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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读后续写作为一种新的考试题型被纳入，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探索如何将其融入教学实践中。然而，

大多数教学实践过于聚焦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忽略了读后续写对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两次侧重思维品质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读后续写公开课，验证了读后续写的立德树人方面的功效，

并探析了一线教学的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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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lusion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as a new type of exam question, a growing number of 
teachers have begun to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it into their teaching practice. However, it has 
been found that most teaching practices focus too much on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overlook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subjects.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e efficacy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in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and nurturing 
individuals through two open classes that emphasize thinking qua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
ties, analyzing practical teaching operations in frontline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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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读后续写作为一种教学手段，逐渐成为英语学科课程改革的重要部分，也成为新高考改革

的一个新题型。这不仅促进了高中英语教学与考试之间的紧密性，强化了英语学科的育人功能，同时对

教师的专业能力、教学设计、教学理念等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作为新的教学任务和测试题型，

读后续写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鉴于此，本文通过借鉴已有的相关文献，结合教学发展的实际需

求，开展了各项教学实践，以探析一线教师视角下如何有效开展读后续写的教学任务。 

2. 理论基础 

2.1. 读后续写的相关原理 

2.1.1. 输入与输出 
语言输入和输出是二语习得领域的核心理论。Krashen 指出，只有在可理解性输入的前提下，才可能

进行二语习得[1]。随后，Swain 补充道，为学生提供语言运用的机会也至关重要[2]。因此，读后续写这

种将输入与输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为学习者提供语境和输入，还能激发学生进行互动和创造，

从而促进语言输出。 

2.1.2. 协同效应 
当交谈双方不断相互适应并动态调整自身的状态时，促使双方大脑表征趋同，从而产生协同效应，

这有助于交流顺畅[3]。协同效应不仅可以体现在语言层面，还可以体现在情景模式层面；它不仅发生在

人与人之间，还可以是人与物之间，例如学习者与阅读材料。如果输入的阅读材料难度略高于学习者的

语言知识储备，学习者将从协同的拉平效应中受益，从而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王敏和王初明提出，在读

后续写练习中，产生的协同效应越强，二语习得效果就越好[4]；在后续提出的“互动–理解–协同–产

出–习得”关系链基础上，许多研究分别从阅读材料趣味性、难度、长度以及任务指令、互动强度等变

量入手，均证实了读后续写对促进外语习得的功效[5]。 

2.2. 读后续写题型的解析 

语言输入和输出的结合方式主要表现为“听后叙说”“听后续写”“读后叙说”以及“读后续写”。

其中，“读后续写”将阅读和写作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在理解文本的主题内容、语言特点和语篇结构的

基础上，进行语言的模仿与创新。这种学习方式的促学作用尤为明显，已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成为

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测试题型。它与当前倡导的情景式语言教学和综合性测试模式相吻合，已经逐渐

成为新高考新角色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项目。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明确提出英语学科学习的目标不仅包括语

言知识的学习和语言技能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内涵的理解、多元思维的发展、价值取向的判断以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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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运用[6]。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读后续写”的任务不仅在于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方面，还具有考查

学习者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功能，强化了英语学科的育人功能。这与《课标》对英语核心素养发展的要

求完全吻合[7]。 

2.3. 问题解决原则 

《课标》重点强调了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其中特别提到了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下使用英语语言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涉及到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表现等。大量研究也表明，学生具有的核心素养包括拥

有批判性思考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学科学习策略和积极的学习心向等[8]。因此，问题解决能力是一线老

师在教学中不可忽视的教学目标。 
高考英语的读后续写常选取记叙文作为阅读材料，因为记叙文的话题有趣且生活化，其语篇结构的

连贯性更强。同时，记叙文呈现的故事情节更容易向学习者呈现出矛盾和冲突，这就为培养学生创造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供了契机。黄正翠构建出问题解决视角下的读后续写题型分析框架，充分论证了从

问题解决的角度看待读后续写题型，有利于培养学科核心素养和发展学生语言能力[9]。同时，该理论厘

清了读后续写中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即学生在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下，通过一系列相关的认知过程，如

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反思问题等，最终创造性地解决阅读材料中所呈现出的问题和矛盾。

这为一线老师提供了一种新的剖析读后续写题型的方法。 
本文基于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通过一学年的教学实践，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探究和分析一线

教师如何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课中引领学生分析问题、理解问题，并挖掘解决问题的方法多样性，以实

现其在核心素养和语言能力方面的促学效果。 

3. 教学实例研究 

本文以面向高一学生的两次读后续写公开课为例，选取不同的阅读材料，采取相似的分析问题和理

解问题的策略，探析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旨在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让他们能够“读得懂、续得出”。 

3.1. 教学案例一 

3.1.1. 文本分析 
本次公开课的阅读原文故事梗概为：受经济大萧条影响的 Shawn 在失去工作、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

下，并未就此一蹶不振，他积极乐观的求助态度吸引了年轻人 Matt 的注意……；续写部分的首句为

“Shawn’s eagerness deeply impressed Matt”。该语篇的主题拓宽了“人与社会”的语境范围，充分契合

新课标倡导的“在主题语境中培养积极的态度、精神和价值观”。 

3.1.2. 教学目标 
鉴于首次进行读后续写教学，教师希望学生能够： 
(1) Get the text’s main idea based on 5W1H and the conflict. 
读得懂原文，了解故事的发生过程，明确情境中的问题冲突。 
(2) Learn how to analyze possible solutions. 
结合文本已有线索和生活常识，分析可行性解决方案，培养批判性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 
(3) Work out possible solutions creatively and positively. 
选定合理的、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3.1.3. 教学过程 
Activity 1 利用 5W1H，剖析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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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依据] 
学习者在没有充分理解原文的情况下随意续写，会削弱读后续写的协同效应。一旦有明确的任务指

令，如强调阅读材料的不完整性以及充分理解阅读材料的内容，可以促使学习者将注意力分配到原文的

语言上，提高促学效果[5]。在陈康整理出的读后续写质量评价标准中，前三项与原文紧密相关，包括理

解原文、衔接原文和把握主题[7]。由此可见，反复阅读原文对于提高学习效果至关重要。 
[活动内容见表 1] 

 
Table 1. Interaction with the original text 
表 1. 与原文互动表 

Read the passage an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chart. 

Who Matt and Shawn 

When A Saturday afternoon 

Where Outside a supermarket 

What Matt came across job-seeking Shawn 

Why the Depression 

How (feeling) Matt: curious → surprised → sympathetic 
Shawn: eager 

 
此外，进一步引领学生明确故事主人公 Shawn 的现状(找工作)和目标(得到工作)，从中发掘两者之间

产生的 gap (亟待解决的问题)——Shawn 如何成功获取工作。 
Activity 2 分析可行性方法，解决问题。 
[设计依据] 
在学习策略方面，新课标强调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即结合获得信息和学习者实际生活经历，并且从

不同的角度认知新学语言项目的形式、意义和用法[10]。读后续写的阅读材料常暗含问题的解决线索和可

用于解决问题的资源[9]。反复阅读文本信息不仅可以促进师生头脑风暴出潜在的解决线索，还能促进学

生将其结合个人生活常识，从而更加合理地调整可用于解决问题的资源。 
[活动内容] 
Question 1: In this passage, is there any clue to solving the problem? 
Question 2: What is your impression of Matt? 
Question 3: How will Matt help Shawn to solve the problem? 
基于原文文本信息，接连提三个问题后进入分享交流环节；学生根据已有线索合理地发挥想象，提

炼出可用线索和方案整理如表 2： 
 
Table 2. Possible solutions 
表 2. 可行性方案表 

Possible solutions from Matt 

1. Matt has a successful career, so he may invest a restaurant for Shawn. 

2. Matt happens to own a restaurant, so he may hire Shawn as the cook. 

3. Matt is resourceful, so he may introduce Shawn to get a job. 

4. Matt was born into a rich family, so he may hire Shawn as family cook. 

5. Matt is a young man surfing the Internet, so he may utiliz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to get Shaw’s situation 
known by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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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出每一个方案前，均完成了自我评价和同学互评，其标准有二：一是方案的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二是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这样的做法旨在杜绝学生抛弃原文而选择天马行空地随意发挥想象，同时

确保能够完成培养问题解决能力的教学目标。 
Activity 3 升华主题。 
[设计依据] 
通过对比新旧课标，我们可以发现，在“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主题语境中，新课标对人的

核心素质提出了更明确的具体要求，其中包括正确的人生态度、良好的人际关系等基本原则。因此，在

解决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主题相关的冲突时，有必要引导学生遵守一些共通的准则，例如积极乐观的

心态与共情等。陈康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和访谈一线教师，发现教师们在评价读后续写内容质量方面非

常关注学生是否以原文为基础提炼出中心思想，并将其体现在续作中[7]。 
[活动内容见图 1]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sublimation theme 
图 1. 续写立意流程图 

 
通过反思主人公的行为动机、总结人物性格和品质、提炼中心思想，确保续写内容与原文主题一致，

同时实现学科育人的教学目标。 

3.2. 教学案例二 

本次公开课的目的在于将获得的信息与个人经历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从多个角度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因此，本文的两次教学案例在活动 1“剖析原文”和活动 3“升华主题”环节的设计依据和理论一致，将

不再做重复论述，而是聚焦活动 2“分析可行性方法”。 

3.2.1. 文本分析 
此次读后续写公开课呈现的练习版本与新高考题型一致。原文的故事梗概为：主人公和好友 Cassie

在准备“鸡蛋撞地球 (Egg Drop Challenge)”比赛时，因为意见发生分歧而分道扬镳……；两段续写任务

的首句分别为“When Friday finally came, I had to admit that Cassie’s Egg Force One looked pretty good”以

及“By the fourth round, only Cassie and I were left”。 

3.2.2. 教学过程 
Activity 1 利用 5W1H，剖析原文。 
[活动内容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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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nteraction with the original text 
表 3. 与原文互动表 

Read the passage an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chart. 

Who Mr. Beal, Cassie, I 

When the annual Egg Drop Challenge 

Where In class and after 

What Friendship broke up 

Why Had an argument 

How (plot) Pair → argue… 

How (feeling) Delighted → angry… 
 

强化与原文互动的能力，在有效阅读学习的基础上理解故事人物性格、情节冲突，并分析出亟待解

决的 gap(问题)——主人公如何在最后的比赛活动环节与 Cassie 言归于好。 
Activity 2 分析可行性方法，解决问题。 
[设计依据] 
根据语言学的 Given-New 策略，教师可以围绕读后续写的原文文本和续写首句提供的信息(Given 

information)，设置环环相扣、有逻辑的系列问题(问题链)。学生通过回答这些问题(New information)分析

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形成合理的续写思路[11]。通过研读续写段落的段首语，结合原文关键信息，自

然而然地形成具有逻辑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活动内容见表 4] 

 
Table 4. Problem chain 
表 4. 问题链 

Para 1. When Friday finally came, I had to admit that Cassie’s Egg Force One looked pretty good. 

Q1: How good did it look? 承接第一段首句，提高语义的逻辑性。 

Q2: Which one was better? Mine or hers? 结合个人经历，允许内容的开放性。 

Q3: Who won? 联系第二段首句，得知此时胜负未定。 

Para 2. By the fourth round, only Cassie and I were left. 

Q1: How did I feel? 承接第二段首句，提高语义的逻辑性。 

Q2: What was the result of match? 
结合原文，最终解决问题，强化语篇意识和解决问题原则。 

Q3: How to make up with Cassie? 
 

以上层层递进的问题，可将语篇中的新旧信息衔接起来，一方面有意识地渗透有关语篇的基本知识，

帮助学生提高理解语篇意义的能力，另一方面确保学生的续写情节符合开头语导向和解决故事问题的需

要。 
Activity 3 升华主题。 
[活动内容见图 2] 
通过再次研读原文的关键信息、反思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和品质，提炼中心思想，为续写提供与原文

融洽的立意，同时实现培养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两次公开课分别先以口头方式交流问题解决方案，再形成初步的书面文字，力求高一学生“读得懂、

续得出”。相关的润色和评价工作均在公开课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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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agram of the sublimation theme 
图 2. 续写立意流程图 

4. 结语 

本文基于问题解决原则，探究一线教师如何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实践中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收集学生的续作和访谈学生，以及与未参加本文提及的两次读后续写课的续作进

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从问题解决的视角来看待读后续写题型，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语言能

力，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和问题解决能力；其次，制定解决问题的第一种有效途径是探析原文文本的已

有线索和可用线索，另一种方法是基于续写段落首句设置有逻辑关联的问题链。 
面对新高考的学生，要快速且全面地提高他们的英语读后续写能力并不容易。一线教师需要根据学

情合理规划读后续写的教学进度，从不同角度(内容质量、语言质量、连贯性、写作规范等)陆续开展专项

训练，引导学生逐渐从“读得懂、续得出”过渡到“续得好”，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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