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余岗

在 英语课程 内 容 的 六 大 要 素 之 中
，
主体语境是 非

常重 要 的组 成部 分
，

主 要 涵 盖 三 个方 面 ， 即 人 与 自 我 、

社会 以 及 自 然
，
同 时 对社会科 学 以 及 自 然科 学 都 有 涉

及 ，
而这 为 学 科 的 知 识教 育和 人 才 培 养提供 了 充足 的

话 题和 丰 富 的语境 。 本 文 主 要探析 了 聚 焦 主题语境 的

高 中 英 语 阅 读 教 学 模 式
，
并 对具 体的 教学 方 法 进行 了

详 细 的介 绍
，
芾 望 能 够 为 以 后 相 关 方 面 的研 究工 作 提

供 一些 参考 。

１
． 根据主题语境及题 目

，
提 出 问题

，

猜测 文章 内

容

每
一

篇 文章 的 题 目 都 高度 概括 了 文 章 的 内 容 和

主 旨
，
因 此 通 过 分 析 文 章题 目 中 隐 含 的 信 息 就 能 够 对

整 篇 文 章 的 主题 语境进行有 效 的 判 断 。
因 此

，
高 中 英

语教 师在 教 学 过程 中 要 先 引 导 学 生 对文 章 的 题 目 进

行全面 的分析
，

从而 将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性和 主 动 性 能

够 充 分地发 挥 出来 。 另 外
，
通过分析 文 章 的题 目

，

把 握

文 章 的 主题 语境 ，
还 能 够 使学 生 对作 者 的写 作思 路 和

意 图进行 揣 摩
，

从 而 使 学 生 更 加透 彻 地理 解 整 篇 文

章 。 教 师在 讲课过程 中 可 以根据题 目
， 可 以 通 过 ｖｖ ｈａ ｌ／

ｗｈｏＡ、 ｈｅ ｒｅ
■ 等 提 出 问题 ，

从 而 使学 生对文 章 的主 旨 、
目 的

进行推测 。 例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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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篇 文章 中 ， 教 师 可 以 设置 以 下 个 问 题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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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 
Ｗ ｈａ ｌ ｉｓｈ ｉ

ｓ ａｍｂ ｉ ｌ ｉ ｏｎ？ 通过提 问 的

方式
，
能 够将 学 生 的 学 习 的 积 极 性和 主 动 性 充 分地 激

发 出 来 ， 大部 分 学 生 都 有 很 积 极 的 表 现 ，
对于 有 的 问

题 甚 至 争 着 回 答
，
这 一 方 面 使学 生 的 口 头 表达 能 力 得

到 了 有 效 的 锻炼 ， 另
一 方 面 还能 够 有效地 培养 学 生 的

想 象力 和 推 断 能 力 。 除 此之 外 ，
在开 展 教 学 活 动 的 过

程 中
，

对 于 学 生 发 表 的 观 点 和 自 己 的 独 到 见 解 ， 教 师

要 予 以肯 定和鼓励 。 随 后教师 要 将学 生们 的观点 和 见

解进行概括性 总结并进行补 充说 明
，

从而 使 学 生 能 够

充分地把 握 文 章的 主 旨 内 容 。

２
． 根据主题语境及关键词

，

补充猜测主题内 容

在 分析 了 文章 的 题 目 之后 应该 立 即 对 文章 的 内

容进行 阅 读
，
教 师 可 以规定 阅读 时 间 并要 求 学 生 在 限

定 的 时 间 内 完 成 文 章 的 阅 读 任 务
，

因 此要 快速地 阅 读

每 篇 文章 而 不 是精读 。

２．
１
快速 阅读

在对 每
一 篇 课 文 进行 阅读 的 过 程 中 都 会 有本 篇 课

文 内 容 相 关 的 ／Ｌ 个 问 题
，
在这 种 情 况下 ，

学生 们 要 对快速

阅 读 的方法进行充 分 的 掌 握 ，
不 能够 逐 字 逐句地 阅读 文

章
，
应该对 整 篇课 文进行快 速 的浏 览 。 之 后 学 生 可 以根据

相应 问题 中 关 键词 ， 对 照课 文 内 容 从 而将 相 关 问 题 的答

案 找 出 来
，
在课文 的 细 节 问 答 中 ｆｔ用 这 种 方 法 能 够起 到

良好 的方 法 。 通 常 情况 下
，

问题 中 的 人 名
、
地名 等 不 可 改

变 的名 词 就是 关 鍵词
，
学 生 可 以 根据这 类 关键 词 快速地

浏 览 整篇 文 章 ， 并将文 中具 有 相 同 人 名或 地名 的句 段 找

出 来进行仔细 的 阅 读
，
并 与 相 应 的 问题进行对照

，

判 断其

是不 是 相关 问 题 的 答 案 。 与 此 同 时 ， 教 师还应 该对学 生 的

快速 阅 读 能 力 进行锻炼
，
使其在 快速 阅读 的 过程 中 能 够

对 文章 的大 意进行
一定 的 了 解 。 进行 快速 阅 读 虽 然不 能

记住 文 章 的 细 节
，
但是 应该 对 文 章 的 内 容 和 情 节 进行 一

定 的把握 ，这 对学 生答题也 是 很 有 帮助 的 。

２． ２ 根 据每段 关键词 ， 把握 文章 内 容
一

篇 文 章 通 常 会有 多 个 段 落
，
不 同 的段 落 相 互 衔

接 ， 但 是 各 有 侧 重 。 因 此
，
合理 有 效地 概括每 个 段落 的 内

容 和情 节就能 够 将整 篇 文 章 的 主 旨 以及 主 题语 境整 合起

来 。 在快 速 阅 读 的 过程 中 尤其 要 注 意每段 内 容 中 的 转 折

词 和连 接 词 ， 例如 ｌ
ｍ ｌ

．
 ｓｏ

，ｈ ｏｗｅｖ ｅ ｒ 等
，
还 有 文 章 中 过渡 句

也 要特别 关 注 ， 将关鍵词 找 出 来 之 后 要 根据 关键 词 的 含

义 以 及在 文 章的 作 用 将 相 关 的 问题 设 置 出 来
，
从而 使学

生 的思 路 能 够 向 更 深 、
更远 的地 方 扩展 ，

并 对 文 章 段 落 的

大 意进行 更加 快 速 和 准 确 的 归 纳 总结 ， 能 够对 文 章 的 中

心 内 容进行 一定 的 了 解 ？

３ ．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在 高 中 英语 阅读 教学 的过程 中 依 托主题语

境的教 学模 式 能 够对学 生 的 各项 能 力 进行很好 的 锻炼 ，
同

时还能够使课堂氛 围 更加 的 活跃 ，
并调 动 学 生 的积 极性和

主 动性 ， 能 够 有效地提高高 中 英语 阅 读教 学 的教 学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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