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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ＡＲＣＳ模型下的高中英语
主题式阅读教学研究 ①

———以牛津模块三为例

钮玉梦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针对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端和新课改后阅读教学存在的隐患，以近年来新提出的 ＡＲＣＳ理论模型为基础，以
新课改下的牛津高中英语教材为例，通过主题式阅读策略来指导教师阅读板块的教学，并设计了一套全新的阅读教学教

案，分析探索了新的教学方式，认识到了主题式阅读带来的影响，最终目的是在今后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

学生的阅读技能，丰富知识和情感上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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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教学中，听说读写必不可少，而阅读板块更是重中之重。新课改后，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体

系应运而生，课程内容更具有时代性，课程资源更加丰富，英语教材体系也更加规范。而在新课改后牛

津高中英语系列教材的编写中，每个单元为一主题的学习板块分布，将课内知识与课外拓展有机结合，

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发学习潜能，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随着教学模式的翻新，美国佛罗里

达大学的Ｋｅｌｌｅｒ教授于１９８７年提出了ＡＲＣＳ动机模型［１］。该模型主要探讨如何通过教学设计来调动

学生的学习动机。本文以这一模型为基础，结合新课改后的主题式阅读策略，来讨论如何进行高中英语

主题式阅读的教学。

１　传统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弊端
尽管新课改已实施好几年，但在教学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在阅读教学部分，还有很多值得改进

的地方。

１．１　在阅读中教师介入多，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在学生阅读前将文内生词、短语和句型挑出来讲解，这样教师主动

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师生间形成一种“授受”的状态。其实在阅读教学中，学生与文章的交流

是主要的，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只起辅助作用。教师若在教学中过多“干涉”学生，只会让学生形成一种

“被学习”的依赖心理，同时也会压抑其学习主动性，在今后的阅读中自主学习的能力也相对减弱。

１．２　阅读选材不太新颖，内容偏枯燥
新课改后，虽然大多数教材中的阅读部分已重新编写，且越来越贴近生活，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

有些材料的内容已远远落后于现代生活的轨迹。文章选材偏向陈旧，教材内容的编写枯燥，无法与现代

主流思想接轨，导致课堂氛围比较沉闷，学生的阅读兴趣提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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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学生阅读量太少，缺乏课外阅读
虽然新课改在选材内容和范围方面与时俱进，但要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仅限于课本教材的内容是

远远不够的。在现代课堂教学中，许多教师仅仅完成了课堂教学任务，而缺少给学生课外阅读的拓展。

学生阅读量的多少、教师课外阅读材料的选择，都与能否提高学生阅读水平和检验教学效果的好坏有密

切联系。

因此，从以上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端可以看出，新课改后的阅读教学应在如何选材、如何提高学生阅

读兴趣和如何教等几方面下足功夫。根据Ｋｅｌｌｅｒ教授的ＡＲＣＳ动机模型中通过教学设计来激发学习动
机的原理，结合主题式教学模式，来设计一套新的教学案例。

２　以ＡＲＣＳ模型为基础的主题式阅读
２．１　主题式阅读的概念及意义

主题式阅读是指围绕一个既定的主题，利用课内外一切相关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和策略，阅读

一定数量的与课文主题内容具有内在关联的文本材料，使学生在复习巩固已学习的知识基础上拓展词

汇量，又能在围绕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上继续阅读，从而丰富阅读经验和情感体验。曹智勇认为主题式阅

读是一种方法引领，它能使学生在有意义的主题中学习、记忆和生成，它也使教师成为课程的建构者、践

行者、创造者［２］。主题式阅读能丰富阅读教学中内容的丰富性，大大开拓学生的阅读视野和精神视野。

２．２　ＡＲＣＳ模型的来源与内容
主题式教学的模式实际上遵循了Ｋｅｌｌｅｒ教授在１９８７年提出的ＡＲＣＳ动机模型 。Ｋｅｌｌｅｒ教授认为，

影响学生学习动机有四个主要因素，即注意、贴切性、自信心和满足。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一要

引起学生对一项学习任务的注意和兴趣；二要使学生理解完成这项学习任务与自身的学习生活经验密

切相关；三要使学生在完成这项学习任务后产生自信；四要让学生获得完成学习任务后的满足感。

２．３　结合ＡＲＣＳ模型进行主题式阅读
对于如何将ＡＲＣＳ模型真正运用到主题式阅读的教学中，笔者认为教师应围绕次模型的四个方面

来进行教学设计。通过教学中的注意策略，设置与主题相关的问题，举出相似的实例，吸引学生的好奇

心，唤起学生的感知力，保持学生的注意力；通过教学中的相关性策略，设置学习目标，布置学习任务，让

学生通过头脑风暴，合作学习等方式完成任务，体验到目标与自身学习生活经验的联系，使学生获得对

阅读文章的熟悉感；通过自信策略，布置难度偏低的阅读文章，让学生在体验成功后自我评价，增强自信

心；通过满意策略，在阅读教学后给予学生表扬和奖励，进行阅读反馈，使学生获得学习之后的满

足感［３］。

但是，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怎样选择、选择什么样的主题和阅读材料，才

能使主题式阅读教学取得显著的效果。

３　主题和阅读材料的选择
主题简明且有意义。主题的确定应简洁明了，多以学生易理解的名词为主。选择有意义、有延伸

性、有广度的主题，能更好地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才能把握文章的主题，更好地理解相关文化

背景。

阅读材料应适合学生的阅读水平。若选择的阅读材料内容太浅显易懂，不仅会抑制学生的思维活

动，还缺乏挑战性，很难提高阅读水平。但选择难度过高的阅读材料又会增加阅读障碍，还会削弱他们

在阅读过程中的自信心，严重挫伤阅读积极性。另外，教师在选择阅读材料时还要考虑篇幅和生词量的

问题。

阅读材料的字数适中，体裁多样化。高中生的阅读文章一般在３００～６００字，每篇文章的阅读时间
约５～８分钟。当然，在教材的阅读板块中，文章字数一般偏多，体裁也不定。主题式阅读材料的体裁应
兼顾多种形式，如牛津模块三的３个单元分别选择了故事、历史类文章和日记的形式，都属于叙述文类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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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当然，也可以选择人物传记，文学作品、议论文、说明文等等形式。下面笔者将用一篇教学案例，结

合ＡＲＣＳ模型来分析如何在课堂中进行主题式阅读的教学。

４　教学案例分析———牛津高中英语模块三Ｕｎｉｔ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这一单元主要以“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为主题，整个Ｕｎｉｔ２主要让学生了解全世界有不同的语种，英语

是全世界使用范围最广的语种。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口语交流之外，还有手语、盲文、肢体语言、图像符号

等语言表达交流方式。接下来的教学案例中笔者结合了 ＡＲＣＳ模型的 ４个步骤，选取 Ｒｅａｄｉｎｇ部分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为标题的阅读文章，通过一次模拟课堂教学，分析主题式阅读在课堂教学中该如
何运用。

４．１　课堂动机设计
根据Ｋｅｌｌｅｒ提出的有关 ＡＲＣＳ模型的课程设计步骤，教师可以按照以下几步进行课堂教学前的动

机设计：收集课程相关信息，掌握学生基本情况；分析学生优缺点，预计学生课堂反应；设计学习目标和

任务，列出重点难点；准备相关阅读材料，进行反馈与评价。根据Ｋｅｌｌｅｒ教授的理论基础，笔者的课堂动
机设计如下：

阅读材料：牛津高中英语模块三Ｕｎｉｔ２ｒｅａｄｉｎｇ。
研究对象及其水平：某中学高一１０７班５６名学生，总体英语成绩位于全年级中等偏上，课堂活跃程

度不高。

相关材料：Ｐｒｏｊｅｃｔ部分。
重点难点：如何保持学生课堂参与度和师生互动。

４．２　课前代入—吸引注意力
教师先用ＰＰＴ播放世界版图、常见国名，世界三大人种的图片，先抓住学生的眼球。随后ＰＰＴ中出

现几个问题，分别是“Ｈｏｗ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ｏｗｍａｎ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和“Ｈｏｗｍａｎｙ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ｃａｎｙｏｕｓｐｅａｋ？”学生发言，教师揭晓前两题答案。在这里，毋庸
置疑的是，由于教学的对象是高中生，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对第三题的回答是“能够掌握的两种语言分别

是汉语和英语”。因此，教师在这里引出的两个关键词也是本节课与主题相关的内容：“世界上使用最

广泛的语言是英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汉语。”最后带领学生进入今天的主题阅读部分。

４．３　相关阅读—获得熟悉感
这一部分选取了标题为“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的文章，让学生快速阅读来了解中

国的汉字文化。这一部分是学习任务，学生带着问题快速阅读文章找到答案：“Ｗｈｅｎｄｉ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ｅｇｉｎ？”“Ｗｈｏｉｎｖｅｎ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ｒｉｔｉｎｇ？”待学生回答完问题，教师选取文章中提到的汉字举例分析，通过
“休”ｍｅａｎｓ‘ｒｅｓ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ａｄｅｕｐｏｆａｍａｎａｎｄａｔｒｅｅ．”这个例子让学生在汉语中找出更多类似的汉
字，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在课堂中形成头脑风暴。这样学生通过对母语文化的了解，能够进一步地体会到

中国汉字的博大精深，同时也为接下来以英语的历史起源为主题的阅读文章获得了一定的熟悉感。

４．４　走进课文—增强自信心
这一部分进入正文Ｒｅａｄｉｎｇ部分———“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教师主要带领学生自主的学习和进

行适当的指导来学习课文，步骤如下：

１）快速阅读。学生自主快速地阅读课文，根据所列的表格，分别找出Ｏｌ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ｉｄｄｌｅＥｎｇｌｉｓｈ和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ｇｌｉｓｈ的起源时间、人物以及地点。

Ｏｌ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ｉｄｄｌ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ｅｎ

Ｗｈｏ

Ｗｈｅｒｅ

２）细读。学生在课文中分别找到有关Ｏｌ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ｉｄｄｌｅＥｎｇｌｉｓｈ和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ｇｌｉｓｈ的问题：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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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ｄｉｄＯｌ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ＨｏｗｄｉｄＯｌ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ｋ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ｉｄｄｌ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ａｔ’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ｎ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开放题）
通过设置几个难度有别的问题，给学生十分钟自由讨论和合作学习的时间，以小组为单位形成课堂

上的头脑风暴，这样一来学生既不会因独自解决问题产生紧张、厌倦、不配合的反应，也不会因为问题难

度参差不齐而丧失信心。待学生回答完问题教师再挑选出课文里重点的生词、短语和句型辅以适当的

讲解分析，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篇课文。

３）归因、自评。在合作学习下对新课文的理解，学生的自信心得到极大的增长。在讲解完新课文
后，用表扬和鼓励的方式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归因和自我评价，让学生获得学习后的成就感和学习动

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４．５　课后拓展—体会满足感
在课堂结束前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反馈和评价，分析学生在阅读中的优势和值得改进的地方。为了

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教师在课前可查找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语言差异、风俗习惯的短文让学生在课后阅

读。目的是加强学生对主题理解上的拓展性，获得阅读相似文章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以上是笔者设计的一篇以ＡＲＣＳ模型为基础，结合主题式策略的阅读教学模版。此教学模式激发
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丰富了课外拓展的内容，阅读技能也在日积月累的功力中逐渐提高。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融入合作学习的方法，目的是结合新课改后提倡的学生为主的方式，加强学生团结合作的能力，开

拓学生的创新思维。另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多媒体技术越来越普及。课堂中的教学媒介的使用，也

从客观上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活跃度。

５　结论
通过ＡＲＣＳ模型下的全新的主题式阅读教学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新的主题式阅读模式对学生和教师同时受益。主题式阅读不同于传统阅读教学的模式，它主要鼓

励学生自主学习。通过融入了ＡＲＣＳ动机理论的主题式阅读教学，不仅能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还能提
高学生基本的阅读技能。同时，教师也能从中获得更多的教学经验、广泛的科研取向和道路，为今后的

教育事业增添更有效的方式方法。刘宪华认为主题阅读是一种以全面性、整体性、联结性、统合性、探究

性为特征的课程模式，它很好地践行了由“文字—文学—文化”的梯次递升［４］。

主题式阅读使教师的教学体系焕然一新。教师把学生阅读理解技能的培养放在了第一位，避免讲

授过多的生词短语，给学生留有适当充足的课堂时间来自主阅读。教师也注重了学生对文章整体的理

解，培养学生的综合阅读能力，以合作学习、头脑风暴等讨论交流的方式指导学生如何解决问题［５］。

但是，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对学生而言，主题式阅读需要占用他们更多课外时间

去阅读相关文章，这对于现在作业任务繁重的中学生来说又给他们施加了更多压力。对于教师来说，主

题式阅读需要教师在完成常规教学之余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备课，所以，现在的主题式阅读教学还在

不断发展，今后对主题式阅读的教学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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