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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英美报刊

选读网络课堂教学

张　慧
(江苏行政学院 基础部 , 江苏 南京 210004)

　　[摘要 ]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是通过新旧知识的融合 ,提高学习者学习 、认知能力 ,培养

其创造性。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英美报刊文章选读网络课堂教学可以设置有主题 、有材料 ,有主

题 、无材料和无主题 、无材料的三种模式 ,教师结合 “情境设置 ”、 “确立问题 ”、“协作学习和合理会

话 ”及 “意义建构 ”四个环节在不同模式课堂教学中运用 ,合理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讨论 ,激发其主

动 、积极地学习 ,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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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英美

　报刊文章选读网络教学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情境设置 ”、“问题设

置 ”、“协作学习和合理会话”以及 “意义建构 ”是学

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
[ 1] (P.21-25)

情境设置是指学习

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联系 。

问题设置是指用问题来驱动学习。协作学习和合理

会话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 ,包含学习者对学习资

料的搜集与分析 、问题的提出与验证。意义建构是

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 。学习者把外界所提供的

新信息有机整合到已有的知识结构中 ,建构起对新

知识的理解 。该理论核心是通过新旧知识的融合 ,

提高学习者学习 、认知能力 ,培养其创造性 。建构主

义理论对英美报刊文章选读网络教学具有较强的指

导性。

建构主义认为 ,文章的意义是学习者把已有

的信息 、知识 、情感 、经验及文化带到文字中 ,学

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建构有关的知识 ,往往并非文

章自身固有的 。
[ 2]
在英美报刊文章选读网络教学

过程中 ,一方面 , 应注重学生已有经验和兴趣对

阅读材料理解的影响 ,并运用教学手段激活学生

先前储备知识 ,引导学生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

系;另一方面 ,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先前经验对其

意义建构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和实

际运用能力 。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 ,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 ,是

意义的主动构建者;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简单呈现者 ,

也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者 ,应是学生建构知识的支持

者和合作者。
[ 2]
他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调动学

生的质疑和探索精神。在英美报刊文章选读教学过

程中 , 要把阅读自主权还给学生 ,帮助学生培养相

应阅读策略 ,建构对文章的理解 ,积累阅读英美报刊

所必备的知识和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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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

课堂案例分析

　　(一)有主题 、有材料的网络教学模式

有主题和有材料阅读是指由教师确定主题并精

心组织相关阅读材料。环境 (Environment)与自然

灾害(NaturalDisaster)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 ,特别

是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让人触目惊心。结合

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Tsunami), 2005年美国的

龙卷风(Tornado)和洪水(Flood)以及 2006年以来

中国北方的沙尘暴(Sandstorm),笔者下载了大量关

于环境和自然灾害方面的报道 ,其中包括关于受灾

地的报道 ,灾难的成因和危害 ,以及相应引发的关于

人与自然的探讨 。在情景设置 、搭建新旧知识平台

的过程中 ,笔者要求学生以宿舍(每宿舍 4 -6人)

为单位 ,根据自身体验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 ,并推荐

了数部灾难片《完美风暴 》(ThePerfectStorm)、《地

火危城 》(Volcano)、《后天 》(TheDayAfterTomor-

row)、《龙卷风 》(Twister)以达到激活记忆 、热身的

作用。在问题设置中 ,笔者将问题侧重在人类的身

上 。借用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成语和恩格斯关

于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

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会报复我们 ”的论

述 ,让学生探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面对灾难这

个敏感话题 ,学生能静心阅读 ,积极参与到问题的探

讨中。

(二)有主题 、无材料的网络教学模式

有主题和无材料的阅读是指教师仅确定主题 ,

学生自己寻找选择相关阅读材料。笔者组织了一个

永恒的且与学生切切相关的爱和婚姻为话题的专题

讨论。笔者将两首歌曲作为情景设置部分 ,用以调

动学生的兴趣。一是水木年华的 《青春 》,歌词的一

部分取材英国诗人 Yeats的 “WhenYouareOld”(当

你老了);二是英国歌手 EltonJohn的 “TheCandlein

theWind”(风中之烛),该歌是为了纪念戴安娜王妃

之死。在问题设置部分 ,笔者要求学生结合英国查

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和卡米拉的婚姻 ,分三个层

次:一背景介绍 ,二他人观点 ,三我方观点;要求各小

组以 PowerPoint的形式 ,向全班汇报他们对爱和婚

姻的理解 。令笔者不曾想到的是 ,学生要求不以宿

舍为单位 ,而是按照观点将全班分为两个辩论阵营。

一种是赞成查尔斯王子的再婚 ,并看好他们的未来;

另一种是不赞成查尔斯王子的再婚 ,认为是一种背

叛。在协作学习和合理对话部分 ,辩论双方通过网

络各自组织材料 ,并结合自身理解 ,对话题作了相当

深入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 ,使笔者也受益非浅。

(三)无主题 、无材料的网络教学模式

无主题和无材料的阅读是指教师将选择权完全

交给学生 。学生自己选定感兴趣主题并寻找选择组

织相关阅读材料 ,分工合作。学生以宿舍为单位 ,各

自选择主题 ,各小组成员各司其责 ,协作完成 。教师

在帮助学生明确活动伙伴 ,熟悉协作学习和合理会

话的过程的同时 ,应有效地帮助他们设定探索目标 ,

清楚地了解所需建构的知识内容 。当学生置身于信

息的海洋 ,静态的书本教材成了由声音 、图像和文本

等构成的动态的教材 ,学生的欣赏性 、兴趣性和好奇

心不难想象。但在最初的兴奋过后 ,面对纷繁复杂

的信息 ,往往不知所措 ,难以取舍 ,学生的兴趣会渐

渐消失 ,甚至在找不到需要的材料时 ,会烦躁不安。

此时的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 ,并帮助学生梳理归类。

首先是网络技能方面的引导 。在选定了主题后 ,教

师应进一步提供一些相应的介绍该方面文化背景的

网站链接 ,以及相应的帮助站点;针对所阅读的文章

内容 ,指导学生展开协作会话环节 ,并控制活动范

围。其次是阅读技能方面的引导 。报刊文章不同于

规范语言的精读课文 ,新闻英语的特点使阅读难度

加大 ,而且新词也源源不断地出现 。教师应引导学

生对国际国内时政大事多加关心 ,多听时事新闻广

播 ,多读报纸 ,熟悉新闻词语和了解当今的英文报刊

文体特点 、阅读技巧 ,获取相应的背景知识 ,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教师的积极引导往往可帮助学生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无主题 、无材料的模式中 , 主

题的确立至关重要 。如:一组男生对恐怖主义

(Terrorism)和恐怖活动(Terror)感兴趣 ,但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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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恐怖活动的报道浩如烟海 , 很难理清头绪。

笔者指导他们仅就美国 9· 11事件作一分析 ,或

仅就分析与 9· 11事件相关的新闻报头为主题 ,

进而了解新闻报头的一些特色 。许多美国报纸选

择了非常醒目的标题 ,如 “USAttacked”(美国遭到

袭击), “ADayofTerror”(恐怖的一天)等等 。 《中

国日报 》报道美国 9· 11事件的通栏标题是 “Ter-

rorStrikesHeartofUS”(恐怖袭击美国心脏);英国

的报纸 “WorldTradeCenter-DayOfTerror”(世贸

中心 ———恐怖的一天),等等 。

三 、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一)关于保证课堂阅读时间问题

如果教师在课堂上既讲解文体特点 ,又介绍重

点文章的重要内容 ,留给学生进行课内阅读的时间

就会相对减少。解决此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 ,要求

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前对所学习文章的背景及相关知

识要预先浏览 、作出准备 ,培养学生养成主动查阅资

料的学习习惯 ,逐步独立解决获取背景知识的问题 ,

为课堂学习扫清障碍;其次 ,教师在课堂讲授之前 ,

可以印发给学生相关文章学习背景资料 ,使学生对

所要学习文章的内容和文体特点有基本的了解和初

步印象 ,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只需要讲解重点 、难点问

题 ,从而保证学生课堂阅读时间;最后 ,教师应鉴于

语言学习的特点 ,要求学生在充分利用课堂学习的

同时 ,在课后有一定的阅读量 ,阅读能力的提高仅仅

依靠课堂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

(二)关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问题

如何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 、着力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的问题 ,特别是如何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自我阅读兴趣和能力。笔者认为:教师要通过明确

主题 ,情景设置 ,问题设置 ,信息提供 ,合理会话 ,效

果评价等教学步骤以帮助学生实现激活记忆 ,进入

情景 ,独立探索 ,协作学习 ,意义建构等 ,注重发展学

生的 “自主学习 ”能力 ,要善于发现和捕捉学生的兴

奋点 ,激发起兴趣 ,调动课堂气氛 ,进入良好状态。

实践证明 ,一旦使学生处于学习亢奋状态后 ,学生学

习的效益可以超水平发挥和展示。同时 ,教师适时

的 、有的放矢的引导和点拨将在培养学生阅读和猎

取信息的能力方面 ,起到点石为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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