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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教学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和实现素质教育的主阵地。《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版)》倡导基于

主题意义探究的英语教学。文章通过课堂观察、专家点评和自我反思等方式探究了主题式教学模式在初

中英语阅读课堂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供了相关教学设计案例和建议来解决主题教学模式

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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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teaching is the main position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quality and realizing quality 
education. Th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advocates 
English teaching based on thematic meaning inquiry. Using classroom observation, expert com-
ments, and self-refle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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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od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English reading classrooms and provides relevant teaching 
design case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matic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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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以下简称“《课标》”)提出英语课程内容的选取遵循培根铸魂、

启智增慧的原则，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特征，反映社会新发展、科技新成果，聚焦人与自我、

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大主题范畴。内容组织以主题为引领，以不同类型的语篇为依托，融入语言知识、

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等学习要求，以单元的形式呈现[1]。所以英语教师应努力基于主题教学

模式来进行英语阅读教学设计。目前，教师依然局限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小格局内，普遍存在主题

意义探究浅层化[2]；教师为主导，学生参与程度不够；单元教学活动碎片化、活动组织过于松散的问题

[3]。因此，在初中英语课堂中，探究主题教学模式引领下的英语教材中的语篇及其内容的编排和教师的

课堂教学活动内容安排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主题 

主题是指文艺作品中或者社会活动等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泛指主要内容，主题在一般的文章写作

中也被称作主旨，通过对描述的对象或提出的问题所表达出来的基本观点或中心思想。主题是文本的核

心、灵魂和统帅，它渗透、贯穿于语篇的全部内容，体现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以及文章所反映的客观事

物的基本认识和态度[4]。主题是语篇表达所围绕的中心议题，为言说和探讨等语言应用提供范围或语境

[5]，并有机渗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6]。 
笔者认为主题是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中心点，语篇的中心思想和内涵都需要与主题相对应，课

堂教学活动要围绕“主题”开展。主题是意义探究的切入点，是整合学习内容的纽带，引领主题意义的

主线索。 

2.2. 主题教学模式 

主题教学模式是基本内容教学法理念的常见模式之一，是指以某个主题为核心来设计和组织外语教

学模式，在该模式中语言综合技能的培养贯穿于主题活动的各个环节[7]。其基本特征是真实性、融合性、

探究性[8]。学者 Stoller & Grabe (1997)提出 6T 教学流程并应用在主题教学模式中，分别是主题、课文、

话题、过渡、线索和任务[9]。中国学者王士先(1994)认为主题教学模式是通过教师所使用的教学语言来

教学科内容，而不是通过专门安排语言教学内容[10]。戴庆宁&吕晔(2004)认为主题教学模式旨在学习者

使用语言作为媒介来获取新的信息，并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的过程中获取信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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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主题教学模式应该是基于不同的学习内容来创设相关学习的情境，给学生设计任务和安排

活动，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并且通过小组合作和自主探究来探究文本的主题意义。 

3. 文献综述 

系统综述是指把某一领域中根据 PICOS 原则来制定检索的策略和来检索文献，筛选出相关文献后再

对文献进行逐一评价，提取关键的信息和摘要，最后对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和整合。而传统的文献综述是

是对某一个方向的课题搜集大量资料，通过分析、阅读、整理、提炼出本领域的最新进展，描述前人研

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动态、前沿性问题做出较详细的综述，并提供参考文献。文献综述和系统综述

在目的和范围、数据来源和筛选标准、文献筛选和数据抽取、分析和总结方法等方面有所不同。笔者对

主题教学模式进行传统的文献综述，主要是为了了解前人对该模式的研究程度并发现主题教学模式在初

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我国相关学者对于主题教学模式的理论、思路或步骤都有一定的研究。其中，程晓堂(2018)发现以下

问题：教师过于关注语篇中语言知识点的学习，对语篇本身的内容和主题意义不够重视；对语篇主题意

义的把握存在偏差，教师意识到探究语篇主题意义的重要性但是未能准确把握语篇的主题意义；有些教

师为了教学任务或赶教学进度，只探究语篇的表层内容和意义，主题意义探究得不够深入；教师把自己

对主题意义的理解直接告诉学生或者强加给学生，探究主题意义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参与程度不够[12]。 
学者们对主题教学模式的实践方面也颇有研究，发现该模式下的英语课堂会对学习有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13] [14]；另一方面是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15] [16] [17]。在实践方面，

学者大多关注大学英语或英语专业的学生[16] [17]；也有学者关注高中生[18]。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关

注初中生这个研究对象[19]。 
国外学者对主题教学的理论的研究比国内早，对该教学模式所蕴含的理论研究颇深并对主题教学这

个概念作了系统的阐释。在实践方面，学者也发现主题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课堂活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20]、提高学生整体语言运用能力[21] [22]和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23]。 
国内外基于主题教学模式的研究存在相同之处：主题教学模式对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和提高综合的

语言能力起积极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基于主题教学模式下的国内课堂以教师为主导，而国外课堂以学

生为中心。 
国内外学者对主题教学模式的研究对本研究极具参考的价值，但仍存在不足之处：1) 在研究对象方

面以大学生和高中生为主，较少研究初中生这个群体。2) 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综合语

言能力，没有探究初中英语课堂在主题教学模式的引领下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影响，如思辨能力、文化素

养等。本研究探究初中优质英语阅读课堂的主题教学模式的实施现状并对同类型课堂一定的启示，主要

解决以下问题：1) 初中英语优质阅读课堂教学是否实施了主题教学模式？2) 主题教学模式下初中英语优

质阅读课堂有何优势？存在什么问题？有何启示？ 

4. 研究结果讨论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优质课的视频进行课堂观察并且辅以教师的自我反思和专家点评，观察的量表的

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基于主题意义探究的语篇分析；二是基于主题意义探究的教学实施。笔者

观察了 20 届优质课，从 13 届到 17 届初中英语基本功大赛和 2023 年重庆市初中英语优课中随机选择。 

4.1. 基于主题意义探究的语篇分析 

从表 1、表 2 和表 3 数据来看，教师对语篇的解读都会从 what、why 和 how 三方面进行解读，但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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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程度各异。对于文本主题 what 和 how 两方面把握比较到位的，达成最高分(5 分)分别占 75% (见表 1)
和 65% (见表 3)。但是对于文本主题意义的解读(why)呈现不同的层次(见表 2)，15%的教师对文本的解读仅

仅停留在表层，仅仅关注教材本身的内容，以至于后面的教学实施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60%教师对文本

的解读比较透彻，设计不同类型的活动来帮助学生来了解文本的深层含义，带领学生体验英语学习的魅力

和探究文本的主题意义。 
 
Table 1. Discourse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matic meaning—what 
表 1. 基于主题意义的语篇理解——what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4.0 5 25.0 25.0 25.0 

5.0 15 75.0 75.0 100.0 

总计 20 100.0 100.0  

 
Table 2. Discourse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matic meaning—why 
表 2. 基于主题意义的语篇理解——why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3.0 3 15.0 15.0 15.0 

4.0 5 25.0 25.0 40.0 

5.0 12 60.0 60.0 100.0 

总计 20 100.0 100.0  

 
Table 3. Discourse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matic meaning—how 
表 3. 基于主题意义的语篇理解——how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3.0 3 15.0 15.0 15.0 

4.0 4 20.0 20.0 35.0 

5.0 13 65.0 65.0 100.0 

总计 20 100.0 100.0  

4.2. 基于主题意义探究的语篇分析 

从表 4 来看，40%教师还是对情境创设有独特的方法的。例如，重庆的王老师在教授人教版八年级

下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一文中利用魔术来热身，紧接着利用重庆日报记者这一身份

带领学生来了解文本对做家务的一些看法。学生们都投入到该课堂中，了解到不同群体对孩子是否要做

家务有不同的看法，进而分析原因并得出结论。 
5%的教师会忽略真实情境的创设，利用简单的图片来创设。另外，55%教师在课前阅读部分会播放

视频或图片来创设情境，但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好视频资源来提出问题或课堂上给出亟待解决的问题。例

如，安徽的夏老师在教授译林版八年级 Unit 5 The story of Xiwang 时，在情境创设环节仅仅是用熊猫的图

片来引出话题并引出熊猫现在的生存环境等问题。这个环节在吸引学生兴趣方面做得不够好，并且存在

生搬硬套的问题。这部分教师未能创设真实的情境来帮助学生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还是注重语

言导向的教学方法，仅限于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小格局中，并未能关注到语篇的主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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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eaching implementation—context creation 
表 4. 教学实施——情境创设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3.0 1 5.0 5.0 5.0 

4.0 11 55.0 55.0 60.0 

5.0 8 40.0 40.0 100.0 

总计 20 100.0 100.0  

 
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三个层面来看，教师对英语学习活动观的理解程度大不相同。学习理解类活动

等于基于语篇信息来感知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应用实践类活动等于内化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等形成语言

运用能力的过程；迁移创新类活动等于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创造性地解决陌生情境中的问题，促进能力

向素养转化的过程[24]。 
在学习理解和实践运用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分别有 70%的教师利用不同类型的活动来帮助学生

感知文本的信息(见表 5)；60%的教师利用不同种类的练(匹配、填空、选择等)来帮助学生运用课堂所学

的知识来巩固知识(见表 6)。但是在迁移创新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文本理解深刻的教师会设计巧妙的

活动来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让学生动起来，让语言动起来。 
40%的教师在迁移创新方面做得很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创设民主的氛围(见表 7)。例如重庆的陈

老师在教授人教版八下 Unit 5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的读后环节利用重庆山火该

事件来让学生讲述故事的前中后三部分，学生利用本节课学习的知识和已有的经验发生碰撞。45%的教

师在这方面完成得不是很好，在迁移创新方面只得到 2~3 分有效分，没有调动学校的积极性并且没有体

现出课堂语言的迁移性和创新性(见表 7)。例如，云南的黄老师在教授人教版八上 Unit 5 Do you want to 
watch a game show?对该部分的处理并不是很到位，转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比较生硬，有些活动交错进

行，文章的脉络不是很清晰。这部分的活动设计和实施不能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更多的是让学生完成

诸如复述等的低阶思考活动，没有真正让思维动起来，活动组织松散。 
 
Table 5. Teaching implementation—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表 5. 教学实施——学习理解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3.0 1 5.0 5.0 5.0 

4.0 5 25.0 25.0 30.0 

5.0 14 70.0 70.0 100.0 

总计 20 100.0 100.0  

 
Table 6. Teaching implementation—applying and practicing 
表 6. 教学实施——运用实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3.0 3 15.0 15.0 15.0 

4.0 5 25.0 25.0 40.0 

5.0 12 60.0 60.0 100.0 

总计 2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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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eaching implementation—creating and innovating 
表 7. 教学实施——迁移创新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2.0 1 5.0 5.0 5.0 

3.0 8 40.0 40.0 45.0 

4.0 3 15.0 15.0 60.0 

5.0 8 40.0 40.0 100.0 

 总计 20 100.0 100.0  

 
从学生自主探究主题意义方面来看，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做法。对文本主题意义理解的程度影响到

教师到学生自主探究主题意义的时间安排和引导等。35%的教师就很好地做好引导者的作用，让学生在

阅读文本的时候进行自主思考并且提出自己的想法(见表 8)。例如，北京的杨老师在教授剑桥八年级

English in Mind 时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学生自主阅读和自主思考，老师起到辅助和引导的作用，学生在

阅读中思考，真正做到学生自主探究文本的意义和自主合作学习。30%的教师未能让学生真正地成为课

堂上的主人，不能让学生自主去探索主题意义，学生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布置的任务(见表 8)。反而，教

师出于时间和活动设置等的考虑会直接告诉学生语篇的主题意义。学生自主阅读文本和探索文本中蕴含

的主题意义的时间和活动比较少，仅仅是跟着教师设计的活动在完成相应的指令，没有让学生动起来，

学生参与程度低。例如，重庆的张老师在教授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Unit 7 How much are the socks?的时候并

未构建自主合作学习的课堂，来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 
 
Table 8. Teaching implementation—students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 theme independently 
表 8. 教学实施——学生自主探究主题意义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3.0 6 30.0 30.0 3.0 

4.0 7 35.0 35.0 4.0 

5.0 7 35.0 35.0 5.0 

总计 20 100.0 100.0 总计 

 
从思维导图的运用来看主题意义的探究，每位教师或多或少会用思维导图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文本

的深层含义，但是在真正的课堂实施中会出现不同的效果(见表 9)。85% (获得有效分 3 分以上)的教师利

用思维导图、流程图或时间线等来帮助学生探索主题意义。但是只有个别教师会让学生动手来利用课堂

时间来画思维导图，学生自主独立思考才能激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40%的教师在利用思维导图帮助学

生探究主题意义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不仅思维导图是简单、清晰明了的，而且思维导图的运用阶段很契

合上课的阶段。例如，重庆的王老师教授人教版八年级下册 Unit 3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时
利用简单且清晰的思维导图来标明观点、原因、例子和总结，让学生一目了然知悉文本的内容和有条理

性地探究文本深层的意义。15%的教师在利用思维导图的时候效果并不出众，仅仅是摆放出思维导图活

动流程图，且不作任何解释。例如，河南的蔡老师在教授人教版九年级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仅仅

设计表格来凸显对比，而且 PPT 上的文字内容十分饱满，不利于学生识别重点和探究主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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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Teaching implementation—the use of mind maps 
表 9. 教学实施——思维导图的运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2.0 3 15.0 15.0 15.0 

3.0 4 20.0 20.0 35.0 

4.0 5 25.0 25.0 60.0 

5.0 8 40.0 40.0 100.0 

 总计 20 100.0 100.0  
 

本研究中教师都采用主题教学模式来教学，主题教学模式下的初中英语教学有利于将语言学习和英

语教学内容结合起来。在主题教学模式下，学生会关注到语篇的内容和探究主题意义，而不仅仅是学习

语言知识点。主题教学模式下的初中英语阅读课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一、基于对英语学习活动观三个不同层次活动和课堂表现来看，连贯且融合的学习活动提高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学生在活动的层层推进中不断输入和输出知识，形成一个良性的转换。课堂中的教学氛围

融洽，学生的课堂表现积极。师生在活动的串联下完成教与学，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二、真实的情境的创设帮助学生沉浸于语篇的学习中，这有助于学生探究主题意义。学生在某一设

定情境会充当不同的角色，这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增强课堂参与度。教师对文本的解读能力

对情境创设有较大影响，对文本解读透彻的教师会在情景创设方面做得更好，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下也能

更好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反之则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被动参与到课堂中。 
三、在主题教学模式下的英语教学中，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自主探究主题意义。学生拥有一定的时

间去进行个人思考或小组讨论，这有利于扩充他们的思维广度和挖掘主题的深度。传统的英语课堂以教

师为主导，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主题教学模式下的英语阅读课堂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学生更多自主的时

间，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探究主题意义。 
四、从教师反思和专家点评中可知，主题教学模式的英语教学很好地运用思维导图，这一工具帮助

学生形成大结构的思维，学会从宏观的角度去看整篇语篇甚至是整个单元。学生在教师授课后利用思维

导图来复盘该节课的学习内容，从细枝末节逐步走到语篇大结构。 
《课标》提倡教学内容组织以主题为引领，以不同类型的语篇为依托，融入语言知识、文化知识、

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等学习要求，以单元的形式呈现。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很多教师不善于从主题

教学方面入手来设计和安排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情境、教学工具的使用之间出现失衡。目

前，教学实施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语篇主题的把握不准确，不了解主题教学模式的要素。有些教师有意识到语篇主题的重要性，

也会在课堂教学中与学生共同探究语篇主题意义。但是由于对语篇的理解不够到位，主题意义的探究仅

仅是停留在表面的价值观传递，而不能让学生对生活的世界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二、过于关注语言知识点而忽略主题意义的探究。过分关注本节课语言点的实践与运用而忽视语篇

主题意义的探究。这导致学生只掌握语言技能，思维或文化素养方面不能得到提升。 
三、情境的创设不够真实，不符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学习兴趣和语言熟悉程度。学生不能在情境中

增强对主题意义的体验和认同感。情境的创设没有衔接各小情境，使之成为主题意义统领的情境链的一

部分。 
四、思维导图的运用不到位，无法培养学生大结构思维。学生只能从微观的角度去探究语篇的主题

意义，而不能从宏观的角度去挖掘语篇主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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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议与启示 

关于主题教学模式探究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教师应该系统地学习最新的课程标准和理念，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们能够深入

学习最新的教学理念，课堂的设计会不断更新和体现时代的更迭。 
二、教师应该基于主题去设计不同层次的活动。在日常教学中落实英语学习活动观，设计连贯且融

合的活动。最重要的是，教师应该依据主题和情境来设计教学活动，创设真实且有趣的情境来激发学生

的兴趣，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学习真实的语言。 
三、教师应该加强文本解读的能力。教师应从 what、why、how 三个方面去对文本进行解读，深度

挖掘文本内涵和带领学生去建立他们的文化价值观，达到教育的目的。文本解读是教师实现素质教育的

重要起点，教师应认真对待每一篇文章，关注文本的主题、类型、语言特点和价值取向。 
四、教师不应该忽视学生才是教学环节的主体地位。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是独立的学习的个体，只

有学生参与到文本主题意义的探究中才能让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应该深思主题意义的探究和学生

之间的关系，给予学生更多的机会去独立探究主题意义。 
以下是笔者依据人教版八年级下册 Unit 4 的阅读文本撰写的主题教学模式下的教学设计案例： 
1) 单元意义：本单元以“Past Events”为话题，通过回忆过去发生的场景中正在发生的情况来引导

学生学习过去进行时，学会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人物正在做的事情。主题群是为社会服务，子主题

是参与意识和集体精神。 
2) 课型：阅读课标题：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the rainstorm came?时间：40 分钟。 
3) 阅读文本分析：本节课的阅读文本内容主要描述 Ben 一家在暴风雨来临前、中、后的行为和心理

变化。因此，在学习了一般过去式和过去进行时的基础上，结合 when 和 while 的句型运用，通过构建过

去场景中正在发生的各种情况引导学生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地点、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借助关

键词句、图片等复述语篇内容，并总结故事讲述逻辑顺序，迁移到人们在重庆山火这场灾难面前如何互

相帮助；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在困难面前互帮互助的优良品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并大胆表达

自己的想法。 
4) 学生情况分析： 
① 八年级的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活动参与意识和主动学习意识较强。 
② 在困难面前互帮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③ 学生已经掌握了过去进行时和一些有关灾难话题的表达。 
④ 学生在表述故事逻辑和抒发自己的感受方面还有待加强。 
5) 学习目标：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将能够： 
① 利用图形组织器分析文章的结构和详细信息，总结本一家在暴雨前、暴雨中、暴雨后的天气和活

动。(学习理解) 
② 使用 story mountain 复述文章内容，挖掘主旨，谈论灾难面前团结互助的重要性。(应用实践)  
③ 讲述最近发生过的重庆山火的故事，并就故事的精神和意义发表看法。(迁移创新) 
6) 教学重难点： 
① 教学重点：让学生通过阅读，通过分析课文的结构和详细信息，总结暴雨前、暴雨中、暴雨后的

天气和 Ben 一家的活动，总结文章写作逻辑，迁移到讲述山火的故事。 
② 教学难点：帮助学生学习如何用过去进行时描述过去发生的山火事件，让学生意识到团结合作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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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学步骤(见表 10)： 
 
Table 10. Teaching procedure 
表 10. 教学步骤 

教学步骤 教学活动 意图 

导入 展示土耳其地震和郑州洪水的图片来直

观展现灾难场景。 
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引入图片背后隐藏的故事内

容，为学生阅读预测做准备。 

读前 
1. 展示故事流程图。 
2. 展示雷暴的图片并让学生描述。 
3. 根据教材的插图来预测文本内容。 

1. 介绍故事发生的逻辑线。 
2.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学习兴趣，同时输入

关于恶劣天气的词汇表达。 
3. 培养学生根据图片预测故事的能力；初探暴风雨给

人们带来的恶劣影响，为主题探究做铺垫。 

读中 

1. 阅读文章并找出故事的写作顺序。 
2. 阅读文章大意并分成三大部分。 
3. 将学生分成四人小组，每位学生负责

一部分(雷暴前中后、回答关于主题的问

题)。 

1. 学生总结此故事发展逻辑 
2. 学生总结段落大意并将故事划分为三个部分。 
3. 确定学生分工和任务，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细

读全文，深度理解为什么暴风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

离，进而探索故事主题。 

读后 

1. 邀请小组复述文章和回答问题；其他

小组进行生生评价。 
2. 讨论：还其他什么活动能让人们团结

起来？ 
3. 展示山火的视频，让学生来讨论原因、

人们的表现和火灾后的情况并进行小组

展示。 

1. 学生以小组合作形式分角色复述故事内容，并阐述

故事主旨，其他小组进行同伴互评。 
2. 学生讨论其他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事情，凸显主

旨。 
3. 学生通过视频和图片直观感受山火的具体情况，讨

论背后所隐含的精神。 

作业 复试文本的故事，写下自己关于某一次

灾难的故事。 
学生将课堂所生成的山火和雷暴故事进一步优化形成

图文结合文本。 

6. 结语 

本文意在调查主题教学模式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现状调查，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尽管笔者尽

力去保证评述的客观性，但还是存在局限性。首先，数据样本毫无疑问是相对少的去得到一个全面的现

状调查，无法准确评判全国初中英语课堂中主题教学模式的现状。其次，笔者和评课专家们对教师的课

堂表现的评分存在主观性。 
解读文本是内容是探究文本主题意义的前提，教学目标、教学活动都应围绕主题。在主题的统领下，

基于英语学习观来建构分层教学目标，创设符合主题的情境并搭配连贯的活动来帮助学生探究主题意义。

英语教师要以主题和内容为主线，学习语言知识为暗线，带领学生在民主快乐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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