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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阅读技能划分的大学

英语阅读任务设计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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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以往研究中英语阅读能力的分项划分的比较和归纳，结合目前阅读能力测试的方法类型，提出了英
语阅读教学中任务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步骤，为任务型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并提出了丰富任务素材

及提高任务型阅读教学效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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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能力在英语学习和测试中非常重要，何莲珍［１］

等人对浙大数千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一项调查表明，

对于研究生来说，听说读写译５项技能中，应用最多的是
阅读。９０％的博士生和９２％的硕士生认为，阅读是他们
研究生阶段最常进行的语言实践活动。学历越高，对外

语的需要也越大。但在所有的外语技能中，阅读是首位

的。更有学者提出，“其余皆次要，阅读最为先”［２］的观点

来强调阅读能力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

语言能力（包括阅读能力）是一种理论假设，且无法

直接观察。我们只有通过观察使用该能力的行为来判断

该能力的水准。对阅读能力的判断，目前通常是采用阅

读理解测试的方法。不过，测试题目类型主要是每篇文

章，设计若干个多项选择题，此类客观题型有利于提高测

试信度，但仅仅以此作为日常阅读教学中的任务明显不

足。基于任务的阅读教学，尤其是精读训练，应有效提取

每篇文章中的能力训练点，选择适合的题型，进行任务设

计，利用任务实现学生某项阅读技能的强化，而不是单纯

地采用将文章逐句讲解明白然后再讲解题目的传统

模式。

１　阅读能力的划分
阅读能力的探讨往往牵涉到阅读理解的层次问

题［３］。以往研究中提出“微观过程”和“宏观过程”之说，

前者指词义层次上的理解，后者指篇章层次上的理解。

随着人们对阅读能力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相关阅读技能

的划分也进一步细化。例如：Ｈｅａｔｏｎ［４］根据 Ｊ．Ｍｕｎｂｙ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ｙｌｌａｂｕｓＤｅｓｉｇｎ（１９７８）改编的阅读技能，列
举了１４项技能，这些技能可归为三类：“宏观技能（ｍａｃｒｏ

ｓｋｉｌｌｓ）”、“微观技能（ｍｉｃｒｏｓｋｉｌｌｓ）”、“语法知识（ｇｒａｍｍａｔｉ
ｃａｌａｎｄｌｅｘ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宏观技能”指的是语篇理解
技能，“微观技能”指的是词汇运用技能，“语法知识”则指

基本语法概念。对于英语阅读能力，英国联合测试委员

会（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Ｂｏａｒｄ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给出了１１项
技能，本文通过比较和归纳，总结出如下１１项英语阅读
技能：

（１）通过词汇构成和语境线索，推导出生疏词汇的意
义和使用法。

（２）理解句子中的关系。例如：ａ．句子结构；ｂ．复杂
嵌入结构。

（３）通过连续手段，特别是语法连结，如所指关系
（他、她、这后者、那里等），理解文章中不同部分之间的

关系。

（４）通过提出看法的、扩展看法的、结束看法的各种
标记，理解文章中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

（５）理解明确表述的信息。
（６）理解未明确表述的信息，通过推断等方式。
（７）能用略读去查读信息和理解大意。
（８）理解概念意义（数量、对比、手段、结果、条件等）。
（９）理解时间和空间上的关系以及表达的顺序。
（１０）区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信息。能够区分主要思

想及证明主要思想的细节。

（１１）根据不同的阅读材料，灵活采用不同的阅读
策略。

其中第（１）项属于基本词汇能力，第（２）、（３）项属于
句法能力，其他项属于篇章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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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阅读任务的类型
Ａｌｅｒｓｏｎ和Ｌｕｋｍａｎｉ［５］在阅读能力研究中提出了测试

阅读技能的８类试题：
（１）词汇辨认题，即选出所给词汇（短语）的同义、相

近或反义词（短语）。

（２）识别题，考查在一段文字内定位和识别信息的
能力。

（３）分辨题，考查区分或关联不同事物、事件特征的
能力。

（４）分析题，考查将事物分解为基本组成及理解事物
特征和关系的能力。

（５）解释题，考查对复杂思想或结构的分析能力，及
解释思想、行动、事件的重要性的能力。

（６）推断题，考查通过事实和前提得出结论或进行推
断的能力。

（７）综合题，考查辨别和合成形式、方法和态度的
能力。

（８）评论题，考查褒贬评价的能力。
Ａｌｄｅｒｓｏｎ和Ｌｕｋｍａｎｉ提出的阅读题分类基本上包括

了本文前面提出的１１项阅读技能，同时也可看出，题目
所测试的阅读技能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排列，且大致与

Ｂｌｏｏｍ等人的教育目标分类吻合。如下表格可比较三者
的共同点。

表１

Ｂｌｏｏｍ Ａｌｅｒｓｏｎ Ｈｅａｔｏｎ

知识能力 认知能力 语法词汇知识

理解能力 识别能力 宏观技能

应用能力 区别能力 微观和宏观技能

分析能力 解释能力 微观和宏观技能

综合能力 推理能力 宏观技能

评价能力 评价能力 宏观技能

３　针对各项阅读能力的任务设计
本文结合阅读能力的划分和测试阅读技能的题型，

提出大学英语阅读任务设计应遵循的设计原则和步骤。

以大学英语四级篇章阅读为例，首先对每篇文章进

行针对各项阅读技能的逐条设计，每项技能可选取文章

多处信息源，每个信息源也可设计选择题、填空题、排序

题等多种题型。随着文章数量的增多，可利用计算机及

数据库技术，将全部任务分类，实现既可以对单篇文章的

透彻纵向训练（即各项能力均有体现），也可以实现某一

项阅读技能在多篇文章中的横向训练（即利用多篇文章，

着重训练某一项技能）。

以２０１１年６月 ＣＥＴ４试卷中第二篇文章为例，首先
利用计算机检索，该文章中包含的四级核心词汇为，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ｉｎ
ｇｕｉｓｈ，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ｈａｒｍ，ｄｅｆｅｎｄ，ｅｓ
ｔｉｍａｔｅ，ｏｃｃｕｒ共２０个。在任务设计中，可以针对这些词
汇进行题目设计，例如：

（１）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ｌｉｎｅ１，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１ｉｓｃｌｏｓｅｓｔｉ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 ？

ａ．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ｈｕｇｅ　　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ｂ．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ｇｉｖｅｎ
（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

ｌｉｎｅ１，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１ｍｅａｎ？
对于同一个信息源，可以设计针对不同技能的训练

任务，例如文中“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ｂ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Ｆｒｉｄａ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ｄａｔａ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ｅｎｄ．”该句如果针对第２项能力设计任务，可
以设计为：

（１）Ｗｈｉ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ｉｓＴＲＵ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Ｔｈｅｄａｔａｗａ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ｏｎＦｒｉｄａｙ．
ｂ．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ｗａｓａｂｏｕｔｈ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ｅｎｄ．
ｃ．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ｏｍ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此题目可以训练学生对句子结构，尤其是复杂嵌入

结构的识别和理解。

如果针对第１０项能力设计任务，可以设计为：
（２）Ｗｈａ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ｏｅｓｔｈｉｓ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ｍａｉｎｌｙｗａｎｔｔｏ

ｔｅｌｌｕｓ？
ａ．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ｗａ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Ｆｒｉｄａｙ．
ｂ．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ｒｅａｂｏｕｔｈ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ｅｎｄ．

４　结　语
综上可见，根据阅读能力划分进行英语阅读训练设

计，使得任务设计有章可循，有的放矢，不仅可以加大教

学中对文章的挖掘力度，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任务设计和

开发的效率。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广大教学研究

者和教师将各自开发设计的文章及任务题目通过计算机

数据库加以收集整理，势必会极大丰富任务型英语阅读

教学的素材，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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