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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课文主题为线索，将班级按个人差异平均分成几个小组，共同围绕同一个主题，串联文章的内在层次和逻辑关系，优化设计阅读

活动，让学生充分参与课堂，使阅读课也能有静有动。使学生在合作与竞争的英语课堂里，提高学习语言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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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初中英语阅读教学十分重要，所谓“得阅读者得天下”。以分组合作

教学拓展初中英语主题阅读，打破了传统的单篇英语阅读教学理念，改

变了机械的英语阅读活动组织形式。本文基于笔者和课题组成员研发的

一节课为例，以主题的多元探究为线索，结合学生生活实际，优化设计

分组合作阅读活动，使学生会学、乐学、爱学。 

1 课例分析 

1.1 巧设提问，自然分组 

本课例整合了鲁教版八年级上册 Unit 1 Could You Please Clean 

Your Room? Section A 3a 和 Section B 2b 部分的 3 篇阅读材料。以学

生在家里是否要做家务为主题，进行开放性命题提问，学生踊跃回答后

形成了两个鲜明的对立面，自然形成了两个互助小组。之后的提问，小

组 PK 抢答，这使得学生思维更活跃、注意力更集中，激起了学生的阅读

期待。 

1.2 有效整合，激发思维   

Section A 3a 的课文讲述了主人公 Nancy 从抱怨要做家务到主动为

父母分担家务的故事。课文的主线就是“I finally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to share the housework to have a clean and comfortable home.”

主人公 Nancy 向妈妈认错，隐含着女儿理解父母的不易，感恩父母的付

出和教育。而文章到这里为止，为故事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Section B 2b 是两封信，内容分别是 Ms. Miller 和 Mr. Smith 就

“Should kids do chores at home?”这一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以这一

主题为线索，这两封信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能

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分析。两封信的结构都是“总-分”结构，有利于学生

把握此类议论文体。与此同时，本单元的 3 篇阅读篇章都为学生表达自

己观点和论述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支持。 

1.3 分组合作，事半功倍 

先分组合作讨论完第一篇阅读文章中 Nancy 的做法对吗？两个对立

的组各自在文中找论点、论据并经过各自小组集体讨论后，分组陈述各

组的观点和论据。 

接下来，在阅读第二和第三篇文章时，笔者设计了分两组各自读一

封信。如一组通过阅读找到 Ms. Miller 对于学生是否要做家务这一话题

所持的态度及理由，另外一组通过阅读找到 Mr. Smith 对这一主题所持

的观点和论据。笔者设计在读完两封信后，进行辩论，将复述课文变成

了小组活动，4 人一组，1 人记录，1 人搜集资料（课外的也可以），1

人联系对方辩友（知己知彼），另外 1 人做总结汇报。两组通过同时做不

同的事，减少了阅读时间，在分享对方的阅读报告的同时，也会进行比

对思考，做到事半功倍。 

后，又从信这一体裁入手，学生通读完两封同题材的信后，对同

类题材的信的格式和基本内容都有所掌握，因此语言结构也很熟悉，方

便今后的写作。笔者设计“回头看”环节，回过头去看 Nancy 的那篇文

章（第一篇），设计写作任务。假如你是 Nancy，请你写一封信给妈妈（开

放式命题），可以写认为中学生不应该做家务的观点和理由，也可以写认

为中学生应该做家务的观点和理由。 

1.4 分中有合，共同参与 

分两大组，组内有分工合作，两组之间也有分工合作。如话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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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班级内持对立观点的同学分成了两组，在组内互相讨论、分工合作，

组与组之间激烈的辩论后，大家都会生成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在老师的

引导下又可以合起来分享这种精神上的成果。达到智育与德育的双丰收。 

1.5 整体感知，体会动机 

阅读理解的过程与其说是理解文本的过程，不如说是理解作者写作

意图的过程。Passage2 和 Passage 3 为两封信，内容是探究文中对主

题问题不同人所持的不同观点及论据。学生对这两封信的理解不应只是

表面的通意，还需达理。在整体感知文意后，将自我代入文本，似乎是

孩子与父母就是否要在家做家务进行“互动”，帮助学生换个角度思考问

题，感恩父母，主动承担家务，达到以情助学的目的。 

1.6 深入主题，挖掘内涵 

承接上面的分组阅读活动，老师引导学生进一步深入思考做家务的

意义。用本单元所学单词句型来表达积极的观点，如：I know many of you 

often help your parents do chores at home. You are really great! 

Doing chores is not just doing some housework.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more behind it. Please say more about it with some useful 

sentences. Eg: Children who help their parents with chores are 

those who love their parents.学生有了更多的积极的观点。通过这样

的互动，使学生沉淀了良好的行为价值取向。 

1.7 读后拓展，学会成长 

在学生对做家务这件事有一定的认识后，再回到第一篇文章，假如

你是 Nancy，你会怎么解决你和妈妈的矛盾，为什么要这样做？学生纷

纷回答各种解决办法，如打电话、写信、买礼物、多做家务或主动和妈

妈当面道歉。通过此举，使口述为写作做好了铺垫，以说促写。 

1.8 续写故事，培养品质 

将第一篇文章的结局进行续写，即上一步骤的延续，口述后，再在

此环节结合大家智慧的结晶进行总结续写，产生积极向上的思维品质。 

1.9 回归主题，总结升华 

老师让学生回看本节课的主题：“Should kids do chores at home?”

回顾 3 篇文章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新的认识，学生的回答较上课

前更具有条理性和逻辑性。丰富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和思维品质。 

1.10 布置作业，回到生活 

仿照 passage 2 和 passage 3 的语篇结构给 Nancy 写封信，表达自

己对做家务的观点，并建议她如何处理好与妈妈的矛盾。 

2 教学反思与推广价值 

这节课是在本校八年级课题组的集体备课下，探索实践出来的一节

课题研讨课。课题组成员就分组合作教学在初中多篇英语主题阅读课中

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2.1 教学反思： 

2.1.1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单元目标语言，围绕主题，进行深层次的分组合作

阅读。增加阅读成就感，培养阅读兴趣。 

教学难点：在掌握阅读技巧、培养阅读能力的同时，对学生进行德

育，深挖人物的优秀品质，从而塑造学生健全的人品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1.2 需改进的地方 

指令要清晰， 好辅以示例讲解，并通过提问来检验学生的理解。

加强小组活动过程中的监督，要频繁往返小组之间，倾听学生的提问，

必要时给予帮助，减少学生使用中文交流的几率。训练学生适应指令或

手势，做到能静能动。设计教学反馈和小组评分机制，来检验学生对整

堂课的掌握程度。 

2.2 推广价值： 

2.2.1 读前情境导入，巧用主题，引发学生思潮。 

2.2.2 深入文本，带入角色，边读边议，在读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 

2.2.3 整合资源，设计分组合作阅读任务，提高阅读效率，塑造学

生优秀行为。 

2.2.4 以情助学，延伸主题，发散学生思维能力。 

2.2.5 创设有意义的读后活动，总结归纳，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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