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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ＷＬ 阅读教学模式与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

———以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ｗａｋｅ” 教学为例

裘向萍

（上海外国语大学 西外外国语学校， 上海　 ２０１６００）

【摘　 要】 文章以 《高中英语校本阅读材料》 中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ｅｖｅｎ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Ｍｅｄｉａ 的阅读文章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ｗａｋｅ” 教学为例， 开展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的阅读课堂研究。

文章基于 ＫＷＬ 阅读教学模式， 探究如何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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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 提

出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文化意识、 思维品质、

学习能力等学科核心素养， 更加注重对学生思维

品质的培养。 思维品质是一个人的思维在逻辑性、

批判性、 创造性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水平。 逻辑

性主要表现为概念、 判断、 推理等心智活动。 批

判性主要表现为质疑、 求证的态度和行为。 创造

性是求新求异， 运用已知学习未知， 由此及彼，

举一反三， 推陈出新［１］。 思维品质对学生英语思

维的养成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阅读教学中， 教

师如何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思维品质？

有学者指出， 英语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

的过程。 学生在表达语言的实践活动中， 通过感

知、 预测、 获取、 分析、 概括、 比较、 评价、 创

新等思维活动， 建构结构化知识； 在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发展思维品质， 形成文化理

念，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促进他们英语

学科素养的形成与发展［２］。 由此可见， 阅读教学

是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重要途径。

一、 ＫＷＬ 阅读教学理论

在 “阅读研究热潮” 的带动下， １９８６ 年美国

学者 Ｄｏｎｎａ Ｏｇｌｅ 基于建构主义提出了著名的 ＫＷＬ

阅读教学模式。 该模式包含三个基本的认知阶段：

Ｋ 代表阶段一 Ｗｈａｔ Ｉ ｋｎｏｗ （我知道什么）； Ｗ 代

表阶段二 Ｗｈａｔ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ｌｅａｒｎ （我想了解什么）；

Ｌ 代表阶段三 Ｗｈａｔ Ｉ ｄｉｄ ｌｅａｒｎ （我学到了什么）。

这种阅读教学模式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

的主体地位［３］， 调动了学生主动提问的积极性，

为学生学习新知识搭建支架， 并建立起新旧知识

的桥梁。 除此之外， 它还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了

解学情， 制订出符合学生学习能力和思维特点的

教学目标。

教师通过 ＫＷＬ 阅读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

学生提问的兴趣。 而学生提问能更好地发挥其学

习的主体性， 激发探究学习的动机， 符合新课程

标准的要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 学生提出的往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