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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語閱讀課程深度學習場域構建研究

李曉靜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摘　 要:
 

本文以深度學習理論為基礎,探討分析了如何構建大學英語閱讀課程深度學習場域中閱讀策略、環境、任

務、對話、內容、反饋等場域,試圖總結出大學英語閱讀課程深度學習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
 

大學英語閱讀;深度學習;場域

一、
 

大學生英語閱讀學習現狀

當今大學生閱讀學習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大部分大學生將英語閱讀內容視作零散的信息單

元,集中關註關鍵信息和關鍵句,習慣快速提取和機械記憶文本信息來回答教師提出的相關問題。 其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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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學習的認知不足(如知識認知碎片化、理解概念膚淺且不能長久保持),較少對所學知識的深層加工。
關聯、批判和創新能力差,習慣被動接收事實信息。 第三,英語閱讀興趣、動機不強,投入時間和專註度不

足,缺乏個人情感體驗、評價和反思。 第四,整體處於被動甚至被迫閱讀的狀態,缺乏深度閱讀體驗。 大部

分學生的課堂參與度不高,缺乏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學習通常停留在表層,缺乏深入理解和應用。

二、
 

英語閱讀課程深度學習的內涵

(一)
 

深度學習體系強調教師不斷改進教學設計,采用恰當教學策略,合理實施教學評價,激發和維持學

生強烈持久的學習動機。 學生對知識的深度加工過程,包括批判性理解、信息整合與建構轉化。 批判性地

學習新的思想與事實,理解知識符號,分析概念,解讀文本,掌握知識內在涵義,深度加工知識,並在新舊知

識之間建立整合聯系。 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開展批判性探究學習,基於原有的認知經驗對需加工的知識進

行質疑、論證、推翻、證明。①

(二)
 

深度學習要求學生在課堂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交流與合作,是在師生間、生生間、學生與文本之

間、學生自我基於內在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帶有態度、價值觀的表達和互動過程。 積極傾聽外界聲音,深入

體驗、思考和感悟文本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態度和價值觀,表達自己獨特的、批判性觀點;理解問題的表

征、知識目標以及相應解決條件,創造性地解決復雜問題,實現知識、技能在具體情境中的遷移與運用,促進

深度學習目標的達成;在深度學習過程中,學生不斷評估自我學習能力,在教師的建議下積極調整學習策略

與方法、學習情感,有計劃、有監控、有調整地開展深度學習,促進認知活動的有效開展;在認知過程中註重

批判理解,強調內容整合,促進知識建構,著重遷移應用。 學習者歷經多步驟、多層次的信息加工過程,產生

質疑、批判、反思等復雜思維,提出創造性的觀點,實現思維遷移。 使學生建構起條理清晰、邏輯嚴密的知識

結構體系,使學生具有應用自己或別人的思想、概念於新情境的能力。
(三)

 

淺層閱讀是學生在閱讀過程中註重單個詞、句,只理解文章字面意思的閱讀方式;深度閱讀是學生

在淺層閱讀的基礎上挖掘文本深層涵義、批判性理解文本、獲得個人情感體驗和培養獨特審美情趣的閱讀

方式。 英語閱讀策略可分為對文章意義的解讀、內容的預測和詞匯的處理、語言監控策略和情感策略。 大

學英語閱讀課程深度學習是學生運用高階學習策略(新舊知識整合、批判性反思、遷移運用等)完成對知識

的建構。 學生主動參與投入到英語閱讀課程的課前任務和課堂內外的學習活動,積極評估和反思,在不同

英語真實情境中運用技能遷移解決現實情境問題,從而提高英語綜合應用能力,尤其是與人交際、解決實際

問題的能力。 學生在課前掌握文中重難點、完成文本材料的拓展閱讀、音視頻材料的聽和看,發現問題,借
助自學平臺和學習資源解決問題、理解主題內容、拓展主題觀點;主動融入學習小組,積極發表觀點並虛心

學習其他成員的意見,取長補短,樂於助人,通過分工協作、討論探究共同完成小組任務;增強交際意識,在
生活實踐中運用英語綜合應用能力解決實際問題;批判性地思考他人在語言表達、觀點論述中的優點和不

足,客觀看待參考答案,從他人反饋和評價中反思自己。 學生在感知與理解、批判與質疑、抽象與思辨、體驗

與感悟中重構知識體系並實現自我能力發展。
(四)

 

關註閱讀「最近發展區」,教學目標兼顧多維度、指導閱讀「三高」教學,教學內容註重整合、搭建閱

讀學習「三支架」,教學方法凸顯情境與對話、構建閱讀深度學習場域,教學評價彰顯發展性、促進閱讀學習

「三感」生成。②從淺層學習轉向深度學習,學生對所觸及的知識與信息進行深度加工和意義生成,形成對文

本的深度理解、掌握與運用,對改變閱讀學習中的淺層、機械、被動學習等異化現象,提升英語閱讀學習質量

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英語閱讀教學理論主要有圖式理論、元認知策略理論、語篇分析理論、輸入假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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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英語閱讀教學模式有翻轉課堂、問題鏈教學、任務型教學等;英語閱讀教學方法有項目教學法、產出導向

法、詞塊教學法等;英語閱讀教學設計有思辨式、支架式、活動觀視角設計等。

三、
 

大學英語閱讀課程深度學習場域

(一)
 

閱讀策略場域

1.
  

聯系、整合多學科信息策略,提前了解多學科知識,整合多學域信息。

2.
  

聯系、整合新舊信息策略,善於調動舊知,將已有知識遷移到新的情境中,批判性地學習和構建新的

思想和內容。
3.

  

自主-協作策略。 閱讀課上學生從無條件接收信息到提問、追問,從單純記憶到反思,從依賴教師講

授到獨立思考,不斷提高學習效率;閱讀課後的網絡學習平臺不僅提供英文學習內容,有指導和檢測評價體

系,還提供專門的答疑鏈接。 教師可通過微信群或利用網絡教學平臺發布學習目標,布置學習任務,學生定

時提交學習進度,發布學習成果,或對某些問題的觀點、言論各抒己見。 教師發布學習成果和補充英文學習

資料,學生相互競爭、相互學習,實現閱讀課後的深度學習。
4.

  

閱讀具體策略。 英語閱讀策略包括解讀文章意義、預測內容、語言監控和情感策略。 大學英語閱讀

課程深度學習是學生運用高階學習策略(新舊知識整合、批判性反思、遷移運用等)完成對知識的建構,不斷

評估和反思學習內容,運用技能遷移解決現實情境問題,最終提高英語綜合應用能力。 在閱讀記憶方法上

給與學生更多的指導,鼓勵學生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相互交流,探索適合自己特點的有效記憶方式,增加

自信心,提高效率;教師適當運用多種教學方法,知識性與趣味性相統一,想方設法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信心,
增加學習的深度,提高學習效率;英語教師的關註焦點包括學生的專註度、教授的知識、啟迪學生和塑造學

生品格等方面;教師的課堂教學方法應能吸引學生的課堂註意力,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在學習中,反思

可以讓學生認識自身學習的弱點,從而采取補救措施,提高學習效率。
5.

  

思維導圖策略。 在英語閱讀教學中應用思維導圖,可以使英語知識點邏輯化、認知系統可視化、新舊

認知系統的融合內化,推動學生思維升級,重塑認知系統。 在構建閱讀文本思維導圖的過程中,教師引導學

生抓住中心句或中心詞,深化學生對文章主要框架的理解。
閱讀教學後通過思維導圖引導學生有效輸出,創新思維能力。 學生使用思維導圖復述課文,梳理文本

內容主線框架,掌握文章大意和核心主旨,做到有圖可循、總覽全局,將信息可視化、生動化,各知識點之間

形成體系和層次。

(二)
 

環境場域

1.
 

創設人人爭學、互動良好的課堂氛圍。 教師給予適當的物質獎勵、精神鼓勵,樹立學習榜樣。 提前設

定學習評價指標,按照課堂學習表現對學生進行即時優差評價,引導學生樹立競爭意識,落實深度學習要求。
2.

 

創設教室、寢室閱讀角和班級書架。 鼓勵學生利用碎片時間靈活把控閱讀實踐和閱讀交流互動,和
閱讀教學、專門閱讀有效互補。

3.
 

創設閱讀俱樂部。 閱讀俱樂部幫助具有共同愛好的閱讀迷們享受更多圖書所帶來的樂趣和機會,有
利於深度閱讀的互動和深化。

4.
 

引導閱讀者的閱讀態度,改善影響態度的相關因素。 閱讀環境是指除進行閱讀的時間、地點、設施、

261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布置、人群、氛圍等外在因素,還包括閱讀者的心理定勢。 教師利用多種有利因素,引導閱讀者改善閱讀態

度,逐漸形成心裏定勢和閱讀習慣。

5.
 

引入有能力的閱讀指導者或閱讀誌願者。 請一位值得信賴、經驗豐富且在閱讀體驗中收獲良多的閱

讀指導者(或誌願者)幫助和示範,閱讀學習者遇到的障礙都可以被克服。

(三)
 

任務場域

1.
 

教師提前確定並公布英語閱讀課程深度學習的任務目標,如觀察分析、概念建構、信息加工轉化、批

判和創新思維等能力目標。

2.
 

明確英語閱讀課程深度學習的分層任務,如設置前置性任務。 學生閱讀文本,通過略讀和精讀相結

合的方式提煉文本主要信息,教師引導學生質疑並發現問題。

3.
 

設置合作型任務,引導學生通過交流互動、討論、頭腦風暴等形式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 教師應設置

適合合作學習的任務,鼓勵學生采取同伴對話、小組合作、辯論、表演等多種方式獲取問題答案。 學生在合

作型任務中發散思維,增強對知識的理解,提高對英語知識的加工輸出能力。

4.
 

設置主題延伸型任務,引導學生實現知識遷移。 英語教師結合英語文本主題,讓學生發表個人觀點,

對文本內容進行仿寫、續寫或改寫,推動學生深入理解和感知文本內容,主動遷移、轉化和運用知識。

(四)
 

對話場域

英語閱讀課程深度學習對話場域可分為教師生成話題板塊、師生和生生對話板塊、師生和生生視域融

合板塊。 教師采用角色體驗、情境轉換、主題辯論、頭腦風暴等多種形式豐富對話形態,推動學生深度學習。

(五)
 

內容場域

1.
 

歐美國家英語閱讀分級體系。 藍思分級體系是由美國教育科研機構研究出的一套衡量學生閱讀水

平和標識文章難易程度的標準,是衡量閱讀能力與文章難易度的科學方法。 以數字表示難度,後面加字母

L,如 800L。 教師根據學生現有水平和能力,因人而異,指定英語閱讀難度範圍。

美國教育年級 藍思值級別 中國教育年級

美國學齡前 0-100L 中國學齡前

美國學齡前 100L-200L 中國小學 1-3 年級

美國學齡前 150L-300L 中國小學 4-6 年級

美國小學 1 年級 200L-400L 中國初中 7 年級

美國小學 2 年級 300L-500L 中國初中 8 年級

美國小學 3 年級 500L-700L 中國初中 9 年級

美國小學 4 年級 650L-850L 中國高中 1 年級

美國小學 5 年級 750L-950L 中國高中 2 / 3 年級

美國小學 6 年級 850L-1050L 中國大學 1 年級

美國初中 7 年級 950L-1075L 中國大學 2 年級

美國初中 8 年級 1000L-1100L 中國大學 3 年級

美國初中 9 年級 1050L-1150L 中國大學 4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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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美國教育年級 藍思值級別 中國教育年級

美國高中 1 年級 1100L-1200L 中國碩士研究生 1 年級

美國高中 2 / 3 年級 1100L-1300L 中國碩士研究生 2 年級

SAT / GRE、GMAT、CAST 1300L 中國博士研究生

藍思分級和中國學生英文閱讀能力之間的對照關系表

AR 值(Accelerated
 

Reader),其數字值表示閱讀能力相當於美國學生幾年級第幾個月,如 AR5. 5,表示

在五年級第五個月時,學生可以獨立閱讀的書。 AR 值除考慮詞句長度、詞頻,還會結合整本書中詞匯的學

習年級和使用難度等,針對全書給出一個閱讀級別。
在英美學校裏,老師會采用 STAR 或藍思體系等定期測試學生的閱讀水平,並為其選擇適合的書籍。 對

於已經有一定基礎的學生,可以按照 Five
 

Fingers 的原則進行選擇,或通過做些測試來檢驗對文章的理解程

度。 讀者評估旨在幫助讀者了解自己目前的閱讀水平,找到最佳的閱讀區間。 Star
 

Reading
 

Assessment 是
AR 旗下專業的讀者測評體系,采用了自適應測評(Computer-Adaptive

 

Assessment),即系統會根據答題的正

確率來調整下一道題的難度。 如果答對,下一題難度會緩慢提升;反之則降低難度。 大學英語閱讀內容宜

借鑒歐美成熟閱讀分級體系,采取藍思、AR(STAR)分級體系來指導大學生英語閱讀內容的推薦。 分級閱

讀模式就是根據大學生英語水平、語言技能和理解能力等內容,將學生劃分成不同的等級,然後對不同等級

的學生采取不同閱讀教學措施的一種教學模式。③

2.
 

最佳閱讀區間。 當閱讀內容匹配讀者當下的閱讀能力,讀者就能獲得最佳閱讀體驗:內容不會簡單

而無聊,有一定難度但也不至於努力了也達不到而產生挫敗感。 這個最佳閱讀區間能保證讀者的最佳閱讀

體驗。 階段性地(半年左右最佳)進行讀者閱讀能力評估,可以精準跟蹤閱讀能力的發展,製定下一階段的

詳細閱讀計劃。

(六)
 

閱讀反饋場域

1.
 

階段性讀者能力測評。 AR 系統在閱讀過程中給閱讀者提供更多及時和細致的反饋:讀完一本書,讀
者可以進入 AR 系統找到這本書對應的 AR

 

quiz 進行測試並以測試報告的形式得到及時且詳細的反饋。
2.

 

閱讀反饋。 英語文本閱讀所引起的反應中,部分學生會很欣賞某本書,希望能重新體驗閱讀快樂。
具體表現為:渴望重讀,或閱讀該作家的其他作品,或閱讀同類作品。 這種閱讀正面體驗能促進良好的閱讀

習慣和積極的思維定式;部分學生很欣賞某本書,忍不住想找人聊閱讀內容,希望和朋友一起分享和體驗。
如果教師能結合時機恰當引導,也能幫助閱讀者形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和積極的閱讀思維定式。

注釋

①
 

劉傑:《深度學習指導下的英語閱讀教學路徑探索》,《
 

教材教法》,2022 年第 8 期,頁 127-128。

②
 

李林奉:《高中英語閱讀深度學習的教學設計研究》,西南大學,2020 年。

③
 

王連雙:《大學英語閱讀分級教學中的分級閱讀模式研究》,《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6 年第 4 期,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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