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方法指导丛书



复习和解题的策略与技巧
 

“归纳比较——综合循环”复习指导法
深圳中学詹士维老师在高三英语教学过程中探索了一种“归纳比较——

综合循环”的启发式复习方法，其主要构思是以课文为中心，设计各种题型
把初、高中已学的词语、句型、基础语法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连贯一起，
启发学生积极思维，把已学过的知识进一步扩大深化，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也就是在复习初中课文的过程中把高中课文相关的知识同时进行复习，待复
习高中课文时又同时重现初中相关的知识。这样循环一次的复习，其实际效
果已把初、高中所学的知识进行了两次复习了。从而避免了复习的孤立性和
片面性或单一性，使学生在复习过程中获得较系统完整的知识运用语言就有
一个扎实的基础。具体的复习方法如下：

1.词汇。
在课文复习过程中，可结合语音进行复习词汇，引导学生归纳比较：音

同形异、音近形异或音异形近的词。例如：
音同形异的词：
one，won；son，sun；write，right；week，weak；meet，meat；wood，

wouldwhere，wear；here，hear；flower，flour；practice，practise，etc。
音近形异的词：
eyes[aiz]，ice[ais]；cause[k&:z]，course[ha:t]；heart[ha:d]，hard；
yellow，fellow，follow；wood，food，etc.
也可根据同一属类的词，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比较，理解词义及其基本用

法。如：home，house，family，folks；works，plant，factory，mill；the
majority of，the great number of，a good deal of，etc

此外，还可设计下列四种题型进行练习，训练学生运用不同的词性表示
同一概念，以及理解一词多义：

（1）同源词或派生词的转换练习。如：
We are now living happily.

We are now living a happy life.




（划线的词留空，让学生填上，下同。）

He is very healthy.

He is in good health.




I am sure that he will succeed

I am sure of his success

.

.




（2）反义词的转换练习。如：

I am busy now.

I am not free now.





May I borrow your pen

Can you lend me your pen

？

？





Everything here seems strange to me.

Nothing here seems familiar to me.







（3）同义词的替换练习。如：
①He can repair transistor radio.

A.make    B.fix    C.mend
②Inside the pyramids there are long passages to the burial rooms.

A.roads    B.streets
C.paths    D.narrow ways

③Ten times ten is one hundred.
A.equal        B.equals
C.equals to    D.is equal to

（4）一词多义的猜想题，以引导学生积极思维，扩大知识。如：
①He is equal to the task.

A.相等    B.平等
C.公平    D.胜任

②The weights of a clock make it go.
A.重量    B.重的
C.锤摆    D.载重

③Please make room for me.
A.房间    B.课室
C.机会    D.位置（余地）

2.句型。
复习每一课文时，必须引导学生重点掌握一定数量的贯用词组和句型。

但是，不要孤立地复习那些词组和句型，而要把它们扩展归纳比较，使学生
获得全面的理解和灵活运用。

（1）动词句型的复习。如在初中课文复习到这样一个句子：Can youget
someone to copy this letter of thanks？此句的动词句型是：to get sb.to
dosth.就可引导学生复习高中课文学过的下面两种句型：to get（have）sth+
过去分词；to get sb.（sth.）+现在分词，并要学生把上述那个句子加以转
换。即：

Can you get someone to copy this letter of thanks

Can you get this letter of thanks copied

？

？




再要求学生区分下面两个不同意思的句子：

You had better get the TV repaired.

You had better not get the TV turning on all day.




上一句是：“你最好叫人把电视机修理一下。”下一句是：“你最好不

要让电视机整天开着。”
又如在复习 to be made of，to be made from 的同时，要引导学生复习

高中课文学过的有关动词句型 to consist of，to be formed of⋯
（2）复合句和简单句的互相转换，训练学生运用不同的句式表达同一意

思。例如：
A.定语从句改为分词短语或介词短语作定语：

The question that he asked is eas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sked  by him is easy to answer.







The teacher who is wearing galsses  teaches us English.

The teacher wearing with  galsses teaches us English.（ ）







B.状语从句改为分词短语、介词短语、以动名词短语为介词宾语、不定
式短语或独立主格结构作状语：

When he heard this he couldn' t help laughing.

Hearing this he couldn' t help laughing.

On hearing this,  he couldnt help laughing.

，

，










He was too excited that he couldn' t say a work.

He was too excited to say anything.







When the meeting was over we went home.

The meeting being over we went home.

，

（ ） ，







C.条件从句与祈使句、独立主格结构的互相转换：
If you use your head, you will find a way.

Use your head then you will find a way.， （祈使句）







If the weather is fine,  we will start tomorrow.

Weather being fine we will start tomorrow.（ ） ，





（3）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互相转换。这一句型的转换对提高学生口笔
语表达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 ， ″Don' t be late for school boys and girls said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asked the boys and girls not to be late for school.




（4）注意某些单词在肯定句与否定句型中的相互变化。
如 and 在否定句变为 or，already 变为 yet，both⋯and 变为 neither⋯

nor 或 either⋯or 等。
He has already finished his homework.

He has not finished his homework yet.







Both Li Ming and liu Ying can do the work.

Neither Li Ming nor liu Ying can do the work.

Either Li Ming or liu Ying can' t do the work.









3.语法知识。
复习基础语法知识可以分散地结合句型的转换来进行。但是单纯这种形

式的复习是不够的，必须让高三毕业的同学对英语基础语法知识有一个系统
的整体的概念，掌握各项语法在句子中的功能和特点，及其互相的关系，这
样运用起来才能自如。为此，既有必要根据各项语法的特点设计各种题型给
学生进行练习，并在复习练习过程中启导学生进行归纳比较，从而加深理解，
又要设计综合循环式的题型让学生提高综合运用的能力。如：

He left here in 1981.→He has beenaway form here for five years.
→Fiv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he left here.→It is five years since
he left here→He left here five years ago.



通过这一循环练习，不但使学生懂得一个意思有多种的表达，而且使学
生理解了过去时态和完成时态，同时又能归纳比较各种句型。如果把上述有
箭头的句子划线部分留空，让学生进行填写，更能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又
如：

To learn English well is not easy.

It is not easy to learn English well.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learn English well.

I don' t think it is easy to learn English well.

I don' t think it easy to learn English well.









上述五个句子引导学生理解动词不定式短语在句中作主语和宾语的作
用，与此同时又使学生复习了 it 的用法。

以上各例的复习不要截然分开，必须根据每一课的内容进行综合设计，
把词语、句型、语法贯注在语言运用（表达）之中。

附：四环节复习法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分识记、保持、再认和重现四个过程，

其中，记忆和保持是再认和重现的前提和保证，再认和重现是识记和保持的
结果和证明。在识记和保持这两个过程中，识记是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认知阶
段。保持是复习巩固阶段，由此可见，识记和保持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具有
同等重要的作用。山东省海阳县教育局教研室孙吉钊老师根据“发现式”教
学法，在总复习时采取“自我复习——师生归纳——练习作业——自我小结
四环节”的复习方法，改革了以前“讲、练”的复习课堂模式，收到了较好
的复习效果。

1.制定“自我复习”提纲。
“四环节”复习方法的指导思想是发挥学生的“主体”的作用，使他们

在实践和运用中复习巩固新学知识，但初中学生的自制和自学能力还比较
低，完全依靠他们自已进行复习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这种“自我复习”还
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为了自觉地复习，要制定一个“自我复习提纲”，
供复习时使用。它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复习的内容、范围。（2）复
习的重点难点。（3）复习的方法、步骤和参考资料。（4）练习和作业。

“自我复习提纲”是运用“四环节”复习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它的质量
高低直接关系到四个环节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和能否达到复习目的的问题，在
提纲的四方面内容中，内容和范围可以根据教材的知识体系和复习时间的长
短等适当划分。重点和难点是提纲的“精髓”，是复习的关键所在，要在认
真阅读的基础上，抓住重点，找准难点。方法和步骤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要妥善安排。练习和作业，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自查性练习，这部分练
习难度低，机械性大，应是书本知识的重现，学生在复习完新规定的内容后，
可以做这部分练习，练习的目的是使学生自我了解对新复习知识的掌握情
况，教师掌握面上的复习情况；二是巩固和提高性练习，这些练习难度较大，
综合性较强，编这些练习时教师可以从新的角度来处理旧的学习材料，并且
可渗入一些新的成分，新旧结合，这部分练习要放在第三个环节中去做，目
的是使学生进一步运用和巩固所掌握的知识，使之有新的提高。

2.课堂练习步骤。
（1）自我复习。自我复习是按照提纲中的要求把要复习的内容自己复习



一遍。在进行这一环节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复习，
自己可以适当地支配和使用复习时间，扬长补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在此期间，教师要巡视辅导，因材施教，注意发现共性问题，为归纳总结寻
找素材。学生在复习完教师所规定的复习内容后，可以做练习的第二部分—
—自查性练习。

（2）师生归纳。师生归纳是教师和学生结合起来，共同归纳总结所复习
的知识，使学生有一个清楚系统的认识。进行这一环节的教师，可以在第一
环节中发现的问题为基础，以自查性的练习为主线，发挥“主导”作用，画
龙点睛，有针对性地指出重点，阐明难点。在总结归纳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
挥学生的积极性，利用学生的“自我复习”效果，否则第一环节就会失去意
义。

（3）练习作业。在师生归纳总结完以后，教师可以指导做练习的第二部
分——巩固和提高性练习。这部分练习难度较大，在学生进行练习时，教师
要注意做好指导和辅助工作，练习的目的是使学生把已掌握的知识进一步巩
固和提高，达到娴熟，形成能力。

（4）自我小结。自我小结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总结归纳所复习
的内容，留下书面笔记。自我小结的目的是使学生已掌握的知识更加系统和
条理化，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同时通过自我回顾总结，查出纰漏，弥
补不足，使自己对所复习过的知识有一个更加完整、清楚的认识。

附：导练式复习法
北京市一中李君老师实验并总结的“导练”复习法，强调以课文为中心，

以学生为主体，以自学为先导，并将课文的理解层次化，知识的掌握系统化，
技能的训练综合化。在施教的过程中，教师以“导”为主，学生着重于“练
习”。这样既能开发学生的智力，又能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基础技能和技巧。
其复习步骤可归纳为五个字“习、练、讲、问、写”。

1.习
就是在复习每篇课文前，按课文的目的和要求进行课前预习。要求：
（1）熟读课文，背出主要句型，并能复述大意。
（2）列出课文中的知识点，语言点。
（3）写出看不懂的长难句子及疑难问题。
（4）熟读课文并编几道深层理解题。
（5）指出一些语法现象等。
这样教学既加强了他们对课文的进一步理解，又开发了学生的智力。使

学生做到目的明确，有的放矢，重点突出。
2.练
“练”就是把课文中所出现的语音规则，重点单词及词组、语言点、知

识点、语法和句型，加以整理、归纳，把他们融于练习之中，力求练习题具
有典型性、针对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使学生在练习中得到提高，练习形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听译。
（2）回答问题。
（3）选择正确答案。
（4）改错。
（5）给出同义词和反义词。



（6）词性转化和句型转换等。练习时侧重能力的培养。如：练习句型时，
让学生对每个重点句型进行反复替换、套用、扩展、对照，然后配上几个英
汉互译的练习句，先口头后笔头，既有机械性操练又有活用性变换，使学生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学生有温故知新，用时知不足的感觉，提高了学习兴
趣，增强了求知欲。

3.讲
在“练”的同时，进行串讲，针对错误进行纠正、分析，然后对该知识

点进行总结和归纳，以较少的时间覆盖尽可能大的知识面，大跨度地复习旧
知识，初、高中知识并举，把过去零碎的、孤立的、松散的、不活跃状态的
知识有机地串连起来，通过对比和归纳，使学生的分析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
高。现以该复习方法所采用的归纳手段为例：

A.以动词 make 为例。

B.以副词 out 为例。

4.问
“问”是指在串讲之后或复习完课文之后让学生进行提问、质疑、讨论。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不可能一样，所以讲练也不可能全照顾到。因此，留一定
的时间让学生对该课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提问，教师答疑。在辅导中，总是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自己做导演，在学生动脑、动口的同时，提高了学生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弥补了讲练中的不足之处。

5.写
在练、讲、问之后，进一步训练学生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根据课文

的题材让学生对课文进行改写、缩写、模仿作文、命题作文，听写同等深度
的材料等。例如：让学生用120—150 个字把《失去的项链》、《教授的发明》
等戏剧题材的文章，改写成记叙文。学过《小英雄》之后，让学生写一篇关
于《刘胡兰》的故事，通过写作，学生把学到的句型、词汇、语音知识进行
了复习巩固，提高了学生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写作的能力。

单词辨音题的解题思路
“单词辨音”常见方法有：分类选择法，对照选择法，分类排列法等。

由于英语单词的拼法和读音之间有差异，因此要求我们不但能辨认音标，而
且掌握每个音标的正确读音，从而正确拼读出每个单词。

正确做好“单词辨者”，最重要的是先弄清题意，辨清是哪一种类型，
然后看清每题考查的哪一个字母或字母组合的发音。简言之，弄清考查题意
和范围，是“单词辨音”题的基本解题思路。

试解几题，以加深印象。



例：下列各组单词的划线部分有三个读音相同，另一个不同，请找出这
个读音。

（1）A.make B.late C.map D.waste
（2）A.famous B.found C.shout D.ground
（3）A.worked B.called C.stayed D.lived
这是一组分类选择法的“单词辨音”题。题 1 中的 make，late，waste

都属于开音节，a都读作[ei]，只有 c.map 为闭音节，a读作[$]，这样根据
读音规则一分类，就可知正确答案为 C。题 2中的 found，shout，ground 三
个单词中 ou 都在重读音节中，应读作[au]，只有famous 中的 ou 在非重读音
节中，读[+]，因此 A属于正确答案。题 3是考查词尾的读音，根据 ed 的读
音规则，在浊辅音和元音后读[d]，在清辅音后读[t]的原则可知正确答案为
A。

为了做好“单词辨音”题，还应熟记读音特殊的词例，这是“单词辨音”
题的关键。如：al 一般读作[&:：:]，但在 half 中读[α:]；ai，ay 一般读
[i ：]，但在 says，said 中读[e]；ea 一般读作[i:]或[e]，但在 break，great
中读[ei]；ee 一般读作[i:]，但在coffee 中读[i]；oo 一般读作[u:]或[u]，
但在 blood 与 flood 中读[)]；又如ie 一般读作[i:]，但在friend 中读[e]；
ch 一般读作[CM]或[k]，但在 machine 中读[M]。

单项填空题解法
英语练习题中的“单项填空”，时常困扰着中学生。做“单项填空”题，

词汇量固然是一个很重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针对学生词汇量的现
实，教学中，要从语言知识点、语法和句法结构三方面入手，采用总分法、
图解法和转换法三种教学方法。实践证明，此三种方法运用得当，将有利于
大面积提高英语考试成绩。

1.总分法。
所谓总分法，是指在词汇教学中依其词性，习惯搭配进行排列组合，捕

捉其共同点，设法突出不同点，即特殊用法。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
般来说，中学生的语法难点普遍在于非谓语动词的理解和掌握，在教学中应
大量地给予操练。对常见词的训练尤其要加强。应用一些口诀予以辅助，其
效果会更好一些。

2.图解法。
做“单项填空”题时，图解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以总分法为

基准，辅之以图解法，使知识点更加明显、直观。例如，对于 it 的形式主语
和形式宾语以及在其句型中涉及到的名词短语、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及不定
式短语等要作全面的分析和综合，将其要点绘成图表，其框架要定型。这样，
学生就会深刻领会，牢固掌握。

3.转换法。
转换法指的是通过必要的“媒介”来实现句子和句意在形式和逻辑上的

一致。它的教学分以下两个步骤：首先，教师每写出一复杂句型前，应先列
出有关的关联词，如并列连词、从属连词等，让学生先练习。这种拼凑练习
的次数越多，掌握的技巧也就越熟练，这样，为进一步转换句型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第二步，也就是关键的一步，要求教师从句型的深度和广度上去寻
找转换的契机，使句型转换更富有“弹性”，灵活多变，使其形式和内容更
趋一致，语言表达更富魅力。替代、移级、联合和嵌饰等等转换法不失为句



型转换教学之“珍品”，在教学过程中若能科学地加以运用，学生的语言知
识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就会有较快的提高。

以上所举三种解题法特别注重句子结构，即语法结构，这是解单项填空
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以总分法为“龙头”，辅之于图解法和转
换法，三法合一，在课堂教学中加以科学地运用，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教学方
法。

此外，还要克服单项填空题解中的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
（1）注重情景。单项填空题趋向综合化，更重要的是语境化。如果一题

有两个句子的话，往往一句是另一句的潜在情景或信息。回答时要根据所提
供的情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运用所学过的知识，切忌死搬硬套。

如：Mr Black，our headmaster，____Miss William to teach that lazy
boy alesson.So he did.

A.told B.wanted C.persuaded D.promised
此题的关键是后一句话——“他确实这样做了”，暗示“teach”的执行

者是 Mr black，因此正确答案是“D”。许多同学因为对“So he did”视而
不见，因而选了“A”或“B”或“C”。

（2）去伪存真。 MET 是选择性的考试，试题自然有一定的难度。难度
常常是因为试题所设置的假象而引起，关键是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

如：____many times，but he still wouldn't listen.
A.Having told
B.Having been told
C.He was told
D.Though he was told

题意为“尽管已告之他多次，但是他仍不肯听。”多数人都对英语中
“though”与 but 不能用于同一句“这条规则记忆犹新，故毫无疑问排除了
“D”，接着根据逗号，会毫不犹豫地选择“B”，殊不知“having been told”
仍是“Though he had been told”的变形。正确的答案只能是“C”。

（3）举一反三。在总复习时，为了扩大知识面，应注意知识的纵横贯通，
特别是动词短语的用法和区别，尤为重要。

如：Don't hesitate to____me if you are in trouble.
A.turn to
B.turn up
C.turn in
D.turn out

“turn”的用法很广，它所搭配的短语有各种含义。只有全面掌握各种
含义，才能加以正确的选择。根据题意，这里应选“A”。

（4）兼顾“意”、“形”。单项选择题在回答时既要注意意义正确，又
要照顾到形式正确，顾此失彼，必然导致错误。

如：His father has told him time and again_____.
A.not waste time playing
B.not waste time to play
C.don't waste time playing
D.not to waste time playing

意为“他父亲已再三告诉他不要贪玩而浪费时间。”不少人会选“C”，



但将“C”试填入横线中反证一下，就会发现句子结构不能成立。四个选项中
只有不定式的否定式才适合，答案当然是“D”了。

（5）抓住个性。有些语法规则虽然适用于绝大多数的词或句，但不一定
适用于所有的词和句，某些词有它自己的个性，使用时要注意它的特殊用法。

如：I don't believe they've finished their work yet，___？
A.have they
B.haven't they
C. don't they
D.do they

正确答案应是“A”。因为“believe”引起的宾语从句中，有时谓语尽
管有否定意思，但不用否定形式，却将“believe”变为否定形式。故这里对
宾语从句的反问必用肯定式。

以上种种例子无非说明，只要在牢固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平时注意
防止以死板的规则来对付灵活的题目，着力于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思
维定势的干扰是可以克服的，从而也就能准确而快速地解答 MET 单项填充
题。

单项选择题解五法
一般在做单项选择时有下述五种方法可用。
1.排除法
在用排除法做单项选择时，一般是将所给的明显不合题意的答案排除，

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得出正确选择。例如：
John____Henry when they met at the station.

A.shakes hand with
B.shakes hands with
C.shook hand with
D.shook hands with

上述四个答案略加分析，不难看出：when 从句用过去时，主句则不可能
使用现在时，因此，A、B两答案即可排除。将剩下的两个答案加以比较，符
合短语构成形式的应该是 D。故 C排除，D为正确答案。

2.对比分析法
它是将所给的四个答案进行比较，找出有无相同的选项同时
出现，然后再加分析找出正确答案。例如：
Desks are usually made of____.

A.wood
B.woodss
C.wooden
D.Some woods

可以看出，选 B 即可选 D，应予排除。再把剩下的两个答案作一比较，
可看出 C为形容词，不合题意。所以，正确答案为“A”。

3.知识判断法
运用已学概念或定义，判断答案是非。例如：
I will see you as soon as I______my exams.

A.am finished
B.finish



C.had finished
D.finished

根据已学知识，as soon as 连接时间状语从句时，从句中应使用一般现
在时代替一般将来时，因此 C、D 不符合要求应排除。finish 为及物动词，
其后应带宾语，B符合要求应为正确答案。

4.据意选择法
根据上下文或句子意思选出正确答案。例如：
Don't hurry，There's still____time left.

A.few
B.little
C.a few
D.a little

根据前后两句的意思，说明了“时间还有点余地”，故应在表示肯定色
彩的 C、D中选择。time 是不可数名词，故选 D。

5.语法分析法
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解决一些较为复杂的选择题，而且多用于对动词的考

查。如：同义动词、动词短语、时态、语态、语气和动词非谓语形式等。
（1）选择同义动词。主要应把握同义动词的确切意义和同中之异。如：
Most of the students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Professor

Green_____.
A.talked
B.said
C.spoke
D.told

B 对。say 指用语言表达思想，侧重于说话的内容或强调说话这一行为。
（2）选择动词短语。应掌握每一短语的确切含义，同时还应考
虑短语的语法功能。如：
If you don't know the word，you can____in the dictionary.

A.look at it
B.look after it
C.look up it
D.look it up

D 对。C中的短语形式是正确的，但由于“人称代词充当动词短语的宾语
时，只能放于动词与副词之间”，故 C在本句中是错误的。

（3）选用动词时态先应根据句中的时间状语、时态呼应规则、上下文提
供的时间关系以及谓语时态中助动词数的运用来确定。如：

By the end of last year，he____to Beijing three times.
A.was
B.have been
C.had been
D.is

C 对。句中时间状语“by the end  of+过去时间”要求谓语使用过去完
成时。

We____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I met him yesterday.



A.haven't seen
B.didn't see
C.hasn't seen
D.hadn't seen

D 对。由于下文的提示和制约，“互未见面”的状语到昨天已经结束。
（4）选用语态。最根本的还是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基本用法来确

定，同时，兼顾使用正确的时态形式。基本思路是：①确定该动词（短语）
是否是及物动词；②动词（短语）后是否带有宾语。③选用适当语态的时态
形式。如：

Great changes____in our country since liberation.
A.took place
B.were taken place
C.have been taken place
D.have taken place

应选 D。take  place 是不及物动词短语，没有被动语态。
A虽是主动语态，但由于句中时间状语 since liberation 只能与现在完

成时态连用，故也属错误答案。
（5）选用动词的非谓语形式，主要依据某一非谓语形式的作用和句子结

构考虑。如：
___her，he did what he could.

A.Save
B.Saving
C.Saved
D.To save

D 为正确答案。句中放于句首的动词作目的状语，只能使用带 to 不定式
形式。Saving 虽可作目的状语，在这儿显然属错误答案；saved 也可看作过
去分词形式，但由于过去分词不能用作目的状语，故也属错误答案。

解完形填空题四步思路
如何做好完形填空题是值得探讨的。要做好完形填空题，不仅要求考生

具有一定的语言知识与阅读能力，而且要求考生能从整个语言段落的内容、
组织结构及语言特点出发全面考虑问题。做到理解全文，理清全文脉络及其
逻辑关系。做好完形填空的步骤是：

1.通读全文，掌握大意，有目标地阅读理解
在阅读中，应首先阅读后面所要回答的问题，据此再去看全文，掌握其

大意，这个步骤是不可少的。如果不先读全文，只盯住一个句子，那么就会
因为胸无全局而顾此失彼。以 87 年高考题为例，只有读了全文才能抓住全文
中心：picture-wirting（象形文字），从而很自然地明白了短文所谈的是世
界文字的起源问题，这样在考虑其他问题时就有了方向，做题也就不盲目了。

2.逐步阅读，初步完形
在逐句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应“试放选项”，就是把四个选择的答案一

一放入空格，把你所选的答案与句子连起来读一遍，再对照全文的意思，哪
个选项较合适就选哪个，这样整篇完形填空就初步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
在选题时，一定不要撇开全文去选题，应取用上下文，否则就会出现差错。
以 87 年高考题五完形填空为例：



Drawing a picture is the simplest way of putting an idea down on
paper.This is 1（A.when B.because C.where D.how）men first began to
write，sixthousand years ago or 2（A.over B.more C.else D.later）.The
alphabet wenow use 3（A.went B.showed C.appeared D.came）down to us
over a longPeriod of time.

待填的第 1处，如果孤立地读：“This is ． ． men first began to
write.”觉得 A、C、D、皆可。但若把 1、2、3 的答案都填上去后明白了时
间是在第一句中交待的，第一句并未提到，故 A应排除；前一句交待了“画
一幅画是在纸上表达一个意念的最简单方式”，所说的是如何表达意念的方
式问题，而不是指何处写字，这样排除了 C，从而 D为正确答案。

3.上下观察，抓住线索
这是解决选题困难时的一个步骤。在选题时，若出现模棱两可，犹豫不

决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应仔细观察上下文，争取在某一句中找到一点点蛛丝
马迹，有了线索就等于有了启示，从而就会找到答案了。例如：

It was 4（A.developed B.discovered C.increased D.grow）from
thepicture-writing of ancient Egypt.答案为 A。

4.再读全文，审校答案
这是做完形填空的最后一个步骤，它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裁决自己所选答

案是否正确。我们把所有的空格填满后，再重读一遍短文，一边读一边检查
语法知识的正确与错误，并考虑固定词组、介词搭配及习惯用法。运用逻辑
推理的方法从上下文角度来最后确定正确答案。

解动词填空题的四步思路
动词填空是现在英语试题中常有的内容，有些同学对这种题目失误较

多。怎样做动词填空题呢？下面几点可供参考。
1.仔细看题，注意要求
这是做好任何题目的前提，而动词填空往往要求得很详细、很具体，所

以我们有必要明确这类题目的要求。只有按照要求去做题，才有可能把题目
做好。

2.通读全文，了解大意
短文是选词填空的依据，它为正确地选用动词提供了语境。所以，在做

题之前一定要把短文通读一遍，并基本掌握内容，待填动词的数量以及文章
内容和所填动词时态的联系等等，从而根据文章的上下文选择合适的动词填
上。如果对全文缺乏了解，拿着动词去找空格填写，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只有通读全文，明了大意，才能做到心中有全局，统一考虑所选动词的含义、
时态、语态及其变化形式等是否符合文章的意思。

3.看清动词，理解词义
动词有时放在短文之前，有时放在短文后或短文空格的后面。若动词放

在短文前或后，就应先读短文再看动词，看懂每个动词的意思。若有个别动
词的词义不懂，应把它暂放下，等填空时结合上下文的意思再把它填上。另
外，在做填空的过程中，应注意词组或短语的搭配，有些动词和另外的词搭
配在一起后可能产生新的意义。如 The headmaster_____into the matter.
这句的空格里应填 looked，但它在这不是“看”的意思，而是和介词 into
构成了短语动词，表示“调查”的意思。在做题的过程中，供选择的动词数
目有时多于所填写的空格数，也可能二者数目相等。在选择动词时先选熟悉



的有把握的动词，再将不熟悉的动词联系上下文进行比较，推测词义，排除
不合适的词。

4.逐段阅读，一锤定音
经过以上三个步骤后再分段阅读，逐句理解，选定动词，但还要注意两

点：
（1）若选定的动词用作谓语，那么我们就应考虑它的时态，以及根据句

意应用什么语态和主谓一致等问题。一般说来，全文的第一个句子比较重要，
它不但可以决定第一句的时态，而且对全文的时态往往也起很大的作用。如：

When he____a little boy，Tom once watched his mother turning
thewheel of her sewing-machine with her hand.

主句中的谓语动词 watched 是过去时，从而我们可以确定从句中的 be
是用 was。

（2）若动词是非谓语形式，可根据句意、句子结构和有关的规则仔细斟
酌，从动名词、动词不定式、分词或独立主格结构中选定最佳答案。

由此可见，做好“动词填空”练习最根本的还是要多阅读、多练习，提
高阅读理解能力和综合选用语言知识的能力。

阅读理解题解法
在阅读理解方面所出的题目不外乎有下面几种：
（1）明题，指能直接从阅读材料中找到答案的题。
（2）暗题，指需要自己去理会思索才能找到答案的题目。
（3）是非题。
（4）选择题。
1.明暗两类题的解法
（1）浏览答题，明确要求。我们认为在解每篇阅读理解文章前，可先浏

览一下文章后面的题干和选项，这样可做到心中有数。在知道了阅读这篇文
章所要解决的问题之后，再去看文章，能使我们的思路更加敏捷，在阅读时
更可留意文中所出现的与选项有关的信息。

（2）略读全文，了解梗概。在明确了要求后，我们就可以略读全文。所
谓略读，也可把它称为线式阅读，就是力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理解文章或
段落的内容。略读时特别要注意主题句子。我们都知道，每篇文章或每个段
落都有与文章有关的句子，尤其是科技、政论性文章的主题句一般都在文章
的开头或结尾，插在中间的较少。对文章的其它部分不需细读。在略读过程
中，如碰到未学过的词语、表达法，只要与文章内容联系不大的就采用跳过
去的办法解决。对确实影响到理解文章内容的词或短语，就只能根据上、下
文去猜测，但要注意切不可因此而大大放慢阅读速度。

（3）通篇寻读，猎取信息。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
通篇寻读，猎取我们所需要的有关信息。寻读就是较仔细地用眼睛从上到下
搜寻与答题有关的重要信息，用铅笔在下面划下来，为第四步的“逐条分析，
对号入座”作准备。我们已经浏览了文章后的答题，经过了略读知道了文章
的大意，那么寻读时可把与答题无关的内容一扫而过，而对于答题有关的内
容认真细读。用这种方法解题真可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逐条分析，对号入座。逐条分析就是把寻读时所获得的信息与答题
的要求配合起来，逐条进行分析，对号入座。一般来讲，答题的设计是根据
文章内容从上到下的程序进行的。在这一步骤中，我们可以把表层和中层理



解题先很快地解决，然后再解决深层理解题。当然，在解决表层理解题和中
层理解题的过程中，能使我们对文章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接下来是根据寻读
时获得的有关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和对比，由此而作出推断，最后对答题作
出判定。

（5）复读全文，验证答案。在做完了前面四步之后，非常有必要回过头
仔细阅读一下全文，更进一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核实我们所选定的答案是
否有误。复读全文时一要细致，对文章内理解不透的词句，也许经过了略读、
寻读，对号入座等步骤后，再次进行揣测，那么，其意义会更明朗化了。二
要有针对性，即重点要放在深层理解题上，对它们进行仔细分析、推敲，或
可用一下寻读的方法进行最后定夺。

以上所述的五个解题步骤只可说是一般方法而已，解阅读理解题的方法
也与学习方法一样，可以是因人而异、因文而异，这里不能一一细谈，我们
希望大家通过实践掌握到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就象培根所说的“跛足而不迷
路，能赶过虽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

2.是非题的解法
现在的标准化试题几乎是清一色的选择题，而且每一个选项都“似是而

非”，让考生在做题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要做好这些题目，就必须
要有敏捷的思考能力和独特的判断能力，做题时要格外谨慎，保持清醒的头
脑。

从内容上来说，选择题主要有两类。一是用疑问词 who，what，when，
where 等提问的特殊问句和用 yes/no 回答的一般问句，这比较容易。二是用
why，how 和 if⋯what⋯等引导的特殊问句，以及根据短文内容、每个段落的
中心内容和事件发生的线索等提问，最重要的是根据课文内容选择标题。这
种题目难度大，做的时候要反复思考，来回斟酌，以下几点可供参考：

（1）找出正确选项，把好语法关。
（2）在问题“模棱两可”的情况下，选出意思相近的选项。
（3）不满足正确答案而应满足最佳答案。
（4）思路要与英语的思维习惯及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融会贯通。
（5）抓住全文的中心内容、中心句，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对全文

的背景及其线索进行推理。
（6）阅读要仔细谨慎，不能“走马观花”，同时注意英语中某些相似结

构之间的区别。
（7）由于有时短文中某人说的一句话可能是本文的主题，所以，我们要

注意短文中同问题有关的内容或某个人物说的一句话。
3.阅读理解题的解法
（1）应试时首先通过读全文（快速“视读”），务必读通文章开头语句，

以便对全文中心思想有所预测，若遇下文难解之处可作合理的猜测。
（2）通读后阅读各题，明确要求后再有目的地从原文中寻求答题依据或

相关信息，逐题仔细判答。
（3）判定答案时必须仔细阅读各题提供的多个答案，周密分析得出最佳

答案，切忌一眼看去即选定一个答案，而置其余答案于不顾。
（4）涉及文章中有关的人物或文章作者的观点、意图和态度的题目，一

定要从文章本身提供的信息出发进行分析推理，决不能根据答题者自己的观
点贸然作答。



（5）对一时无法判定答案的题目可打上明显记号，等完成全卷后再补
做。如仍然不能解答，应根据全文大意去猜测答案，不可放弃作答。来不及
做的题目一律“猜答”。

（6）如果有时间再次检验各题答案，须注意只有在依据确凿、把握极大
的情况下才可改变原定方案。对于模棱两可的答案，均以维持原定答案为好。

划线提问题的解法
一般对划线部分提问可分为下列三类。
（1）对主语或主语的定语提问用“代入法”，即将疑问代词代入句中。

如：
She is a worker→Who is a worker？
We are students→Who are students？
⋯⋯
“代入法”同样适合倒装句——there be 句型，对其主语或主语的定语

提问，只需将原句变成陈述句语序后用“代入法”便可。如：
There is an apple on the desk.

An apple is there on the desk.（ ）







→
？What is on the desk

An apple is on the desk.





若用 what is there on the desk？答句只能是 There is an apple on
thedesk.

因为“对划线部分提问”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看特殊疑问句中的回答是
不是划线部分中的原句。

（2）对谓语部分提问。行为动词的谓语部分提问，用 What doyou do？
句型的适当形式，即 what+助动词+主语+do.如：

They play football.→What do they do？
He studies English.→What does he do？
She is reading newspaper.→What is she doing？
Tom saw the film last week.→What did Tom do last week？
We have watched TV.→What have you done？
We can speak English.→What can you do？
注：对系动词的谓语部分提问与对表语提问相同，列入第（3）类。
（3）对主、谓以外各种成分提问，可分步进行。
①针对划线部分找出疑问词；②将原句变成一般疑问句；③疑问词加一

般疑问句，去掉划线部分。如：He is a doctor.
第一步，找疑问词 what；
第二步，变一般疑问句：Is he a doctor？
第三步，what is he？
She looks like her mother？
→Who（whom）does she look like？
We work in a factory.→Where do you work？
He gets up at six every day.→What time does he get up every day？
Tom didn't go to school because he was ill.
→Why didn't Tom go to school？



They visited the No.10 Middle school，
→Which middle school did they visit？
对定语的提问，应将疑问词和原句中被修饰的词一起放入句首。如：
This iS john's dictionary.→Whose dictionary is this？
对谓语动词的非谓语形式提问，用 do 的非谓语形式代替该动词的相应的

非谓语形式。如：
The teacher asked him to answer the questions.→What did the

teacherask him to do？
I saw her drawing there.→What did you see her doing there？
词类转换题解法
常见的词类转换题有以下四种：
（1）按括号内的要求，写出所给单词的相应形式。如 True——（adv.）

truly；friend——（adj.）friendly；
liberate——（n.）liberation.
（2）用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如：You must be carefulwith your

pronunciation.（pronounce）
（3）根据句子的意思，在空格里填入一个按划线单词进行变化的词。如：

It isn't safe to walk on the railway.Edison rushed out and carriedthe
boy to safety.

（4）选择所给单词的正确形式。如：He is going to give（B）atalk this
afternoon.

A.we B.us C.our D.ourselves
词类转换题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同根词每一单词的词类和了解每一单词的

拼写形式，如上述的第 1种题型便是既简单又过硬的考查。
词类转换试题的解法，具体可分为以下三步：
（1）通读全句，理解句意。
（2）进行语法分析，确定该选词类。
（3）注意所选词类的语法属性，用正确的语法形式填入句中。
My uncle____English in this school.（teacher）
A.句意。“我叔叔在这所学校教英语。”
B.语法分析。句中缺乏谓语，应用动词填入。
C.选用形式，主语为单数第三人称，且该句属一般现在时态，所以，动

词 teach 应使用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式 teaches。
又如：The rubbish___every day.（collection）
A.句意。每天都有人收集垃圾。
B.语法分析。主语 rubbish 是谓语动词 collect 的动作承受者，应选用

被动形式 be collected。
C.选用形式。时间状语every day 要求一般现在时态，加之主语 rubbish

为单数，故选用 is collected 这一一般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的被动语态形
式。

逻辑推理题解法
逻辑推理题是测试学生学习外语的能力倾向题型中最常见的题型之一，

其主要目的是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逻辑推理题的目的和要求
是：在每组连贯的句子中没有一空白处。下面结合实例，谈谈逻辑推理题的



一些常见做法。
1.根据所给条件作出准确判断
事物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联系，其中之一是条件联系，如：某一事物的

出现会导致另一事物的出现，某一事物的存在或消失会促使另一事物的存在
或消失，它们之间渗透着一种“条件”和“结果”的关系。根据已知条件，
一般可以判断出某种必然结果。如：

If all hens lay eggs，it follows necessarily that____.
A.white hens also lay eggs
B.bigger hens lay bigger eggs
C.cocks do not lay eggs
D.more hens lay more eggs
正确答案为 A，因为有了“所有的母鸡都下蛋”这个条件，就必然会有

“白母鸡也下蛋”这个结果。
2.运用正确的推理方法
推理能力是逻辑思维能力的一种表现。推理就是从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

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过程。要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就要掌握正确的推
理方法。演译推理和归纳推理是推理的两种主要形式。如：

Many people who have a cold also have a cough.So we can
concludethat____.

A.cold and cough may have some connection.
B.either cold causes cough or cough causes cold.
C.cold and cough go to get her.
D.cold and cough have the same cause.
利用归纳法，先分析“许多感冒的人也咳嗽”，由此我们不难推出“感

冒和咳嗽可能有种联系”，故正确答案为 A。
3.遵循思维的基本规律
只有遵循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才能做到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它

的基本规律包括：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如：
The police brought a little boy to Mrs Jones.Mrs Jones said he was

herchild，but the boy himself said he was not her child，the logical
（逻辑的）conclusion is____.

A.they could both be right.
B.they couldn't both be right.
C.neither of them could be wrong.
D.they could both be wrong.
根据排中律、在真与假、是与非之间不能两者都肯定，故 A、C错误，也

不能两者都否定，故 D也错误。这样自然正确答案是 B。
主动→被动语态变换题解
首先，应对主语语态的句型有清醒的认识。主动语态常见的三种基本句

型是：
（1）主—谓—宾。如：He wrote the letter.
（2）主—谓—宾—宾。如：He teaches us Chinese.
（3）主—谓—宾—补。如：I saw her dance.
其次，明确被动句的本质是在于将上述三种句型中的宾语变为被动句的



主语，而谓语采取：be 的变化形式+过去分词”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双宾
结构中的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均可转换成被动句中的主语。上述三句可改
为：

（1）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him.
（2）We are taught Chinese by him.
（3）She was seen to dance（by me）.
另外，对下述几点应做到心中有数。
（1）正确用好被动语态中 be 的变化形式。
（2）主动句中的主语变为 by 引导的介词宾语（不强调施动者时这个短

语可以省略）；
（3）带有复合宾语的主谓句变为被动语态时，在 make，see，
hear，let 等动词后的宾语补足语的不定式符号不可省略；
（4）带介词或副词的短语动词，如 look for，put on，talk about 用

作被动式谓语时，它们所带的介语或副词应予保留。如：They often talked
about the matter.→The matter was often talkedabout（by them）.

分词短语变从句题解
在很多情况下，英语中的分词短语可以转换为从句形式，但有时却不能

进行转换。学习时，需掌握下述两点。
（1）分词短语作伴随状语与结果状语时，一般不能转换为状语从句，但

可转换为并列谓语或并列句。如：
Holding his head high，he walked past the pole and the soldiers.

→Heheld his head high and walked past the pole and the soldiers.
（2）分词短语作补足语时，一般不可转换成从句。如：I'm sorryto have

kept you waiting so long a time.
在掌握二者不能相互转换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掌握二者可以转换的基本

技巧，尤应掌握转换过程中时态的运用。时态的运用可归纳为下列两种情况：
（1）分词短语的动作与句中主要动词的动作同时发生。这时，应对分词

是属于延续性动词还是非延续性动词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便确定从句的状
态。

①分词为延续性动词，转换时，从句使用进行时态。如：
Wandering through the streets，I suddenly caught sight of a

tailor'sshop.→When I was wandering through the streets，I suddenly
caught sightof a tailor's shop.

②分词为非延续性动词，转换时，从句时态与主句时态一致。
如：
Turning to the left，he suddenly found the shop.→When he turned

tothe left，he suddenly found the shop.
③上述情况均指分词短语用作时间状态。若分词短语表示原因、条件等，

从句词语与主句谓语在时态上均保持一致。如：
Not knowing much English，he got out his dictionary and looked up

theword″cough″.→Because he did not know much English，he got out
hisdictionary and looked up the word″cough″.

（2）分词短语的动作先于主要动词的动作。这时，从句时态取决于主要
动词的时态。



①主要动词为现在时态时，从句用过去时。如：
The man talking to us yesterday is a professor from Beijing

University.→The man who talked to us yesterday is a professor from
BeijingUniversity.

②主要动词为过去时态，从句多用过去完成时。如：
Having heard this，the Genie changed again into smoke.→Because

hehad heard this，the Genie changed again into smoke.→When he had
heardthis，the Genie change again into smoke.→After he（had）heard
this，theGenie changed again into smoke.

陈述句变感叹句题解
有些同学在做将“陈述句变为感叹句”的练习时，对 what 和 how 这两个

感叹词的选择举棋不定。应该如何选择呢？下面介绍一种方法，可供参考。
本方法可分三步，叫做一隔，二加，三调位。现以 Thisisagoodboy！为例：

一隔：就是在谓语动词后将此句用竖线隔开，分为两个部分，即 This is｜
a good boy！

二加：在第二部分前加引起感叹句的 what 或 how，若第二部分的中心词
是名词，就加 what；若是形容词或副词等，就加 how。

上句第二部分 a good boy 的中心词是名词 boy，故用what，即 this is｜
what a good boy.

三调位：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的位置颠倒一下，what 大写，This 变小写，
句号变感叹号，即 What a good boy this is！

这样一来，将“陈述句变为感叹句”这类题目也就不难了。
如：
（1）He dances well.
（2）You asked silly questions.
（3）This boy is clever.
（4）She is a clever girl.
※ ※ ※
答案：（1）How well he dances！
（2）What silly questions you asked！
（3）How clever this boy is！
（4）What a clever girl she is！
肯定句变否定句解题
把肯定句转换成否定句是句型转换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1）若句子的谓语动词为 to be，to have，表示“具有”或“占有”，

可在它们后面直接加 not 变成否定形式，谓语部分有助动词或情态动词，也
是在它们后面加 not 变成否定形式。至于do not，就应按相对行为动词处理。
如：

My mother is a teacher.
否定：My mother isn't a teacher.
（2）不定代词 some，something，someone，somebody 换成对应的 any，

anything，anyone，anybody，也可表示一个句子的否定。如：
I saw someone in the corner.



否定：I didn't see anyone in the corner.
（3）no，nothing，nobody，no one 也可构成否定式。如：I sawnobody

in house。
但是，我们应注意，当不定代词作主语时，不能把不定代词变为它的否

定形式，而应把谓语动词变否定形式。如：
Something happened that day.
否定：Something didn't happened that day.
（4）由不定代词 all，both 或由 so 引导的倒装句，变否定句就是把它

们分别改为 none，neither，nor 或 neither，而 both⋯and 连接的句子变否
定句时，除把both⋯and 改为 neither⋯nor 外，谓语动词及其他词也要作相
应的变化。如：

Both you and I are women.
否定：Neither you nor I am a woman.
（5）当 think，believe，feel，suppose，imagine 等作为主句中的谓

语动词，后跟宾语从句变成否定句时，否定词 not 大多前移至主句部分。
（6）其它，如副词 too 应变为 either，already 改为 yet，有时更换动

词或借用否定前缀也能表达否定的意思。如：
He agrees with me about this.
否定：He disagrees with me about this.
I failed in the final exam.
否定：I succeeded in the final exam.
（7）下面的例子可说明祈使句和疑问句的否定转换形式：
Put it up on the wall.
否定：Don't put it up on the wall.
Do you have any oranges？
否定：Don't you have any oranges？
Why will you keep your promise？
否定：Why won't you keep your promise？
汉译英的基本技巧
（1）要善于将所要译的汉语句子与英语五大类基本句式挂钩。这英语的

五大句式就是在阅读句子时，我们介绍的①主—系—表；②主—谓—状；③
主—谓—宾；④主—谓—宾—宾；⑤主—谓—宾—补。中学英语中的汉译英
练习绝大多数都属这五种句式之列。在判断句式时，可首先将定语部分排除
缓译，这样做，对判断英语句式大有益处。

译法举例：
正在唱歌的女孩是他的妹妹。
分析：①应译为“主—系—表”结构。
The girl is his sister。
②“正在唱歌的”为“女孩”的定语，应译为后置定语。可译为现在分

词短语也可译为定语从句。
译文：①The girl singing a song is his sister.
②The girl who is singing a song is his sister.
（2）在确定句式时，要综合考虑主语、表语、宾语、补语的表示法与动

词谓语的时态与语态。从中学生的学习实际出发，综合考虑的重点与难点应



该是：
①动词作主语。②一部分系动词只能接形容词而不能接副词。
③人称代词作宾语应使用的格以及动词充当宾语时应采用的某一形式。

④职务名称作补语应使用的格与动词作补语时应采用的某一形式。⑤根据状
语选用正确时态。

例句：学习英语是我们的任务。
分析：①“主—系—表”句型。
②主语为动词，只能使用带 to 不定式或—ing 形式。
译文：①To study Engilsh is our task.
②.Studying English is our task.
③It is our task to study （studying）English.（可用 it 替代 to

不定式与—ing 形式）
易犯错误：Study English is our task.
（3）必须十分重视动词谓语的及物性能。牢记：句中谓语是及物动词时，

可使用主动语态，也可使用被动语态。带有宾语时，使用主动语态；不带宾
语时（实际上多为宾语充当句中主语），应使用被动语态。句中谓语是不及
物动词时，永远只能使用主动语态。有时，某一汉语动词译为英语时，有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英语对应动词，这时应特别注意英语动词的及物性能。

试观察下句译法：
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分析：“提高”译为英语有 raise 与 rise 两个动词。raise 为及物动词，

rise 为不及物动词。
译文：①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people has risen in recent years.
②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people has been raised in recent

years.
（4）注意五种基本句式外的其它句式的译法。在中学英语中，五种句式

以外的难译句式常见的有：①there be 句型；②祈使句+and（then）或 or
连接的 you'll do（sth.）句型；③典型习惯句式。如：What's wrong with⋯
句型；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句型，Can I help you？Here you
are.等；④常见倒装句式。上述各类句子充分体现了英语句式的特殊性。在
汉译英时，应十分尊重这些习惯表达方式，切不可照汉字死译。

连词成句题解法
（1）先找出所给词汇中能构成短语或词组的词汇，并构成词组或短语；
（2）按英语句式的基本结构排列全部词语，即按“主—系—表（状）”、

“主—谓—状”、“主—谓—宾（状）”、“主—谓—宾—宾—（状）”，
“主—谓—宾—补—（状）”等五种基本句式排列全部词语；

（3）再把未能进入基本句式的作“定语”用的其它词语摆在所修饰的词
的前面或后面（前置定语放于所修饰的词前；后置定语放于所修饰的词后）；

（4）注意不同状语的排列顺序。例：
can，the，man，slowly，see，city，evening，we，in，the，of，the，

walking，street，the，every.
A.every evening，in the street 为短语；
B.根据主格人称代词 we 的语法功能，立即断定 we 为该句主语。纵观全

部词汇，根据情态动词的语法功能，can see 为句中谓语；根据谓语动词 see



的语法功能，可推断出 the man 为宾语，walking 为宾语补语。这样，该句
的基本句式应为“主—谓—宾—补”结构，从而可得出句式骨架为：We can see
theman walking.

C.再仔细分析可得出：slowly 为 walking 的状语（放于 walking 后），
inthe street 为 walking slowly 的地点状语；the strange 为 man 的前置定
语；ofthe city 为名词 the street 的定语（因为 of the city 为短语，故
应放于 thestreet 之后），every evening 为时间状语（放于句末）。

故连成的句子为：
We can see the strange man walking slowly in the street of the

cityevery evening.
每天黄昏我们能看见那奇怪的人缓步走在城里的街道上。
连句成文题解法
给出一些句子，要你根据它们在意思上的联系按顺序排成一段意思连贯

的短文。那么，怎样才能做好联句成短文的题呢？联句成短文的关键在于合
理，恰当安排句子的顺序。如何才能把句子安排合理、恰当呢？我们必须从
所给句子表达的内容来进行分析，其过程大致是：

（1）先弄懂每个句子的意思和整段文章的大意；
（2）根据对内容的初步理解，进一步分析本段文字是记叙一件事（一个

人），还是说明一个问题或抒发某种感情的；
（3）根据文体找出结构特点和层次，如记事性质的内容，就看记的是什

么事，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结果等等。记人性质的内容，找出文中有几
个人，他们的关系如何，做了些什么事等等。如果是论说性质的内容，就看
它分析了什么问题，讲述了什么道理，阐述了什么看法等。如果是抒发感情
性质的内容，就分析它抒发了什么感情，什么事或人使之产生这种感情等。
如果是一堆交际性的语句，就应该分析在什么场合下进行这样的交际，按英
语习惯应该怎样发问，怎样回答等；

（4）按上述分析，安排句子的顺序；
（5）通读全文，予以修正，达到文理通顺。
附：书面表达的基本模式和方法（例说）
1.段落的模式。
用分解段落层次的方法来展示英语母语者表达思想的手段是提高学生笔

语交际能力的良好途径。它不仅能使学生认识到作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围绕
主题发展思想来实现统一性及连贯性的，而且能使学生一步一步地照着模
仿，最终掌握原则，提高笔语交际能力。英文段落一般具有三个层次（较长
的段落层次还要复杂）：主题句和结尾句为第一层次，中间第二层次为第一
层次的意义的相对展开句，第三层次为第二层次的相对展开句。段落以第一
层次开头，依次展开第二、三层次，然后又返回到第一层次，构成一个完整
的层次整体。大连外语学院赵永清老师把英文段落层次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
模式：

（1）阶梯式。阶梯式是英文段落层次最简单的模式。作者思想的展开方
式是：由第一层次最笼统的（the most general）概念起始，引出第二层次
的对第一层次中最笼统概念的说明和阐述。也许此时作者感到这个说明和阐
述还不够详尽，接着引出了第三层次的更详细、具体的，对第二层次的说明
或阐述。至此，一般来说，作者完成了他发挥和发展第一层次的最笼统的概



念的工作，需要回头来强调一下这种笼统的概念，所以他返回到第一层次，
重复他的思想，以便于读者清楚、准确地掌握他的观点或看法。这种展开思
想的方式，逐级递进，层层深入，简单明了，使读者能一目了然地了解作者
的思想和意图。

（2）裂变——聚合式。裂变——聚合式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展现作者思想
发展的模式。所谓“裂变”是指作者表达思想的方式不仅仅是象阶梯式那样，
由第一层次到单一的第二层次单位，再由第二层次发展至单一的第三层次单
位，而是几乎象原子核裂变那样，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发展至第二、第三层
次，最后，他还是返回至第一层次。

（3）综合式。综合式是更为复杂的一种作者表达思想的方式。它集阶梯
式和裂变——聚合式为一体，在某一层次或采用阶梯式，或采用裂变——聚
合式，展开思路，发挥主题。

三种模式是英语母语者所用的最基本的表达段落思想的模式。它们尤如
房屋的结构，是个纯立体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关键作用是引导学生逐层
次地观察和体验作者展示思想的手法和步骤，而不是简单地站在读者的角度
把结构层次做个解剖，就象中学生在语文课上将文章分个段，归纳出中心思
想，实际上，对段落进行层次分解的意义在于使学生能身临其境般地、站在
作者的角度上去考虑如何一步一步地发展本段落的中心思想。解决只知其
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困难。真正教会学生按英语母语者的笔语表达习惯来发
展主题思想，层层深入，步步具体，体现统一性和实现连贯性。

2.书面表达六步法
书面表达题有三个基本的要求：①紧扣题目。要把题目中规定的要点全

部表达清楚，不能遗漏，也不能文不对题。②语言表达正确、恰当，文意清
楚连贯，过渡自然。③体裁格式正确，字数基本符合要求。如何才能达到这
些要求呢？江西景德镇六中桂子辉老师以 MET89 书面表达题为例，介绍了如
何较好地完成书面表达题。

Ⅶ.书面表达（共 1题，计分 15％）
说明：
一个国际青年参观团正在访问我国某城市，你负责安排他们的参观活

动。请起草一份通知，准备向参观团团员宣读。通知必须用一段话说明以下：
（1）参观日期：7月 22 日，星期六。
时间：早餐后 8点出发。午餐在参观地点吃。下午回来。
（2）参观内容：分四组，每组参观一个地方：工厂、学校、农场或医院。
（3）欢迎每人参加一组活动。请选择好参观地点，并在今晚 9点前到服

务台（the Service Desk）签名。
注意：
（1）通知用英语写，约 70—100 个词。要求意思、语句连贯。
（2）通知只需把要点讲清楚，不要把说明部分逐条译成英语。
（3）通知的开头已经写在下面，不计入总词数。Ladies ar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please？
解题可分六步进行：
（1）为了避免遗漏题目规定的要点，杜绝文不对题的语句，先将这些要

点逐条译成英语。完成这个步骤时应注意：
①书面表达题不同于一般的写作题，不能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要紧扣题目的要求，不要随意添枝加叶。
②书面表达题也不同于一般的翻译题，不能直译题目。要认真审题，搞

清楚哪些是需要表达的内容，哪些是不需要表达的内容。
③尽量选用自己熟悉、拼写容易的常用词汇，切不可标新立异，卖弄才

华，选用怪僻复杂的词汇。
（2）将已译成英语的要点扩展成句。完成这个步骤时应注意：
①搞清楚谓语动作的发出者，选择适当的主语。
②搞清楚谓语动作发生的时间，谓语动作和主语的关系，选择正确的时

态和语态。
③要用自己熟悉的句型。句子结构越简单越好。尽量避免用结构复杂的

复合句。
（3）根据句子的内在联系或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重新排序。
（4）检查所有句子的词数是否符合要求。一般来说，只要把题目规定的

要点都表达清楚，词数基本上就会和要求相吻合。但有些书面表达题目的说
明比较简单，词数可能达不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在适当的地方增加一些和表达内容相关的句子。如果词数多于题目的
要求，则可采用合并句子的方法减少词数。

（5）连接所有的句子形成短文。完成这个步骤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体裁格式要和题目的要求保持一般。
②句与句之间的过渡要自然。有时需要增加一些表示并列、递进、因果

和转折等意义的连词。但是，作为初学者不宜过分追求文彩，重点应放在准
确达意上面。

③文章较长时，应在适当的地方分段。
（6）检查并改正可能出现的错误。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单词拼写，

时态语态，主谓一致，冠词用法，名词单复数以及标点符号、大小写字母等。
采用“六步法”做书面表达题有以下几个优点：
（1）解题过程程序化。很多同学觉得书面表达高深莫测，无从下手。“六

步法”把复杂的写作过程分解成几个简单的步骤，每个步骤只解决一两个问
题，就象套公式一样，简单易行。

（2）确保文章符合题目要求。该写的不会漏掉，不该写的不会添加，更
不会文不对题。

（3）避免了语言错误。由于每个步骤集中思想考虑一两个问题，出错的
可能性自然就大大减少了。

（4）节省解题时间。很多同学在做书面表达题时提笔就写，写不下去划
掉重来，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六步法”看起来比较麻烦，但可以一气呵成，
避免了反复。如果熟练地掌握了“六步法”，有些步骤可以一次完成，节省
时间的效果就更加明显。

附：MET 书面表达五字要决
MET 考试中的书面表达题是要求考生根据所给的情景和要求（所写材料

的目的、对象、时间、地点、内容和长度等）写一篇书面材料，这篇书面材
料，既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丢三拉四，它不是“作文”，因为它并不要求
考生去立意选材、谋篇布局和随意发挥；它类似“翻译”，可又不同于翻译，
它比翻译有较大的灵活性，只要表达的内容符合题意即可，书面表达实际上
是一种有指导的写作，要你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但是不管它不是“作



文”也好，类似“翻译”也好，或说成有指导的写作也好，毕竟是一篇英语
短文，短文是由许多意思互相关联的句子按照一定的逻辑程序组织而成。句
子是写文章的基础，所以写好每一句子是关键。如果我们遵循“序”、“时”、
“助”、“一”、“活”五个字写每一句子，又用这五个字对做好的书面表
达逐句进行检查，可以肯定会减少许多不该有的错误，提高书面表达的正确
性。

1.序
写英语句子要按照英语句子的语序，要排除汉语语句的干扰。可有些考

生却不加思索地按汉语语序写英语句子，结果造成语序上的错误。
2.时
“时”即指时态。英语时态是由动词的形式来体现的，怎样正确使用各

种时态的语法条条许多考生都懂，有的甚至会背，可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往往
又是另一回事了，但必须指出的是：有些时态错误并非不会使用而造成的，
而是粗枝大叶，随便落笔造成的。

3.助
英语绝大部分句子都含有助动词。因为表示时态、语态和语气需要助动

词，构成疑问句及否定句也需要助动词。可是汉语里却没有助动词这个概念，
考生在写英语句子时就更容易遗忘。

4.一
“一”指的是主谓一致。写句子时牢记谓语动词必须与主语在人称和数

上的一致原则。这一原则教师从初中教学生直至高中一直再强调，可在平时
的练习及测试中还是一错再错。

5.活
“活”这里指的是灵活。做书面表达题，不要把想表达的内容先用汉语

“固定下来”，然后逐词逐句地翻译，而要扬长避短，在不改变原文基础内
容前提下，灵活地运用自己最熟悉、最有把握的词汇和句式。如果直接表达
有困难，也可以“间接表达”或“曲线表达”，还可以“反说”，可以拐弯
抹角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要突出一个“活”字。

英语学习中的常见负迁移及其防治
在教学中，一种知识技能的掌握影响另一种知识技能的掌握，叫做“迁

移”。如果是积极的、有利的，称之为“正迁移”；如果影响是干扰或阻碍
性的，则称之为“负迁移”。中学英语教学中经常出现知识的负迁移。这给
教学带来很大危害，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所以必须引起教师的重视。

引起负迁移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新旧知识混淆不清
例如：初中学生在学了 have breakfast 这一短语后，常常会造出 I

haven'tbreakfast at home.或 Where have you breakfast？之类的错句。 又
如，在学了状语从句中将来时要用一般现在时表示的语法规则后，在做选择
填空题 Idon't konw when he_____back tomorrow.时，很多成绩较好的学生
反而选用了 comes 这一错误答案，而不选其正确答案 will come。前者的错
误是先学的 have 作为“有”动词的用法干扰了后学的 have 作为 do 动词用法
造成顺向负迁移。后者是状语从句中将来时的用法干扰了原先所学的宾语从
句中时态用法而造成的逆向负迁移。

2.本族语的干扰



初中生在开始学英语之前，都经过一段时间正规的汉语学习，能够说一
口流利的汉语。他们已有的汉语知识和学习汉语的经验对英语学习产生积极
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干扰源。

例如，在汉语中，形容词可以直接作谓语，而英语的形容词用作表语时
要借助连系动词一道构成谓语，由于母语的干扰，初学英语的学生把“太阳
红”、“花儿美”说成是“sun red”，“flowers beautiful”。再例如，
汉语中，我们常说“我和他”，学生用英语时也直接说成“I and he”，而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He and I”。英语中，人称代词具有主格和宾格之分且
有不同形式，汉语中并没有词形变化，初学英语学生容易受汉语影响混淆不
清。这一类型的错误基本上是由于汉语的干扰所致。

母语干扰和过度概括就其实质来说同属一种策略，即凭借已有的知识进
行类推，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借助于汉语知识，而后者则借用于已有的英语
知识。

3.思维定势的影响如学生在学了名词单复数的概念后，认为 one 后面必
定用单数，two 以上后面必定要用复数。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例如，许多学
生在 one of 的短语后面也用单数名词，写出 He is one of the best student
in ourclass.的错句。同时，又有许多学生把“五百”写成 five hundreds，
把“二千”写成 two thousands.

4.旧知识的错误强化
例如：初一学生在学习动词 be 时，对 I am，you are，he（she）is 较

容易掌握，并且记得很熟。但一学到动词 do 时，不少学生一开口就造出 I am
studyEnglish.He is go to school.之类的句子。即使到了高中仍有不少学
生犯 Iwas  see a  film  yesterday.之类的错误。其实，这是学生在启蒙
阶段对旧知识过分强化所造成的负迁移。

5.知识细节的遗忘
例如：高三学习虚拟语气时，许多学生只记得 suggest 后面的从句应用

should+原形动词的虚拟语气形式。而往往忘记了 suggest 作“联想”、“暗
示”意义时，其从句谓语动词并不用虚拟语气。以至在许多学生中又出现
Thesmile on his face suggested that he should be happy to have given
his life forhis country.这样的错句。

6.过度概括
概括是英语的一种基本方法。在英语学习中，学生因概括不当，从一定

的规则中随意类推产生不合乎英语习惯的语言错误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
学生学习了现在进行时态之后，就可能造出类似 Weare seeing the picture.
这样的句子，认为所有的英语动词都可以用于现在进行时态中。再例如，学
生学习了名词复数规则后，就可能把 child 和 sheep 这两个单词的复数写成
childs 和 sheeps。这类错误大都是因过度概括造成的。过度概括是指学生按
照一定的句型或规则但却超过这一句型和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而导致所说的
或所写的英语超出可接受的范围。

7.语言交际错误
语言的功能在于交际、完成一定的交际功能。同一语言形式可以表达不

同的功能，而同一功能又可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语言交际是一个复杂的活动，
在交际过程中，除涉及语言规则外，还要涉及交际规则，除考虑语言形式外，
还得考虑交际对方的年龄、社会身分、职业、文化程度、交际场合和交际时



的外部环境等。例如，上级对下级、年长的对晚辈说 Open the door.这句话
是可以接受的，而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说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唐突。
学生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语言规则以及文化差异，产生
了不少的交际错误。

8.教材编排体系及教学中过分强调引起的错误
教材是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工具和材料，而教师的教学方法是促进学生

有效学习的重要保证。教材的编排体系及教学方法不妥当是导致学生产生语
言错误的一个潜在因素。日前初中英语统编教材 1—6册基本上是按照语法为
主线采用直线式的编排体系安排教学内容的。因此，语法、词汇等项目的重
现率极低，不利于学生巩固所学内容。若教师在教学中不注意提供学生周期
性地复习所学知识的机会，就可能出现学习新的，忘了旧的现象。此外，教
师在教学中过分强调某一语言规律也是学生产生错误的一个原则。

9.其它生理、心理因素造成的错误
课堂练习或其它语言运用过程中，周围环境恶劣，学生处于一种压抑或

过分心理紧张、注意力不集中、作业量大而时间有限以及书写太快等各种因
素都可能导致学生违背英语的语言规则。

  
英语课业学习程式与指导

 
英语课业学习的兴趣培养
要学好英语，除了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外，首先要自我培养学习英语的

兴趣，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之一。心理学家认为，最好的学习动力是对所学学
科具有内在的兴趣。匈牙利语言学家卡莫·洛姆布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语
言学习的成就：付出的时间+兴趣=结果。真正的兴趣总是使学生千方百计地
去达到目的。

初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学英语时，对英语有着强烈的新奇感。他们很想知
识外国人是怎样说话的，他们希望自己能很快学会英语，能够与外国人谈谈
话。这时每一个音素，每一个词与每一句话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浓厚的
好奇心，求知的欲望和与外国人交往的愿望变成强烈的学习热情。同学们的
学习劲头很足。

怎样才能保持这种学习热情，进一步培养学习兴趣呢？唯一的方法就是
使学习英语的过程变得令人愉快，使我们觉得英语学习不是一种沉重的负
担，使我们从英语学习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初中一年级时，学习的内容很浅，只要抓紧听说练习，就会使学习变得
生动有趣。例如第一册在字母学完后，就出现了 This（That）is a⋯⋯，What's
this（that）？It's a⋯三个句型。这时不要认为这些句型太简单，不必多
花时间练习；相反，我们要利用已经学习过的 20 多个名词，反复练习这三个
句型。课后复习时，同学们可以两人一组互相用句型提问。随着学习内容的
增多，还可以用更活泼、更有趣的形式进行听说练习。这样就把枯燥的记生
词、背句型练习变成了有趣的游戏。

初二、初三年级，学生的知识逐渐增多。这时除了进行各种句型练习外，
同学还可以把所学的内容编成日常生活会话，如见面时的招呼、告别、探望
病人、问路、借东西和请求帮助等。还可以做比较连贯的较长的叙述，如介
绍自己，谈谈自己的家庭、学校和班级等。



到了高中阶段，同学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爱好和兴趣也随着改变了。他
们已经不满足于练习对话等简单的活动了。这时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听说能
力，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词汇，并且已经学习了大部分基础语法。这说明他们
已有一定的外语阅读能力了。这时可以学习一些格言、谚语、歌谣、故事或
科技小品文。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阅读材料。例如，有的同学为
了便于集邮，阅读了一些介绍集邮的英文资料。喜爱足球运动的同学阅读了
有关外国球星活动的报导。电影爱好者对介绍外国影片及电影明星的文章很
感兴趣。有些女同学对外国时装杂志十分喜爱。他们总会找到自己需要的材
料，从紧张的学习中挤出时间进行课外阅读。他们不仅觉得学习英语有用，
而且从学习中找到了乐趣。

我们还可以通过预习课文和英语浅易读物来练习阅读，提高学习兴趣。
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练习用自己的语文改写课文。如原课文是以第三人

称描写某人的活动，我们可以改用第一人称来写自己的活动；课文出现直接
引语时，我们可以把它改为间接引语；复合句可以改为简单句。在改写过程
中尽可能使用原课文中的词和句型。这种把读和写联系起来的练习，可以提
高我们的写作能力。

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也是培养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如学唱英语歌曲，朗
诵诗歌，讲故事，猜谜语，排演英语短剧以及举行英语晚会等。积极参加各
种竞赛，如英语书法比赛，朗诵比赛、讲演比赛和歌咏比赛。这些趣味盎然
的活动，会使我们的英语学习丰富多采。

英语本来就是一门有趣的学科。如果我们能注意培养学习兴趣，自始至
终都能生动地、饶有兴趣地学，我们就可以战胜学习的顽敌——厌烦情绪，
使英语学习能坚持下去。

英语学习的基本原则
1.入门阶段一定要过好语音关
在语音学习阶段，要学会正确地读出每个音素。英语的 48 个音素中，应

以 20 个元音为重点。学习辅音时要注意区别易混的音。如[n]与[i]，[r]与
[i]，[n]与[R]，[v]与[w]等。

有的同学对语音学习不重视，认为读得好不好没什么关系，自己将来不
当翻译和英语教师，只要能阅读就行了。经验证明相当多的同学正是因为没
有过好语音关，张不开口，没有养成起码的听说习惯，拼读拼写能力极差，
形成了恶性循环，使英语学习无法进行下去。

2.把英语当作交际工具来学习
要下决心把“说”英语作为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一种最主要的方法。

要见词说话，把句型变“活”。学课文时，要边读边说，读读说说。课文结
束后，要大胆转述。平时，更应多说，说课文内学过的语句，说课外阅读的
材料；要自言自语地说，要找同学与老师说；要争取多和懂得英语的人交谈；
还要争取接触英美等外国朋友并与他们交谈。应当积极参加课堂交际活动，
尽量把日常生活中的交际形式用英语进行。如问候、互相介绍、向别人打听
事情、问路和打电话等等。总之要充分利用实物、图片等直观教具，用表情
和手势创造生动的交际情景，开展交际活动，培养交际能力。

3.注意英语学习的阶段侧重性
中学生在 6年里要全面进行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训练，又要在不

同的阶段有所侧重。这样才能突出重点，收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初一年级是入门阶段。同学们要集中力量学好语音语调，大量进行听说
练习，养成大声朗读课文和开口讲英语的好习惯；同时注意培养拼读和拼写
能力，书写要合乎规范。

初二、初三和高一年级，同学们要继续进行听说以及读、写、译的全面
训练，学习基本语法不断扩大词汇量，学会用词造句的方法。学生应以教科
书为主要学习内容，另外增加一些课外阅读。这一阶段应学会使用词典和其
它工具书。

高二和高三，学生经过前四年的学习，已经有了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
力，掌握了 1500—1700 个单词。这时的侧重点是培养阅读能力和自学能力。

还要从全面的观点出发，不断把握一定期间所学的知识面，即所学知识
的范畴。

这就要求我们在学好新知识的同时，不间断地复习已学知识。在语法学
习中，尤应重视这一点。例如，行为动词的常见八种时态都是先后出现于教
材之中的。每学一种新的时态，都有必要重新回顾已学时态，以逐步将所学
时态的动词形式扎根于记忆的沃土之中。可以某一动词为线索，坚持对这一
动词的各种时态进行调整，以强化记忆。

4.学会抓主要矛盾，重点攻克词汇关
要尽早掌握单词拼读的能力，继而寻找多种记忆词汇的方法。在学习过

程中，要不断地掌握所学词汇的“音”（读音）、“形”（书写形式）、“义”
（词义）、“性”（词类）和“能”（搭配功能与语法属性）。

在中学英语学习过程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很严重，从初二上学期末
开始明显暴露出来。出现相当一批差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词汇学习跟不
上。在初一阶段这些学生未能掌握单词的拼读方法。下课后，他们除机械唱
读字母之外，根本无法做到词汇的“音”与“形”的统一记忆。

攻克词汇关，就是抓住了英语学习中的主要矛盾。学习中，必须树立这
一观点。

5.善于使用词典和词法书等工具书
词典是打开语言大门的钥匙。词典告诉我们每个词的读音、词形变化、

基本词义、转义、词的搭配、各种短语和片语及例句等。如果是动词，它还
会告诉我们这个动词要求什么句型。我们首先要学会迅速地查到需要的词，
然后要把词条中所给的解释从头看下去，一直到找到这个词在我们读到的句
中的词义。要注意在例句中这个词的确切意义是什么。英语词往往是多义词。
不注意这点，就会把词义混淆起来。

当我们阅读时，往往遇见一些句子，虽然没有生词，词义也弄清楚了，
但仍不能搞清这些句子的意思。此时可以查阅一下语法书，弄清句子结构是
简单句，并列句还是复合句。如果是复合句，各句之间是什么关系，从句是
什么从句，句中的动词是什么时态、语态，这将帮助你理解句子的意思。通
过这种练习，你不仅对语法规则理解得更深刻，知识掌握得更牢固了，你运
用语言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6.重视共性与个性
学习中应充分认识各种规则的学习，同时应重视规则或普遍现象中的特

殊现象。如不规则动词的变化，不规则名词的复数形式等。what 与 how 在英
语中均可作感叹词。按一般规律，what 修饰名词，how 修饰形容词与副词，
但是“how+形容词+a（an）+单数名词”也可构成感叹句。如：How beautiful



a mountian it is！这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山呀！
7.要善于寻找词语或知识的内在联系
如学习一个名词，就应联系已学的该词的同根动词、同根形容词和同根

副词等。学习一个动词的新时态，就应联系已学的该动词时态，对结构词语
的学习更应强化联系与比较。如 too⋯to 与 so⋯that⋯均可表示结果，但 to
之后只能接不定式，that 之后则应接从句。inorder to 后接不定式，in order
that 接从句。对多种表达方式应逐渐积累，反复加深记忆。

培养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
人类从事任何活动都需要培养一定的活动习惯，因此，从开始学习英语

时，就要有意识地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1.坚持听说先入为主
在入门阶段尤其要加大听说训练的比重。除了仔细听懂老师（或磁带录

音）的英语并认真模仿外，还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模仿课本中所学的语言材料
的内容，自己编写对话并在班上表演。这样做，可以有效地提高自己在实际
的交际活动中使用英语的能力。

2.要养成开口的习惯
从学习第一个字母起，就要乐于开口。要养成良好的朗读习惯，大声朗

读单词，朗读句子，朗读课文。学习顺利的时候，要朗读，学习开始感到吃
力时，更要坚持朗读。学习课文时，尤其要把好开口关。每天早晨或晚饭后
要坚持课文的朗读训练。较短课文要在朗读基础上进行背诵。较长课文要坚
持学会改写成短文，并在写好短文的基础上口头转述这类课文。要养成在课
堂上大胆回答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要养成用英语回答老师提出的各
种问题的良好习惯。还要养成在课内外说英语的好习惯。

朗读、背诵、口头转述课文、口头回答问题和课内外坚持学说英语等口
头学习方式有利于脑、眼、口的高度协调，对提高学习效果，增强学习兴趣
都有极大的作用。在英语学习中切忌只用眼与手的哑语学习方法。不乐于开
口，不勇于开口是学不好英语的。

3.积极参加课堂活动
在课堂上争取机会回答问题，朗读背诵课文，上黑板做练习。当别的同

学回答问题或翻译句子时，你应当在心中默答、默译，验证一下你的句子是
否正确。不要等老师叫到你，你才参与课堂活动。不要当哑巴，不应当学习
哑巴英语。

4.做课堂笔记
老师讲课时，你要尽可能记下老师说的内容，使自己的思路始终跟着老

师转。上课时老师讲的都是语言规则、重点和难点。你一方面紧跟老师，不
致走神；另一方面又练习了写的能力。

5.定时复习
每天课后要复习当天的内容。过一个阶段，还要进行阶段复习。使学得

的知识在脑子里留下深深的痕迹。
6.认真书写，完成书面作业
从字母书写开始，就要按书写要求进行书写。初始阶段应该在规范的练

习本上进行。要防止在白纸上胡写乱画。抄写句子与课文时，要注意音词间
隔，掌握单词的移行规则，以及字母大小写的规定与要求。要养成良好的书
写习惯，写好每一个字母、单词和句子，这对今后整个英语学习都有重要的



意义。对单词潦草或不规范的抄写，对学习单词的读音有很坏的影响；对句
子马虎地书写对建立句子概念和识别句型也是不利的。良好的书写习惯对培
养坚毅的学习意志与刻苦的学习精神都有极大的作用。

7.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听说练习
目前同学们学习英语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录音机普及，英语广播和电

视台播放的英语节目，这都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方便的学习听说的机会。课外
我们可以反复听课文录音，学习正确的语音语调，也可以把自己的朗读录下
来，和标准录音对比一下，找出自己的缺点加以改正。

在遇到外国人时，不妨大胆地和他们谈几句，检验一下自己英语口语学
得如何。

要多看英语影视节目，收听英语广播。当然你不可能懂得这些节目的全
部内容，只能听懂个别的词和句子，但如果你坚持下去，你会感受到正规的
语调，讲话的速度，逐渐培养语感。当然，这种练习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

8.逐步养成自学的习惯
从获得英语单词拼读能力后，即应开始正确的自学。
自学包括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课堂作业与家庭作业等环节。
课前预习应该是既为新课作准备，又要初步掌握新课的词汇、句型和课

文。预习时，要把新课作为检查过去已学知识的一面镜子，并力求找到与新
旧知识的联系。这样的预习才会取得明显的效果。在课后复习中，面对已学
教材应尽力回顾老师讲课的情景，要回顾老师的表情、板书、语言乃至老师
的教法。养成这样的复习习惯，对学习英语大有意义。复习中尚存的疑难点
要在反复思索之后，及时请教老师或同学。课堂作业时，应充分利用课堂所
学知识自我解答疑难，更应立即回顾课堂情景，以提高自我反馈的效果。家
庭作业应在复习的基础上进行，同时要把家庭作业作为检查课堂学习的标
尺。要善于养成把家庭作业与课堂所学知识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习惯。
轻意问他人或畏惧难题就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9.探求学法
“教给学法”是优良教育的重要原则；“探求学法”应该是优化学习的

重要标尺。
作为学生来说，应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观察、思考老师的教学方法。

课堂上不仅要知道老师讲了什么，而且还应了解老师是怎样讲的。一堂课下
来自己的最深印象是什么？通过对老师讲课方法的思考，将会对自己怎样进
行学习得到深刻的启迪与帮助。

探求学法主要在自学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活动。探求学法的
本质就是开动机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才智，增强能力。在预习、复习与作
业的各个环节中，不仅要注重应该学什么知识，更要思考怎样才能更快、更
好和更全面地掌握这些知识。这一问题，在“中学生怎样学好英语？”一问
中已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在谈到学习习惯时，再次提及一这问题，其目的
在于希望同学们更加重视，并明确认识到，不养成探求学法的习惯就不可能
有良好的学习方法与技巧。附：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模式

近年来，国外对外语学习过程的深入研究产生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理论模
式，如 Krashen 的监察模式、Bialystok 的策略模式、Schumann 的文化适应
模式和 Spolsky（1988）的第二语言学习的通用模式等等。这些模式从不同
的角度描述了外语或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和这一过程中各种主要因素如何相



互制约、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以及它们各自在学习过程中所占的份量。
中国学生遵循外语学习的共同规律，但亦有其特殊性。如何根据我国外语学
生的学习特点和学习环境，设计概括性和科学性较强的外语学习模式，用以
指导我们探讨外语学习和教学的规律，帮助我们了解外语学习的性质和概
貌，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条理化，这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科研课题。
广州外语学院王初明老师提出了一个模式。

模式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它包括输入、社会环
境和语言运用三个单元。另一部分为影响外语学习的情感和认知因素、语言
和交际能力、操作以及自我形象。这一部分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黑箱”，
是外语学习个别差异的根源，是外语学习心理研究者们最感兴趣并努力探索
的地方。模式的核心部分是能力。模式中所有其它因素均与能力有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因此，也可称之为“外语能力模式”。

1.输入
模式始于“输入”。“输入”指学习者接触外语信息，主要指在正规的

课堂里学习外语。在我国，很少学习者能够在自然语言环境中发展其外语能
力，即便不在课堂里学外语，最初还得要有人指导。这是中国人学外语的一
个特点，这一特点决定并影响模式中的其它因素。输入本身有各种方式，涉
及到不同教学法的采用以及课堂教学的组织。在模式中，把正规的学习作为
输入的一个主要特征，以区别在自然语言环境中的学习。

在模式示意图中，用实线箭表示“社会环境”对“输入”的影响。
2.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输入”能否被学生吸收，取决于与学生本人素质有关的众多变量。这

些因素包括①态度与动机②自信、移情、焦虑③语言学能④学习策略。
（1）态度指学生如何对待外语学习。动机主要指为什么要学外语。态度

和动机是学习外语的动力所在。Gardner（1985）把与动机相关的学外语的原
因主要分为结合型和工具型两大类。结合型外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有真正
的兴趣。他们学习外语，为的是更好地与目的语社团的人交际，与目的语文
化有更密切的接触。工具型学习者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外语去谋求一份好
工作，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更注重语言的实用性而不是社交的需要。
在我国，多数外语学习者在接触外语之前，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和人民不太
了解。相对而言，为到国外定居而学外语的人较少。外语多半作为升学与谋
职之用。不少人学习外语，或出于考试的压力，或由于社会的重视，或来自
父母兄长的鼓励和支持。模式中，动机和态度与“社会环境”有直接的联系。

（2）自信、移情和焦虑是重要的情感因素。移情指学习者克服抑制心理
的能力，是自己与他人之间暂时消除了心理隔阂，在情感上理解别人的经历
和感受。Guiora 的研究表明，语言自我是外语学习者在母语习得体验中逐步
建立起来并具有保护性能的一种心理屏障。语言自我是否具有灵活性是学好
外语的一个重要因素。抑制和焦虑均有降低自我灵活性的作用。它们与移情
的联系十分密切。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会使具有保护性能的心理屏障筑起来。
屏障越高，即抑制和焦虑心理越重，语言信息就越不容易摄入。

用外语与人交际，移情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外语学习者不仅需要了解
受话者的认知和情感状态，同时还要用自己不太熟悉的语言去达到移情的目
的。在表达思想时，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学习者做出错误的判断是常事，误
解也时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非常需要来自教师的移情；而教师有时



却忘记了自己学外语的经历，对学生的错误过于苛求，使课堂教学出现情感
危机，加剧了学生的抑制和焦虑的心理，使教学效果受到影响。因此，在外
语教学过程中，如何满足学生的情感要求，帮助学生提高自信心，拆除具有
保护性能的语言自我心理屏障，增强语言自我的灵活性，降低抑制，消除不
必要的焦虑，使学生感到自己为别人所承认和接受，这是外语教学中十分关
键的一环。只有处理好情感因素的影响，教师传授的知识才可能不被学生的
心理屏障所挡回。

（3）“语言学能”是学好外语的潜在能力。它反映语言学习的特殊认知
素质。学习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他们掌握语言的速度不同，学习语言时在
某些方面的能力不同，如有的学习者辨音能力强些，有的语言归纳能力强些，
有的模仿能力强些。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说明语言学能的有效性。

（4）“学习策略”指学习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某种思维方式或策略
去获取外语知识，提高语言技能，其中包括有意识的学习方法。学习方法的
好坏因人而异、因年龄、性格和认知方式等因素而异。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
获得成功的外语学习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能够充分利用或创造有利的
学习条件，并根据个人的需要有意识地摸索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好的学
习方法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通过学习体验去了解自己的认知和情感特征，
发掘自我，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学习方法，这样的学习者会取得满意的学习
效果。

以上四个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由于个体差异的作
用，同样的输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输入要真正为学习者所摄入，促使语言
能力的提高，其途径是曲折复杂的，需经过动机、态度、自信、移情、语言
学能和学习策略等认知和情感因素的过滤。

3.能力与运用
模式的核心是能力。它是语言结构知识、语言技能以及交际能力的一个

复杂组合。尽管有的学习者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和交际的能力，也知道在交际
场合如何说，但这种能力和知识与实际的交际运用尚有一段的距离。

认知科学家们在研究信息处理过程时区分两种不同的知识：一是陈述性
知识；一是程序性知识。两者的区别是知道做某事与实际上能够毫不费劲做
事的区别。就语言学习而言，陈述性知识指语言使用者所掌握的语言规则、
语用和语篇等方面的知识。这类知识是相对静止的，独立于现实生活中的交
际使用。只有通过语言的学习，使用和吸收并与使用的具体场合联系在一起
时，语言的陈述性知识才能被激活。这种学习、使用和吸收的过程产生了程
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最初由陈述性知识的构造而成，它能够选择和组合陈述
性知识里的语言规则和其它语言成分，帮助说话者执行语言计划。陈述性知
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转化是有意识地发生在短时记忆之中。自动化是获取新程
序性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类掌握操作技能的关键环节。

外语学习者在运用外语时，由于掌握的陈述性知识不够用，技能的自动
化程度不高，加上短时记忆处理陈述性知识的能力有限，因而不可避免地会
犯错误或失误。课堂上学外语，学生通过有意识地压抑错误之后，能够说出
正确的语句，而一到现实生活中的交际场合，老毛病又犯，这就是新学的语
言技能未达到自动化的表现。Kennedy 认为，学习者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
增加和补充陈述知识，通过专门的训练去促进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转
化，并使这种转化的产物达到自动化。实现这种转化或是通过模拟现实生活



中的交际活动，或是靠单纯的语言结构操练。
在模式中，能力只是间接地达到语言的运用，图中用虚线表示。能力必

须经过“操练”，达到自动化程度，最后才有流利的运用。有意识地操练是
促使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转化的催化剂。然而，“操练”泛指各种旨在
提高语言运用的练习，其中包括语言的交际练习，而不仅指行为主义的单纯
模仿和重复操练。在外语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强调学生的认知作用，同时还
要有意识地进行过度的语言基本功训练。

“运用”是检验语言和交际能力的实践活动。它能为学习者提供反馈。
反馈帮助学习者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以便使语言的交际使用更准
确、更得体。课堂上进行语言操练，或进行写作和会话练习，反馈主要体现
在语言形式是否用得准确无误，这种练习能够提高语言技能的自动化程度。
反馈或由学习者自己提供，或由外部提供。培养学习者自己掌握判断语言运
用是否正确的标准，有助于学习。学习者若未掌握这样的标准，只得依靠外
部反馈，教师是外部反馈的主要供给者。当外部反馈不及时或者欠缺时，学
习者就有可能实践错误的东西。毫无疑问，教师批改作业，口头评论，其反
馈对外语学习产生影响。反馈有积极和消极反馈之分，有认知和情感反馈之
分。教师不仅需要对学生的语言能力提供认知反馈，评价学生的语言运用是
否正确，同时还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积极的情感反馈，使学生看到成功的希
望。

在模式中，用实线箭头联结“运用”与“能力”，箭头指向“能力”。
为了强调反馈的作用，在实线上标明“反馈”二字。“能力”与“运用”之
间的虚线表示“能力”间接地抵达“运用”。语言运用还与社会环境因素有
一定的联系。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运用的机会就不可能很多，但比起社会
环境与动机的联系来，运用与社会环境的联系显得次要。因此，我们用虚线
表示社会环境对运用的影响。

4.自我形象
随着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学习者对自己能力的看法发生变化。这种变

化称为“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受能力和运用的直接影响。积极的自我
形象增强动机，有利于消除心理屏障，学习者不会因学一门新语言而感受到
威胁，同时也促进语言的运用。

运用是衡量外语学习成绩的最重要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标志。运用影响
自我形象，而自我形象又作用于动机和自信等情感因素。这样，学习的成功
会伴随着进一步努力学习的动机和愿望。这种愿望也是提高学习积极性和自
觉性，促使学习者取得更大成就的标志。它也应成为衡量教学效果和学习成
绩的标准之一。

几种常用外语课堂学习模式
1.翻译式
这是英语课堂学习的一种较为传统的模式，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依靠母

语、教学内容以及掌握英语的知识为主，学生得到较多发展的是语法能力。
此法便于在复习的时间内，系统讲授教学内容，熟悉课文，掌握语法规则和
一定量的词汇，但容易形成满堂灌，在很多情况下，一旦离开课本，任何技
能几乎不可能运用得上。因此，这种教学模式，学生往往学得相当被动，对
教师的讲解有明显的依赖心理。

2.听说式



其特点是认为可以用有限数量的句型描写无限数量的句子，把英语学习
过程看成是养成习惯的过程，也就是对有限数量的句型养成自动反应的能
力。这是模式，对学生的模仿和记忆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学生的“自动反应”
跟不上，听课就会发生困难。由于整个过程翻译是要回避的，教师几乎不作
明晰的语法解释，可以缩短讲课时间，克服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学生非常
认真地上课，有大量的实践活动机会，个个干劲十足。但学生的听说能力参
差不齐，教师如果对学生的情况不熟悉，每课下来，师生往往感到疲惫不堪，
基础稍差的学生往往食而不化。因此，运用此法教学，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
生实际，确定听说要点，注意使用日常的，使用频率高的词汇和接近学生水
平的日常口头的语言，使学生在模仿与记忆和句型练习的基础上自然地深入
下去。

3.答疑式
教师对学生学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处理（包括学生作业中出现的问

题），讲课时围绕学生提出的共同性、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
讲解或组织学生讨论，对学生提出的一般性问题只作口头的或书面的个别辅
导。这种教学便于因材、因人施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防止两
极分化。但这种模式也受到学生学习习惯和能力的制约，如果学生课前没有
系统地、自觉地预复习，或自学时提不出问题，教师无从下手，授课质量也
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4.网络式
这种模式要求师生共同归纳选择具有共性且富有意义的知识点，让学生

通过联想把新旧信息编织起来，运用图解、线卷方式，使学生把提问题、看
书、思考、解疑和讲评等环节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教师则
更应提供合理有效的思维原料，这样不仅可以成为提高教学可接受性、严密
性和系统性的有力杠杆，而且在教学程序上可以较好地解决语言知识独立传
授的问题。

5.交际式
在课堂学习中，这种模式着重于从用途到意义、到形式。交际式是与听

说对立的语言训练模式。听说式的根据是结构语言学，它局限于语言的结构
即句型模式之内，而不顾及交际行为的实际需要，交际式的根据是社会语言
学和功能语言学。简言之，交际教学模式，不但要让学生懂得一定的形式表
达一定的内容，而且要让他们学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形式。

阅读课五步学习指导法
每节阅读课大致可以分以下五步进行。
1.查词典阅读
每篇阅读材料，大约有一二百个单词，限学生在十分钟内阅读完（包括

查生词）。此为粗读，只要求学生能借助词典了解其大意。
2.回答问题
（1）Prequestions：教师在学生阅读之前，根据材料内容，提出几个问

题，并写在黑板上，待学生读完之后，让学生口头回答。（2）T/F Questions：
每篇阅读材料后都附有几个判断题，要求学生根据短文的内容作出判断。教
师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理解材料的情况。

3.重点讲解
完成前两个步骤后，教师对重点疑难问题进行讲解。在讲解中既不能像



讲解课文那样逐字逐句地加以分析和总结，也不能以答对题为限，而是在突
出重点、难点句型的前提下，有机地与中学英语教材联系，加深拓宽。

4.复读
每一篇阅读（即粗读），只要求学生弄懂短文的大意，能够回答出问题，

不做过高的要求。而在上述三个步骤完成之后，则要求学生复读，为下一步
复述打好基础。

5.口头复述
为了加深学生对短文的理解和培养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对每篇

材料都要让学生用自己的话复述其大意。可采用老师念、学生译或学生自念
自译的方法，以理解短文的主要内容。这样，不仅使学生能够直接从文章字
面上找到答案，而且能够从逻辑推理中找到语言深处的含义。从而培养能力，
开发智力，促使学生逐步提高英语阅读水平。

张思中十六字外语学习指导法
“适当集中，反复循环，阅读原著，因材施教”十六字中学外语学习法

是华东师大附中张思中老师呕心沥血，艰苦探索 26 年，不屈不挠，冲破重重
困难总结出来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学外语教改套路，为我国中学外语教学事
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适当集中
选择适当时机，把适当的内容，用适当的方法集中地教给学生。
（1）超前集中识词。采用集中突破，分步要求，循环记忆的办法，用英

语卡片集中识词法和排列组合记忆法等中教学单词，扫清学习阅读的障碍。
集中识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方法。它不在于一次掌握成百上千个

单词，而在于训练学生的记忆能力，扩大其大脑皮层记忆的容量，学会科学
记忆的方法，发现自己记忆的潜力，树立学好外语的心理优势。

①词汇的选择。一是每册书后的词汇表上的词，二是常用单词，前者有
利于课堂教学，后者有利于课外阅读，两者应结合，词汇量由班级的具体情
况而定。

方法的选择应多种多样：
低年级与高年级不一样；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不一样；后一次与前一

次不一样。第一种只是介绍一下速成识词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运用；第二
种介绍速成识词方法以后有一定数量要求，如记 200 词、300 词或 500 词，
时间不限，让学生自己去学；第三种定期定量完成。以第三种方法效果最好。

步骤：先是思想动员，阐明集中识词的可能性、目的、要求、方法、困
难与利弊等，要求学生做单词卡片，每词一卡。卡片规格是把硬纸片剪成
2.5cm×7cm，正面写英文单词、音标和词性，背面写中文意义。第二步，介
绍记忆与遗忘的规律、循环记忆法与同遗忘作斗争的方法以及单个单词的记
忆法，如分析结构法、联想法、对比法，等等。第三步，示范 100 个词，小
结经验，然后才正式开始每天 100 词，每周 500 词复习一次，三周共约 1200
词。

②单词的编排。
根据学情确定集中识词的量，可以一册书的单词一次集中学习，也可以

二册、三册、四册、甚至六册的单词一次集中学习。把要集中学的单词，按
读音规则，以单、双元音为基础，多音节的以重读元音为主，依次集中排列
（也可把单词按元音字母顺序排列）学习。在排列时要体现“从易到难，从



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原则。
第一种排列：把相同重读元音字母的词排在一起，先开音节，再闭音节，

然后字母组合，最后排双音节、多音节词。
第二种排列：按重读音节、读音规则，把语音音素提出来排列，先单音

节，后双音节，后多音节。
③词语教学。
集中教单词的时机选在其它学科作业较少时，如学期初，小考之后，一

次时间以 2—3周为宜。一次识记 50—80 单词，第一课时要求会读，第二课
时英汉互译并会默写。要求记住一词一意，用法暂不要求，待到学课文时再
解决。

向学生介绍循环记忆法，再按单词讲议的排列把单词用卡片教给学生，
并做卡片游戏，以促进识记。在教单词的过程中，还可向学生介绍单词结构
分析记忆法与联想记忆法。根据拼音文字的特点，掐头去尾找词根，介绍前
缀、后缀和词尾；介绍同义词、近义词等。

为了增加集中识词的活泼气氛，提高识记效率，在集中识词过程中强调
每节课的起始阶段进行一分钟两两对话活动，看谁在这一时间内讲得最快、
最多。把课堂用语、基本日常会话，集中识词范围内课文中的基本句型教给
学生在会话中应用。

（2）集中学语法。把阅读中常见的、重要的和有规律的语法，采取一些
办法提前集中学习，有的适当进行练习，有的仅开个讲座，不同性质、不同
要求采取不同的处理。

一是超前集中，在一段时间里讲授常见的、重要的和有规律的语言，某
些条目还要求练会。

二是有些语法可在事后归纳集中练习。通过集中教授语法，尽力使学生
较早地对英语语法概貌有所了解。

具体语法，分单元教学：一是词形变化和用法；二是句子成分和简单句；
三是复合句；四是其它。

做法：把常用语法分成四个单位：
①词形变化与用法，把复杂的规则归纳成几句口诀，然后反反复复地练。
②简单句与句子成分分析，也是反复操练到掌握为止。
③复合句。
④其它，如形动词与副动词，只要举行讲座，告诉学生碰到这种情况应

当怎么理解就行。
（3）集中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训练。由于词汇、语法的提前教学，因此

在课文教学中减少了难点，有利于集中听说读写的训练，训练的步骤大致如
下：

①口语训练。初中学生处于记忆力强，模仿力强、好奇心强的年龄段，
应当侧重于听说的口语训练，培养正确的语音、语调和良好的语感。可借助
录音磁带让学生跟读模仿、朗读、背诵，以及每学期进行口试等一系列强化
语音、语调的口语训练。

②开展两两分级对话活动。开始编好现成的日常生活问答句叫学生背
诵，限时限量，反复强化，养成对话格式和习惯，然后有范围的小情景对话，
最后见景对话，随意命题对话。把这些列为口试项目，长年坚持，听说的能
力就能培养出来，而且也是复习与灵活应用知识的好办法。一分钟两两对话



活动，起初模仿背诵教师指定的内容，而后自己创造对话的情景，最后可开
展一分钟演讲。

③阅读外文原著。高中阶段学生理解力发展，应侧重培养他们读原著的
能力。课内增加读原著的训练，如强调课文课课书面预习，课课流利阅读，
要求课课会背、会复述，精读与泛读相结合；课外开展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读原版著作的活动。

④书写与写作训练。初中一开始就强调写字规范。要求“底线平，大小
均匀，15°倾斜”，抄写美观，作业合乎规格。除一般作业外，开展写小作
文、翻译练习。

在初中侧重口语训练的同时，就开始动员培养学原著的能力训练；在高
中侧重读原著训练时不忘口语训练，两者不可偏废。

学习新课之前，要求学生预习课文，并译成中文；课上加强听读说写技
能的训练，从听录音、朗读课文到逐步复述和背诵。最后结合复习同类型和
可联系在一起的旧课文巩固新课，扩大能力训练范围。

2.反复循环
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记忆的信息在 24 小时后平均要遗忘 50％，表

明半遗忘期是一天。为了跟遗忘作斗争，必须把当天学的，需要记忆的内容
在当晚立即复习，第二天要检查。之后，每隔 2、4、8、16、32⋯⋯每天均
要重现再认，复习巩固。在学期开学、大、小考前部要复习一次。

（1）词汇。要按照记忆和遗忘的规律，安排好复现词汇的时间。复现的
方法，每次可以不同，除采取前述二种排列法外，还可以词性、词义分类（如
动、植物、季节和月份等），同义词、同族词、词组等方式排列和记忆方法，
机械复现，不断提高单词复现率，以达到强化记忆的目的。

比较积极灵活有趣的复现单词，是在学习课文、课外阅读、听力材料、
会话和综合训练中实现的，同时对词义也得到扩大。

（2）语法。集中讲授的语法知识在学习课文时充分练习和深化，在课外
阅读、听力训练和综合练习中不断重视，并在单元、小考、大考和毕业考前
的复习中重现。这样就使语法在反复循环中螺旋式地加深、扩展和巩固。

（3）课文在讲授新课时已是循环式进行预习、理解，句型（语法）练习，
复述（背诵）和新旧联系口笔练习。课外阅读和听力材料也是课文知识循环
复现的机会。经常变换情景要求对话，各种口笔考试更是在复现中提高能力
的机会。

3.阅读原著
阅读原著是学习外语的主要目的之一。阅读是一种综合的能力。培养学

生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能巩固已学的词汇和语法知识，增强语感。
阅读的方法，为四字诀：一查（查词典、查工具书），二猜（根据上下

文和词的结构，运用逻辑推理等知识猜测理解句义），三议（群体讨论，研
究句义），四句（请教老师和懂行的人）。

教会学生“四字诀”，向他们介绍翻译的基本知识、窍门，以及应有的
翻译品德。课内选读的材料要由浅入深，先读改写本，后阅原著。每学期花
一周时间搞集中阅读和能力训练。有条件的还可以每周开一节阅读指导课，
课内阅读的材料配上理解练习，限时阅读；课外，尤其寒暑假是阅读的好时
机，宜发动学生自寻材料阅读。

要特别鼓励学生的阅读与个人志向相结合，如组织数理化等外语阅读小



组，课外阅读这些相应的原版中学教科书，进而阅读有关杂志。
阅读速度逐步加快，连看带猜记下速度时间，理解题得分乘速度，就得

出有效阅读字数，并经常做此类统计和对比。
训练要求逐步提高。从阅读原文进行翻译到写大意和心得体会，直至就

原文主题写作文等。
4.因材施教
广义地说是因学情、教情和教材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办法施教；狭义地

说是正确处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差距”问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教学工作更是如此。学生学习出现差距

是客观存在。年级越高，差距越大。真正要培养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
应该承认差距、正视差距，甚至可以发展差距，让好的学生学得更好、更快，
差的也有较大提高。

开始，班内差距尚未形成群体，大多数同学水平还较整齐，这时对好的
一头，组织兴趣小组，开展课外阅读和兴趣活动；对差的一头则组织课外补
差活动。

班内差距形成了群体九，只得按程序分班上课。如无条件分班，则采取
同堂分组教学形式；如分快、慢、或快、中、慢班同时教学。对快、慢班要
求不一，教材不一，进度不一，考试评分也不一。快班以自学为主，辅导授
课为次，进度快，要求高。慢班以教师授课为主，自学为次。

SQ—3R 英语学习法
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上，美国有人把学习过程分为五步，即 Survey（浏

览）、Question（问题）、Read（朗读）、Recite（列举纲要和背诵）以及
Review（复习）。这种学习方法称为 SQ—3E 方法。

1.浏览
阅读课开始，就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完所给的文章。通过浏览，要

求学生对全文有一个概括的印象或认识，从内容整体把握作者的思路和文章
的结构。

2.问题
通过问答检查学生对文章的理解程度，是整个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问答要注意循序渐进，一般先作记忆性或理解性提问，然后作判断性或
扩展性的深化提问。所提的问题一般限于测试文章的主要内容，使多数学生
能回答，从而树立信心，同时根据问题的不同深度和难度，挑选不同程度的
学生回答，以兼顾两头。

3.朗读
在文章内容基本理解以后，放录音或范读一、二遍，然后要求学生进行

模仿性朗读，以训练朗读能力，增强语感，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4.列举纲要和背诵
这一步主要帮助学生找中心词和关键句，列纲复述。我首先要求学生用

中心词说出单句，并通过关键句连句成段，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以后，再作
连贯叙述或背诵。复述是一项综合训练，可以训练学生的记忆能力、思维能
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5.复习
为促进相应语言的消化和应用，进一步培养能力，复习时我大体采用以

下做法：（1）文章中主要语言点适应的讲解和操练；（2）做完形填空或检



查理解深度的选择填空等笔头练习；（3）进行文章内容缩写或改写后的听写
训练；（4）鼓励学生进行归纳综合，帮助发展他们的质疑、分析和推断技巧；
（5）有时进行小测验，用以检查学习效果，进行教学信息反馈。

学习用 SQ—3R 法进行阅读学习有以下几点好处：
①可以保证文章内容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使学生在不脱离整体理解的基

础环境中进行语言知识的学习训练。
②把听、说、读、写这些综合的语言活动贯串在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

可以调动学生学习语言的各个器官协同活动。
③把一个课时的内容分成几个阶段，让学生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去阅读、

去理解。这种分散识记，可以使用脑更科学，记忆的效果会更好。
④可以体现英语课是实践课的特点。在教学中不只是教师讲授知识，更

重要的是让学生进行运用语言的技能实践，改变以教代学的满堂灌局面。
⑤整个过程可以用英语组织教学，强化课堂的英语气氛，促进学生听说

能力的提高。
⑥五个步骤引出的各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活动，有利于激发学生对阅读的

兴趣，使他们感到，从语言输入到输出的过程既自然又顺理成章，从而克服
畏惧心理，调动学习积极性。

四步程序学习指导法
这是由哈尔滨第六中学韦明老师探索并总结出的一种按“讲—练—查—

补”四步来组织课堂学习的程序学习指导模式。
1.讲
这是教学的中心环节。在学生百思不解之时，在疑难问题的关键之处，

教师给予少、精、活、透的讲解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讲课是教学中主要
的教学形式，对不同班级要采取不同的教法。

（1）设疑法。在学生预习课文基础上教师设疑。疑要设在教材的难点和
重点上，设在学生不易理解和易混淆的知识上，然后，以课文故事内容为主
线，以疑作重点进行讲解。根据设疑的内容和特点，采用答疑、辩论、练习
和启发的方式激发他们的思维，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的规律，突出教材的难点，
以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

（2）答疑法。在学生预习课文之后，采用答记者问的方式，让学生提出
难点，教师根据他们的难点启发式的进行少而精的讲解与归纳。经过学生的
思考提出难点往往是教师要讲的重点，这样老师在讲难点时，他们就感到如
饥似渴，精力集中，积极主动。

（3）讲解法。教师把单词、词组和句型同课文融汇在一起进行讲解，在
单词中学语音，在课文中理解句子，在这个过程中可采取置疑与答疑。在师
生中交替进行的方式，教师可边讲边问，学生可在理解的过程中提出问题，
学生已懂的知识不讲、少讲，学生未知的知识要重点讲，讲明讲透。对课文
的词组、句型要做扼要的重点讲解，然后再用课文提问和复述和听写等方面
的训练，加深印象。

2.练
这是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的途径，又是巩固知识、检查课堂效果的重要

一环。外语课，就是听、说、读、写的实践课，学生必须经过多次反复的实
际训练。

（1）听：课堂上用英语组织教学，教材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很



好材料，要使学生听得懂，听得明白，听得有趣，津津乐道，教师每堂课必
须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课堂设计，教学要有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教师要
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既听又说又写，达到
思维与心理的同步。课堂上要经过大量的操练，培养学生用外语交际的能力。

在课文教学中，用旧词去解释新词，用学过的词组与短语解释新的词组
与短语，用学过的句型来套用新出现的句型，并加以引申、归纳。这样，学
生既训练了听力，学到了新的知识，又巩固了学过的知识，这样高效率地反
复操练，既活跃了课堂，又做到了温故知新，对后进生也起了补课作用。

（2）说：是在听的基础上，把学得的知识经过自己的理解，以说的方式
表达出来，这就是将知识“反馈”后，再说出，这是练的第二个阶段。要采
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训练，如：复述课文、值日生报告、背诵课文和学生
之间相互问答等方式来训练学生说的能力。对话式的课文，可让学生全篇背
诵，以对话或其它方式表演出来，其它课文也可全篇背诵或选两段主要的段
落背诵，因为背诵是积累语言材料、记忆习惯表达和运用英语能力的必不可
少的措施。

复述课文是培养学生组织语言和连贯表达的很好训练。一开始对有的学
生来说难度很大，老师可采用不断问话的方式提问学生，鼓励他们说下去，
逐渐使他们过渡到不加提示能独立复述的程度，这样，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
也就提高了。

（3）读：就是阅读，要提高阅读能力，学生必须在课后阅读一定数量的
文章。接触的文章越多，语言重现率越高，把学得的知识掌握的更牢，更能
达到熟练的程度。

在阅读中要给予指点，告诉他们要讲方法、讲速度和讲数量。只有加大
阅读量，才能体现出速度。读得少或很少读，就无法提高阅读能力。在课堂
上，要给学生讲阅读方法，告诉他们如何选材，要选体裁多样的文章。遇到
生词时，要查字典，查出后记在本上。第一次记不住时，在阅读中反复重现，
单词也就记住了。读物不易选择语法现象和单词量超过教材太多，否则难度
太大，阅读的兴趣也就淡薄了。

（4）写：是帮助记忆的一种形式，也是巩固知识的手段之一。通过写，
可检查学生是否已掌握了要掌握的知识，大量的综合练习，是通过写来完成
的。

在课文的练习方面，可选用多种形式，如：是非题、选择题、改错题，
还有根据课文选词填空。这些形式可以帮助学生熟记课文、理解课文，提高
他们的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

同时，听写、默写、缩写和写日记都是通过写以达到练的目的。每学一
课，都要选出两段精彩段落让学生背诵。除检查背诵外，为了达到普遍检查
的目的，还可要求全班默写下来，这样使学生口、笔、脑都得到了训练，积
累了语言材料，知识的掌握也就更牢了。

在学生做每套题的过程中，要强调质量加速度的训练。要求学生在答卷
中既要保证答案的准确，又要有紧迫感，注意速度。每学一课，都要用试卷
进行考核验收，1～2 张答卷要求学生在 10—20 分钟内完成，这样的不断训
练，可大大加快答卷速度，训练他们的敏捷思维。

3.查
“查”是对所讲的知识的验收，是教育对象接受力的反馈。在整个教学



完成后，教师用不同的方式检查学生还有哪些知识未掌握，还有哪些知识未
完善，需要补充和提高，学生还存在哪些问题，从而达到为学生查漏补缺的
目的。

查的方式方法：可通过阶段成绩考核、平时的练习、作业、单元过关、
个别谈话和代表座谈来了解，查出问题，也可通过课堂上学生回答问题、复
述课文、听写、值日生报告来查出他们在知识上所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及时
的更正与补充。”

4.补
“补”是程序教学法中落实教学效果的最后阶段。是对学生已学知识的

缺漏之处，给予充实、完善和提高。补得越及时，越彻底越好。
补有多种形式，课上补和课后补，集中补和单个补，口头补和书面补。

在补的过程中，可采取过关考试的方法，施行对单词、词组和句型，综合考
核三方面过关的措施。

为使差生掌握的知识更牢，根据从他们中查出的问题，采取分别出题的
做法，编出题印出来，让他们独立去做，并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面批。

同时，针对考试中和练习中以及作业中常犯的错误，把带有普遍性的错
句编成“学生错句集例”，印发给学生去改错，让他们重新做一遍。

学生在课堂上口头练习时，比如在复述课文、值日生报告和回答问题等
出现的问题，就需要当面给予纠正和补充。这样不但他本人受益，其它学生
也得到了借鉴。这类补属于口头补、随时补。

对补的要求是尽量做到堂堂清，段段清，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练习。
讲、练、查、补，是一种综合学习指导法，它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

并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又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它们是统一的整体，但又不
是每节课都必须具备的教学模式。它可根据教材的实际和学生的实际，将其
中几种重新组合。如，可用讲、练的形式，也可用练、查的形式，又可用查、
补的形式，有时也可用讲、练、查、补同时综合进行的形式。它们又不是孤
立的，要讲中有练、练中有讲、讲中有补、补中有练。

“三层次”学习指导法
高中英语课文教学有双重任务：（1）对学生进行阅读技能、技巧的训练，

培养其阅读理解能力。（2）通过教学，使学生不断获得新的语言知识，提高
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为了完成上述两项任务，杨素珍老师在教学实践中，
逐步摸索总结出“三层次学习指导法”，即：整体式阅读、分段式精讲、提
高性操练。

1.整体式阅读
整体式阅读，就是把课文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学生一接触课文就要统

观全篇，把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熟悉篇章结构放在首位，注意语言信息的
整体输入。具体分为三步走：

（1）粗读。阅读全文，表层理解，抓住大意，要求学生快速阅读课文，
捕捉并记住文章的主要信息。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教师可以为他们计算阅
读时间，强调从头至尾一气读完，不要复读。然后教师用一些简单、直接和
针对中心大意的问题检查学生理解的程度。

（2）略读。首次粗读以后，要求学生默读全文，中层理解，抓住较为具
体的信息资料，并注意材料的有序性，教师可设计些难度适中的题目，要求
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阅读后可以做一些 fact—finding questions 或 why，



how questions.阅读时，只读与题目有关的部分，与题目无关的可以跳过去
不读。

（3）细读。逐段朗读或默读，深层理解，把握文章的篇章结构，划分层
次段落并找出中心大意，然后就每段的内容进行讨论。

2.分段式精讲
分段式精讲主要是学习课文中的语言知识点，引导学生分析较为复杂的

语言现象。学会重点，突破难点。使学生的语言知识不断积累，学一篇课文，
长一截知识，从而达到提高语言水平的目的。在这个层次的教学中，教师要
着重一个“精”字，学生要突出一个“练”字。每课所讲的语言点不宜过多，
但重点一定要讲深讲透，难点也必须解决。在讲的同时，注意用造句、翻译
和句型转换等练习给学生足够的操练，使语言知识当堂学习、当堂掌握。此
外，对课文还要评读，对作者的观点、写作方法、某些细节或精彩的句子教
师要设疑提问，挖掘内蕴，及时地引导学生不断深化对课文的理解。这层次
教学也分三步走：

（1）分析长句、难句及其含义。首先进行语言分析，然后就划线部分略
作讲解，接着做句型转换，最后译成通顺的汉语。

（2）精讲重点难点，并举一些例子，并针对学生容易错的地方做一练习。
（3）精心设问，深化理解。在整体阅读时已讨论过段落大意，此时要讨

论的是作者采用何种写作手法来表现主题的，有什么特色。
3.提高性操练
在完成了对课文前两个层次的教学后，再集中对课文整体进行综合提高

性操练是非常必要的。它既是对前两个层次的总结和复习，又是课文教学的
进一步深化。它不仅有利于促使学生语言知识的系统化，更有利于促进应用
能力的形成。这层次的教学分两步进行：

（1）语言交际训练。以多样化的复述（课文复述、段落复述及人物复述
等）和自由谈话方式进行，充分体现了外语教学的交际特点，强化了口头表
达能力。教师以课文内容为主线，设计一些既有概括评价性，又可以自由发
挥的话题让学生讨论。使学生在对课文内容完全熟悉的情况下，有话可说，
开得了口，上得了嘴；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根据自己
的理解进行讨论。

（2）强化笔头练习。①每课补充一定量的练习，着重对本课单词、词组、
句型和语法进行各种形式的练习。②听写。③练笔，写短文，如课文缩写或
读后感等。

四步整体学习指导法
这是根据云南个旧二中申开来老师实验并总结的“四步课文整体教学

法”而设计的。
课文整体学习的基本程序可以概括为下面的模式：
初步把握整体→深入分解细节→全面组织综合→重在实际运用。
1.初步把握整体
把握整体的过程就是接收、输入信息的过程。执教者一定要调动各种教

学手段，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证信息的整体输入。通常可以采取课前
预习和课内视听的方法。

课前预习总的要求是：基本理解整篇文章的内容，大致弄清课文的篇章
结构，部分扫除理解语言材料的障碍。课前预习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初读。在规定的时限内（一般是一个课时）阅读课文并做完该
课练习中的或由老师选编的阅读理解题，使他们对课文内容有一个整体的印
象。

（2）第二步是复读。弄清篇章结构、段落大意、作者谋篇的手法和技巧。
学生在复读中要做到四个字：读、查、找、议，即朗读单词和课文；查阅工
具书和课后注释；找出各段的主题句；与同学讨论，以求深化理解。

在课前预习的基础上，用一节课的时间来进行纯英语的视听训练，也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老师用挂图（或简笔画、或幻灯片）伴以英语讲
解，绘声绘色地介绍课文背课知识和故事梗概（也可用录音代现场讲解）。
要尽可能恰到好处地重复、循环使用课文中出现过的词组和句型。重点词组
和疑难之处，特别是较为抽象的表达方法，应随时板书下来，使之在黑板上
形成整个故事的文字脉络。

在这一阶段，教师一般不要对课文进行具体的语言结构的分析。
2.深入分解细节
分解细节亦称“局部讲练”或“细节讲练”。
在全文整体理解的基础上，再根据课文内容、结构以及语言点的多少将

课文分块进行学习。每篇课文一般划分为 3—4个“块块”（段落）为宜。划
得过细，不利于课文整体复现；划得过粗，难以清楚地了解课文的篇章结构。

在这个阶段中，阅读由初读和复读进入到细读和精读；理解由表层向深
层发展；要求从了解课文整体内容转入到掌握语言结构。

细节分解的基本原则是：相对全面（不是面面俱到），重点突出，详略
有序，难易有度。细节分解的过程，也是深化课文整体理解的过程。

传统的课文学习方法中有许多“局部讲练”的成功经验。如串讲法全面
涉及、重点讲授的观点；提纲法根据实际，分类指导的观点；操练法讲练同
步、适当扩展的观点以及问答法设疑答疑，重在运用的观点。这些都值得我
们借鉴。

在这一阶段里，应要求学生做到“划、联、问、记、练”五个字，即划
出重点词组，句型及难点；新旧知识联想比较；问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记
好听课笔记；积极主动进行操练。

3.全面组织综合
通过全面组织综合（即再现整体），学生对课文的认识从模糊、零乱到

清晰、完整，这是质的飞跃。
“再现整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复现：课文内容整体复现；词汇句型综合

复现；语法知识重点复现。以课文内容的复现为主导。
采取听音会意、提纲复述和图表归纳的手段，可以达到整体复现课文内

容的目的。
（1）听音会意。放全课文的录音，通过声响对学生的大脑皮层进行再刺

激，使逐渐淡化的整体形象变得明朗清晰。
（2）提纲复述。根据课文拟订提纲。复述提纲要能反映课文的基本线索，

体现其整体精神。复述的方法最好是先由老师示范，再由学生模仿，形成双
向刺激。

（3）图表归纳。按故事情节发展的顺序，用方框框排成多层次的图式，
配以寥寥精语的说明，使复杂的课文看起来一目了然。简单的图示可以清楚
地表达全文的语篇结构，课文的整体内容明白无误地反映在方寸之间。



词汇句型的综合复现以及语法知识的重点复现一般采取操练的方式。可
以根据课文中出现的重要语言点设计出词语释义、语法填空、多项选择、句
型转换、连词造句及英汉互译等多种形式的练习题，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这种训练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帮助学生强化记忆、复习和巩固已学语言知识，
使之进一步系统化。

课文后均配有练习。这些练习，有些可以在整体把握阶段用来检测阅读
效果，如是非题、选择题；另一些如语法和词汇练习，一般应在细节分解的
过程中逐步加以处理；在全面综合阶段，问答题、课文复述题会有助于课文
整体内容的复现；而做好综合练习题，则是从组织综合阶段转入实际运用阶
段的必要准备。

4.重在实际运用
不应该把“运用”仅仅看作教学过程最终阶段的任务。听、说、读、写

的全面训练应该贯穿于课文整体教学的始终。从第一阶段的整体阅读理解，
到第二阶段的语言知识操练，直至第三阶段的三个“复现”，都是语言的“实
际运用”。但这种运用基本上是封闭式的语言训练，还未能达到活用的程度。
因而，在完成前三个程序后，再集中进行一些口、笔头练习和综合性训练是
必要的。

这种训练的重点要放在对学生进行四种能力的培养上。
指导学生写课文（或课外阅读材料）的摘要，或对其缩写、改写，以培

养概括能力；精选课外读物，计时速读答题，以培养阅读理解能力，给主题
句和关键词，要求连句（词）成篇，或根据范例模仿作文，以培养写作能力；
教师可根据课文内容，设计一些具有概括性和评价性的话题，让学生讨论，
或让他们自己设问互答，以培养交际能力。

六步循序学习指导法
这是根据岳阳县教研室郝乐心老师总结的“六步循序教学法”的程式设

计的。
1.诊断导向
新课的最佳起点应是学生的知识水平与教材的知识体系的对应点。通过

查、问、测等手段来诊断摸底。其作用就在于促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帮助教
师确定教学起点。

具体做法是：
（1）通过查、问、测了解学生对前一堂课的掌握程度。
（2）根据反馈信息弥补过去教学中或学习中的弱点。
（3）对旧教材进行复习和巩固。
（4）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
2.整体感知
英语课堂学习应该采取从整体到部分的活动流程。将它循序表述则为，

整篇课文或成段对话→句子→单词→单音，而个是单音→单词→句子→成段
对话、整篇课文。整体感知这一步的作用是，让学生初步掌握整篇课文或成
段对话的语境，以便进一步对每一词、句和部分作出准确的理解，并于语境
中领悟声音的整体结构，即语调、节奏和整个语音结构。其操作方式是：创
设情景、变式重复和感受印证。

（1）创设情景。声音与图象，言语与情景的结合，使视觉感受刺激和听
觉感受刺激同时作用于大脑，诱发人脑迅速作出反应。因此，教师通过同声



放映幻灯图象、使用手势、演示实物和图片等，可使学生直接感知整体结构。
（2）变式重复。声音线条性强，消逝快，一次选用的直观手段的数量与

作用都有限，学生据此所作的反映也不全面。因此声音与情景常需作必要的
重复，但重复的方式应有适当的变化。声音可以是听录音，也可以是听教师
讲，还可以是优等生的重复。声音速度也应作快慢调控。创设情景时各种直
观手段各有其独特的作用，适时交换，相得益彰。

（3）感受印证。整体感知不应是个模糊概念。学生的感知程度如何？已
充分感知的学生面有多大？这些问题要有反馈措施加以印证。反馈方式有答
问、做判断题和复述等。

3.明确要点
理解是有效记忆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理解的首要标志就是能够提取要

点。因此教师对上个环节中所呈现的东西进一步提要、解疑和化难，使学生
真正明确其要点是加深理解的重要环节。具体做法有：

（1）将课文或对话的句型、惯用短语及关键词用彩色粉笔板书出来，并
作简要的提示。

（2）分辩相似的新旧知识点。学习材料相同，要求作出不同的反应时，
易产生干扰。教师需将相似的新旧知识点联系起来，用精心设计填空题等富
于启发性的方法加以辩别。

（3）巧用英汉对比攻难点。一是当遇到为英语所特有，而为汉语所缺乏
的东西时，如讲冠词的用法时有时便需对比。二是当遇到英汉相似但不相同
的地方时，如在英汉陈述句中主谓宾的语序基本相同，但把谓语部分有形容
词的句子加以对比时，学生会发觉英语的形容词不能单独作谓语。这种恰如
其分的对比能给学生深刻的印象。

4.循序操练
语言首先是交际工具，使用工具需要知识，更靠技能。英语课不仅要教

知识，更要训练技能。因此由易到难、切实可行的口头与笔头操练，是英语
课必不可少的环节。操练的具体形式变化多样，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种：

（1）双向替换式。现代英语词汇学通过联想这一概念揭示出：词在某个
句型中具有横向组合及纵向聚合两种关系。如在 Thecat，the dog is under
the talbe.这个句型中，cat 与 table 的关系是横组合关系，cat 与 dog 处于
纵聚合关系。利用这两种关系进行操练，难度小、速度快，密度大。

（2）一线穿珠式。即学生根据教师指定的线索把不同的训练点串起来加
以操练。这些方式有：以时间为线索用不同的动词词组组成一段话；以空间
为线索操练表示位置关系的介词；以具有相同语义特征为线索操练不同的词
汇，如围绕 listen 与 hear 进行操练。

（3）模拟交际式。根据交际法的原则可把这种操练分为三类：
①造成信息差距。如教初一时，用纸包物叫学生猜其名称。
②语言游戏。如教初二学生用所学过的词组表述对一周或一个月的事情

让学生相互用英语打听，这样不但操练了英语知识，而且有助于学生间的相
互了解与合作。

③角色游戏。如让学生扮演售货员、图书管理员等。
5.效果检测
这个环节是以检测为杠杆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巩固学生的学

习成果，同时也为教师实行即时矫正提供依据。具体做法是：首先，教师出



示题目，或分发试卷，学生在 5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做完。接着，学生根据参
考答案交换批改。对于批改结果，前后四人一起讨论，弄清错误的原因。教
师则在行间巡视、询问，以了解情况。最后，教师统计正误情况，对于普遍
性的问题当即予以矫正。

6.布置作业
根据教学目标和课堂教学进行的情况，指定学生的家庭作业，以巩固和

发展课堂教学的成果，并为下节课作好准备。布置家庭作业时，应对学生的
课外学习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给予帮助和指导。这对提高学生课后学习的效
率，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有积极的作用。

布置作业时，每次作业量为中等程度学生用 20 分钟左右可完成为度，练
习形式以笔头练习为主，作业内容既要有复习性的，也要有预习性的。

对于预习作业的布置，内容要具体，即要指明预习哪几个单词或哪段课
文；要求应适度，即程度适当、量度适宜。教师还要督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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