幅大致接近、情节关联紧密的 5 个 sections。每个 section 均包含两个环节：限

时速读和文意理解，课堂用时 5 分钟左右。 
2) section 1——限时文章速读。要求全体学生看屏幕内容，在文字匀速消失的情形下进行速读。教师

可以事先根据班上学生的实际水平进行文字消失速度的调整。(图 7) 
 

 
Figure 7. The screenshot of animation in passage skimming 
图 7. 文章速读时的动画效果截图 

 
3) section 1——文意理解。要求全体学生回答屏幕上的问题，限时 1 分钟。教师核对答案并确认文章

中对应信息的位置。(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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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he screenshot of pass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with questions 
图 8. 带有问题的文意理解截图 

 
4) 重复前述两个步骤，完成 section 2~5 的文章速读与文意理解。 
降低 ECL 的考虑： 
1) 多媒体课件页面右上角，显示文章缩略图，并以浅红色块指示当前段落位置。翻页时色块位置变

化，提示学生讲解段落的推移。(图 9) 
 

 
Figure 9. Indicators of current section 
图 9. 当前段落指示图 

 
这样做的好处是：每篇文章的同一环节保持同样设计，教师的 ICQ (struction Checking uestion)需要说

一次，避免复杂课堂活动及 ICQ 产生 ECL 叠加的效果[7]。屏幕此时停留在 checking questions 页面，但

学生可能需要回到手中的文章确认信息，这时直接看向屏幕的段落位置指示，即可迅速找到文章对应段

落。这一动作全程仅使用视觉信息通道，而且文章布局完全相同，无需任何转化处理，极大地减少了 ECL，
因而基本不占用 WM 的处理容量。 

2) 文本逐行消失，是为了消除行间来回扫视或回读的可能，帮助学习者集中注意力，以减少 ECL [16]。 
管理 ICL 的考虑：文章速读活动必须搭配文意理解的确认环节，速读的最后一环才得以完整。但此

处 checking questions 也适宜作为一个难度要素，从难度要素众多的高 ICL 任务中拆出。其设计应当保持

低难度，仅围绕文章基本信息的识记，即作为一个低 ICL 任务，在 WM 中进行快速信息处理。这里不宜

直接使用 ACT 阅读考题(ICL 较高)，因为文章速读本身的高 ICL 会叠加新的 ICL，导致学生进入内部认

知过载的状态。 

3.4.5. Questions 1~10 (5 Minutes) 
学生严格限时完成文章后面的 10 道阅读理解单选题。考虑到 ACT 考试在理想情况下平均每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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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到的时长只有 8 分半，且学生在课堂上已经获得足够 scaffolding，这里的做题环节用时设定为 5 分

钟。ACT 阅读篇章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文章速读与理解训练(前述环节 3.4.2~3.4.4，目标是学生可以逐步

独立且合格地完成文章速读，同时真正理解文意。 

3.4.6. Answer Explanations (10 Minutes) 
这一环节已有充分的经验总结与工具支持，如培训机构内部教研成果、ACT 模考网站(如 ACTgo)的

成绩报告与能力维度解析等，本文不再赘述。 

3.4.7. Reflection (5 Minutes) 
学生按要求分析错题原因并按要求做笔记。 
教学者需要注意对错题原因的表述尽量口语化、直白化，同样有助于减少 ECL。学生无需在认知容

量有限、ICL 较高的课堂上占用额外的认知容量去对“错题原因”的表述本身进行二次阅读理解。 

4. 结论 

本文详细展示了基于 CLT 的 ACT 阅读课堂教学设计，并在每一步分析了减少 ECL 和管理 ICL 的设

计意图，目的是将 ACT 阅读课堂产生的信息处理总量控制在学生 WM 所能负荷的 CL 总量以内。 
在 CLT 指导 ACT 阅读教学设计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的启发是： 
1) 减少 ECL 主要通过多媒体课件设计。多媒体教学同时包含文字与图片信息，显著提升教学环境。

[7]但多媒体课件设计过犹不及。当前多样且应用简便的音视频制作处理工具为教学者制作效果丰富的多

媒体课件创造了条件，但这一制作过程必须时刻围绕教学目标的达成。PPT 本身并不直接促成学习者对

难度内容的学习[17]，而是通过减少 ECL 以减少学习者的 WM 占用，为学习达成创造条件。CLT 提供了

明确的方法论，让每一个细微的视觉/听觉效果设计都有据可循。当然，ACT 阅读课堂使用的多媒体课件

还处在“不及”的一端，日常教学督导更多观察到的是教师、学生人手一本真题，教师依靠口头解释和

在真题投屏上手写标注进行课堂教学。从积极意义上考虑，目前的课堂教学现状在减少 ECL 方面仍有很

大的设计提升空间。 
2) ACT 阅读作为学习的本质材料，自带高 ICL，需要教学设计的精细管理。当前国外考试主要培训

机构的 ACT 阅读课堂教学以“篇章讲解和错题讲解”为主，但部分教师对阅读篇章讲解方法有一定困惑，

自我效能感偏低。CLT 中的 ICL 概念让我们得以分析 ACT 阅读学习任务中的多个关联要素，并进行分

开有效管理。 
面向 ACT 阅读教师，本文提出以下教学设计方面的具体建议： 
1) 教学语言尽量用简明直白的中文，减少学生的外部认知负荷。 
2) 能用图片传达信息，就不同时使用教学语言和指令，以减少对学生工作记忆的负担。但该学习内

容依据视觉信息呈现时，必须经过精心设计，避免造成学生还要再对视觉信息本身进行处理，再次推高

外部认知负荷的现象。 
3) 备课时加强对篇章细节的理解，不要停留于题目涉及的文章局部信息。这样才能有效提取学生在

篇章理解中的障碍，并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 
4) ACT 阅读课堂的篇章速读训练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于这种多个难度要素相结合的学习任务，

应设法进行分开处理(词汇/限时速读/文章理解)，将课堂进度适当放慢。后期逐渐加速的过程也是学生篇

章速读能力提升的过程。 

5. 反思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在 ACT 阅读课堂设计上应用 CLT 的关联认知形成层面，而关联认知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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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学习最终发生的地方。在 ACT 阅读课堂上，学生做题后的自我反思就是一个鼓励关联认知形成的环节，

但本文未能就此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展开。 
另外，因时间和条件所限，本文没有进行 ACT 阅读课堂教学设计改善的对比研究。在当今国际教育

培训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大趋势下，这会是一个很有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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