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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BL 教学模式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实践研究
董　丽

（上海市奉贤区崇实中学，上海 201499）

摘要：深度学习提倡对知识进行深层次的处理，把握其内涵，并以学生的自觉建构为基础进行迁移，在真实情境中去解决一个实际

的问题。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教学模式以问题为主线，教师主动引导学生利用现有的知识，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笔者以牛津上海版 6A Reading：Travelling time to school 为例，着重分析了 PBL 教学模式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有

效提升学生深度学习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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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要求，教师

应深刻理解学生是语言学习活动的核心，需引领学生围绕既定主

题，在语言实践中获取新知、探索意义、解决难题，并逐步从基

础的语篇学习过渡到更深层次的、超越语篇的学习阶段，确保这

一过程成为学生语言能力、思维素养、文化理解及自主学习能力

全面发展的途径（教育部，2022）。然而，当前教学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是，教学过于零散，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尚显不足，尤

其是在高阶思维如批判性和创造性方面，教师的实践多局限于理

解性等低阶思维的锻炼（教育部，2022）。因此，关键在于教师

如何巧妙设计教学活动，摒弃传统机械的教学模式和零散的教学

内容，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动学习者，深化他们对文本的理解、

感受与体验，促进语言的内化和应用，进而提升高阶思维能力，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学习。

PBL 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的主动性，把学习和问题联系在一起；

同时，它还设计了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任务，将学习置于复杂的、

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学生可以通过自主的探索与协作来解决问

题，并从中学习到隐藏在问题后面的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的问题

解决技巧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PBL 教学模式是适应新课程

标准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对提高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是非常有

效的。

二、PBL 教学模式概述

（一）PBL 教学模式的概念

PBL，其英文全称存在两种解读，一是医学领域的 Problem-

based Learning，二是北欧教育中的 Project-based Learning。本文聚

焦于前者，即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该理念由美国神经病学专家

Howard Barrows 教授在 1969 年率先提出。尽管 PBL 已成为近年来

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教学方法，但关于其确切定义尚未达成普遍

共识。2007 年，Nelson 提供了一个较为详尽的阐释：PBL 是一种

教学策略，它始于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该问题往往复杂且贴近

现实社会，要求学生以小组形式协作解决；在此过程中，学生需

主动分析问题、回顾旧知、筛选相关信息，并据此构建新知；小

组成员需共同决定哪些议题需集体探讨，哪些可由个人负责，同

时规划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路径（吴婷，2024）。基于这一理

论框架及英语课程标准的考量，笔者认为 PBL 教学模式的核心在

于将学习过程置于复杂且富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鼓励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围绕与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以此揭示问题

背后的科学知识，锻炼问题解决能力，进而运用新获得的知识和

技能应对更加复杂  的问题挑战，最终促进学生形成自主学习与终

身学习的习惯。

（二） PBL 教学模式的教学流程

支永碧认为 PBL 教学模式的教学流程包括六个环节，它们分

别是：（1）组织小组；（2）设计问题；（3）（呈现）遭遇问题；

（4）自我指导学习；（5）尝试利用新知识循环往复解决问题；（6）

学习过程中的总结、反思和评价（支永碧，2009）。根据基础教

育阶段的评估方法和教学活动的多样性，本文给出了以下设计（见

图 1）。

图 1  PBL 教学模式教学流程图

 通过此流程图，我们不难看出在整节阅读教学中，教学

设计以问题为主线。在充分研读教材和分析学情的基础上，教师

确定拟解决的最终问题（叶荔辉，2022）。为解决这个最终问题，

教师再设计要解决的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使其贯穿于整个教学过

程。而且教师主动引导学生利用现有的知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引导学生在情境中以小组学习的方式深入加工知识，

促进知识和技能的内化，深度学习一定会达成。

三、教学实践

笔者将以牛津英语上海版 6A Reading：Travelling time to school

为例，探析 PBL 教学模式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有效提升学

生深度学习能力的培养。

（一）立足教材和学情，明确本课的最终问题

1. 教材分析

本课是牛津英语上海版六年级第一学期第二模块 Going to 

school 第六单元的第一课时，阅读课，体裁是一份调查报告。该

单元的话题是人与社会中公共场所。

（1） 句型表达

本课时的话题是公共场所 ---- 交通出行，描述了孩子们出

行的不同方式，行程时间。因此，引导学生读懂描述上学所花时

间的相关表达，并正确运用 “How long” 进行时长提问，运用 “It 

takes”描述上学路上所花时间是本课时的重点，也是功能需求，

有其重要的交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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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音知识

此外，《上海市初中英语学科教学基本要求》对于初中生语

音学习，也提到了“在朗读中注意句子重音、意群和停顿；根据

连读和不完全爆破规则正确朗读……” 而其中根据连读和不完全

爆破规则朗读词组这点上要求学生达到 B 级水平，也就是要求学

生不单单是知道，而且还要理解。这样就明确提出了初中阶段学

生在学习英语并用英语表达时要关注重音，连读，语调等语流现象，

用正确的节奏说话。因此，这堂课学生要理解核心词汇 travel、

about、minute、hour 的意思和用法，并正确朗读；根据连读和不

完全爆破规则朗读 It takes、 half an hour、about ten 等。

2. 学情分析

（1）学生基础

本节课教学对象为实验中学六（6）班学生。本班 70% 学生

能感知单词、短语及简单句的重音和升降调；能听懂发音清晰，

语速适中的简短口头表达，获取基本信息；能围绕相关主题，运

用所学语言，与他人进行简单的交流，语音、语调基本正确；在

书面表达中，能围绕图片内容或模仿范文，写出几个意思连贯的话。

30% 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基本能做到有意识地通

过模仿学习发音，能基本听懂日常简单指令，能出声跟读音视频

材料，但不愿大声。

（2） 知识基础

学生对交通出行还是比较熟悉的，因此引入环节应该会很顺

利。通过文本找寻需要的信息，部分孩子还是有能力做好的。但

是他们在利用柱状图表示上学所花时间的调查结果以及读懂柱状

图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绿色出行理念，这方面应该会有很大难度。

基于对教材和学情的分析，笔者确定本课拟解决的最终问题

是学生学会正确运用柱状图呈现上学路上所花时间的调查结果，

并运用一般现在时口头描述调查结果，树立绿色出行的环保理念。

（二）明确相关具体问题，设计方法和步骤

1. 需解决的相关问题：（1）做调查时如何提问；（2）采集

信息画出柱状图；（3）学会介绍柱状图语篇框架。

2.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1）词汇学习：理解核心词汇 travel，about，minute，hour

的意思和用 法（知识学习）；

（2） 语 音 学 习： 根 据 不 完 全 爆 破 和 连 读 规 则 朗 读 i（t） 

takes，abou（t），ten abou（t） ten；（知识学习）；

（3）句型学习：正确运用“how long”进行时长提问，运用“it 

takes”描述上学路上所花时间（知识学习）；

（4）阅读理解：引导学生开展三个层次的阅读理解，进行有

效输入。

1）基于文本的理解。根据文本提供的事实提取信息，进行基

于文本的理解。（知识学习）；

2） 对文本的深度理解。根据文本信息，对作者意图做出合

理的推断和判断。对内容做评价。（建立知识体系）；

3）高于文本的理解。根据自己对内容的分析，做出评价（建

立知识体系）；

（5）作图和表达：在熟悉和巩固文章知识的基础上实现知识

迁移，更好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深度学习的习惯和

能力（创新和迁移）。

四、教学过程

笔者自任教这个班开始，就把全班分成了六个学习小组，每

个小组尽量做到男女比例协调，优秀生、中等生和学困生平均分配，

在小组合作中，小组成员互相帮助、互相倾听，为达成共同的学

习目标而努力，这种积极的学习氛围，为在课堂中进行深度学习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读前环节 Pre-reading

活动 1：认真读图，合理预测

引导学生通过读文章插图来预测将要学习的课文内容。根据

所给插图（见图 2），有的学生预测今天的课文内容可能是关于

上学的出行方式的，有的认为是关于出发去上学的时间。在笔者

的追问下，他们说出推测的依据来源于插图上的四种交通方式以

及四个钟面。

图 2  Simon 等五位学生的上学出行方式

[ 设计说明 ]

这个读前预测环节不仅会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也让学生意

识到读图能力的重要性，所有的预测都要与本单元话题相关以及

充分利用插图上的信息进行合理推测。

（二）读中环节 While-reading

活动 1： 置身真实语境，学习核心词汇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带领学生在语境中学习表达出行的核

心词汇：about ten minutes，take 以及句型结构：It takes sb. st.. 和

How long ….? 包括复习不完全爆破和连读。这个环节帮助学生理

解了运用“it takes”描述上学路上所花时间，运用“how long”进

行时长提问，为解决最终问题打好语言支架。

活动 2：呈现新问题，感悟体裁

学生在解决问题 Did they write the text by themselves? 和 What 

did the writer do before writing the text? 的过程中认识到这是一份调

查报告，并根据回答复习做调查时句型 Do you live near or far away 

from school?，How do you go to school? How long does it take? 为接下

来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做铺垫。

五、结语

本课例中的 PBL 教学模式整合把学习设置于复杂的、有意义

的问题情境中，整合真实情境、学科内容和语言学习。在学生解

决最终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和文本、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都

全面互动。学生在理解和记忆对上学路上所花时间的表达方式的

基础上，读懂描述上学路上所花时间的柱状图，并能够在一个真

实情境中用所学句型调查周围同学每天上学所花时间以及绘制出

相应的柱状图，学习到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最终可以运

用一般现在时口头描述调查结果，实现知识的迁移，更好地认识

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生在有意义地运用语言和技能的同时，他们

的思想情感、文化修养和思维品质等都在多方位、多层次目标的

协同发展，英语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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