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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前展示课让英语课堂活起来 ①

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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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英语课程的总目标是使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英语学习的目的，发展自
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形成有效的英语学习策略；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通过教学实

践，在每个单元前让学生就这个单元相应的主题进行一次展示课活动，使学生的学和老师的教能更加有效的结合起来。

利用单元前展示课使课内外活动有效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英语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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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单元前展示课的提出背景
１．１　现实情况

笔者从原湘潭县省级示范性中学调入现湘机中学，在半个月的教学后，发现城市的学生虽然口语较

农村学生要好一些，但基础知识却反而没农村学生扎实，且在学习的勤奋度和对英语的学习兴趣上与原

来所教的学生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单词不强制默写是很难有学生主动去记的，课文不强制背诵是很

难听到学生主动去读的，练习不收上来检查是很少有学生主动去做的等等。因而，刚开始的教学让笔者

觉得非常的不适应，一个单元的教学很难顺利的完成下去。第一次月考的成绩出来让笔者大为吃惊，全

班５４人，及格的同学仅４人，最高分为１１２分，６０分以下的有３１人，最低分为２１分，班平均分仅５８．０５
分，看着这样的成绩，笔者都不知道如何继续自己的教学。但当笔者看到学生们在唱英语歌和做Ｐｒｏｊｅｃｔ
时的积极反应，让笔者看到了希望，那就是在教一个单元前先让同学们来上一堂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展

示课，从而使后面的单元教学内容让同学们提前的了解，使单元教学能顺利开展下去。

１．２　理论依据
１．２．１　皮亚杰活动教学理论

皮亚杰的活动教学法指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做的任何工作，重点在于学生的主动参与而不只是

被动式的听讲，并鼓励学生从实践中学习、手脑并用，强调思考、分析与表达能力的培养将知识学习与生

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造成他们身心的全面发展［１］。这与我们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采用活动途径倡导

体验参与，学生通过在用中学，在用中促进语言实际运用能力是相吻合的。

１．２．２　杜威活动课程理论
杜威推崇的课程是以学生本身的社会活动为中心的课程，即“活动课程”。学生就是在各种活动中，

以“做中学”—游戏、活动、操作、研究、交往等方式来获得经验。因此，在他的教育活动中，学生唱主角，

教师是剧务，教师要根据学生在活动中的需要提供相应的道具，因而成为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帮助者

和引导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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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
新课程标准指出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课堂教学活动的设

计应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应增加开放性的任务型活动和探究性的学习内容，

使学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会合作，发展与人沟通的能力。教师在设计

教学任务时，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设计不同的任务，使所有的学生都能进步。单元前展示课的想法

脱胎于牛津教材的Ｐｒｏｊｅｃｔ板块，笔者认为，如果说 Ｐｒｏｊｅｃｔ板块是“先学后用”，那么单元前展示课则正
好是“先用后学”，是对单元教学的有效补充，且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２　单元前展示课的实施
２．１　准备阶段（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首先是分好组，一般来说笔者以６至９个同学为一组，确定组长，由组长分配各个成员的任务以及
本次展示的形式。然后，在教下一个单元前一周，笔者就将本单元的主题选定，一般而言，笔者就以本单

元的主题作为让学生进行展示的题目。如在上模块九第三单元的“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ｃｏｌｏｒ”前，笔者就让学
生们以ｃｏｌｏｒ为主题，笔者给学生们提供红、白、蓝、黄、绿、紫几种颜色，由组长选取颜色，就这种颜色在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场合所代表的不同含义进行展示，并要求学生以课件、情景表演、话剧、歌舞等

形式来进行展示。最后，由各组选出一名代表充当评委，并且制定出评分细则。每次展示课前，由同学

们选出主持人，再由组长进行抽签确定展示的顺序。然后，学生们在各自组长安排下开始进行调查研

究，收集整合资料，为了这一主题而分工合作。

２．２　制作阶段（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收集所有小组成员探索、研究的观点，制作课件、小册子、海报、视频、编排情景剧等。

２．３　展示阶段（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各小组按照顺序通过课件、海报、小册子、表演等向全班同学展示自己的成果。评委和老师一起进

行评分。

２．４　评价阶段（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首先对展示获得前三的小组给予一定的奖励，然后由第一名的获得者的组长谈自己的感受，最后由

老师对所有组进行优缺点点评，从而使学生们在做下一次的展示时能表现得更加优秀。

３　单元前展示课的意义
３．１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ＭａｒｉａＭｏｎｔｅｓｓｏｒｉ在其蒙氏教学法中有这么一句话 “ＴｅｌｌｍｅａｎｄＩ＇ｌｌｆｏｒｇｅｔ；ｓｈｏｗｍｅａｎｄＩｍａｙｒｅｍｅｍ
ｂｅｒ；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ａｎｄＩ＇ｌ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从此话中可以看出通过活动的开展，学生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习了
英语，尤其是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而言，单纯的要他们去读课文、背单词，大部分的学生肯定是极不情愿

的。而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们对于英语的排斥感就在活动中不自觉的被磨掉了，自然的就融入到

英语的氛围中去了。笔者刚开始教模块九时，一个单元教下来，觉得就像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学生们

则感觉是度日如年。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一个单元书上有些什么内容，看不懂阅读材料说了什么？所以

一个单元花了２周的课时都教不完，而且课堂气氛非常的沉闷。随着所学内容难度的加大，学生对英语
变得越来越没兴趣。而通过单元前活动课的开展，随着同学或被动或主动的参与到活动中来，在实践运

用中感受到了英语的魅力，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逐渐的提高了上来。

３．２　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通过单元前展示课的开展，学生们对整个单元的知识体系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而且，通过这

种多种形式的展示，学生们对将要学习的知识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甚至一堂展示课下来，学生们

将这个即将学习的单元中的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ｏｒｄｐｏｗｅｒ，ｔａｓｋ以及ｐｒｏｊｅｃｔ中的内容都会有所涉及，这就为整个
单元教学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笔者在全市高三复习研讨会上执教的模块十第四单元 ｒｅａ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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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ｙｂｅｒｃｒｉｍｅ”时，虽然学生的基础不是很好，但是在研讨课中学生们配合非常积极，
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受到与会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就是因为在这个单元前学生们已经上了

一次以“ｃｙｂｅｒｃｒｉｍｅ”为主题的单元前展示课，在展示课中学生们就将形形色色的网络犯罪罗列了出来，
并且针对网络犯罪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方式。因而在上ｒｅａｄｉｎｇ时，学生们对课文所提的现象就非常的
熟悉，阅读理解起来就简单得多了。而且，在教本单元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Ｙｏｕ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时，学
生对于其中的所提的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也是在展示课中就有所了解，教与学都变得相对轻松起来。可

见，通过单元前展示课能使学生对整个单元都大概有所涉及，极大的提升了教学的效率。

３．３　培养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能力
布卢姆曾说过：“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通过单元前活动课的开展，让学生们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相应主题，从而使所有同学都能自主的参与进来，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学生们做起

来就积极主动多了。比如在上模块九第四单元“Ｂｅｈｉｎｄｂｅｌｉｅｆｓ”时，笔者就确定本次总的方向是“ｒｅｌｉ
ｇｉｏｎ”。学生们在后来的展示课中有常见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而有个组居然是选择的白莲教，
虽然这个话题并不是很好说，但是通过本组成员的努力，还真的被他们找出了白莲教的相关知识并在展

示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此，当学生对所做事情感兴趣时，他们就会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究。尤其是

对于基础差的学生，他们在活动中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的价值，从而从原来的被动学习逐步

的向主动学习靠拢。从展示课的实践情况来看，自始至终每一次任务的完成都是每个成员通力合作的

结晶，每个成员的责任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努力克服英语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相互帮助，共享资源，一

起出谋划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而由于每一次主题虽然来源于教材，但却又超出了教材，因

而学生在完成任务时不得不对自己所选择的主题进行研究与分析，通过所有成员的相互探讨，最终形成

有自己特色的成果，因而每一次展示课的进行，都是一次对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学习能力的培养。

４　单元前展示课开展后的反思
反思之一，通过一年的教学，学生们对于英语的学习兴趣明显的提升，课堂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而且

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逐渐的提高。所带班在最终的高考中取得的成绩还是很令人满意的，最终及格的

同学有２５人，最高分达到１３９分，班平均分达到了８６．５３分。较一年前的成绩来说有了巨大的变化。
反思之二，单元前展示课既是学生课内外活动有效结合的一种途径，又与教材的Ｐｒｏｊｅｃｔ相互呼应，

是对教材的一种有益补充。通过两者的结合，给了教师和学生充分的发挥空间，既有利于改变教师作为

知识的传授者和灌输者的角色，实现和谐的师生关系，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式，他们可以通过

网络、多媒体、各种形式的课件制作、学生间的讨论、师生间的咨询和交流等等，再结合他们自己的社会

生活实践，去主动获取知识；它充分地利用了学生的求知欲和表现欲，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

习和实践充分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在用中学，在学中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稳

固性。

反思之三，在面对高中生繁重的学业负担和紧张的教学课时来说，要将单元前的展示课活动坚持下

来，对于老师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但是笔者认为，与其在沉闷乏味中赶教学任务和进度，不如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中接受知识，运用知识，感受成功。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过：“所有智力方面的活

动都要依赖于兴趣。”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当学生们对英语感兴趣了，那教

学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参考文献：

［１］罗婉文．试论皮亚杰的活动教学理论对活动课程建设的启示［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６）：７３．

［２］李学丽．杜威的活动课程论对综合实践活动的启示［Ｊ］．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１０（４）：１０－１２．

（责任校对　晏小敏）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