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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随着“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素养教育在我国开始引起专家学者及学校教师

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素养教与评的方式方法。在前人实践和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着重介绍一项可供参考的教学和评价任务——阅读圈，探讨其与英语学科核心

素养的联系，并就阅读圈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阐释，旨在为核心素养教学和

评价实践提供一种可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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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北京市“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重点课题“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核心素养对学生表现效果的历时研究”（项目编号：
CADA17076）的研究成果。

1.	 引言

随着2014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

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正式提出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程晓堂、赵思奇 201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主要围绕学科核心

素养展开。《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以下简称《高中英语课标》）规定英语学科核心

素养的构成要素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

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2018）。

目前，关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教学与评价的

具体方法和手段尚不成熟，仍处在多方探索阶

段（程晓堂 2017；罗少茜、张玉美 2018）。在这

一阶段，教学和评价实践者应基于《高中英语课

标》，积极探索和落实核心素养教学目标的方式

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因此，听

取学科教育专家的建议与同行间的方法分享和

借鉴都很重要。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的

基础上，介绍一种任务形式——阅读圈（reading 

circles），旨在为核心素养教学和评价实践提供一

种可能的方式。

2.	 阅读圈及其作用

2.1 阅读圈

阅读圈是以学生为主导、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阅读分享和讨论的活动（Shelton-Strong 2012）。多

数情况下，阅读的内容是文学作品或故事体裁

的作品，因此，阅读圈有时又被称为“文学圈”

（literature circles）。

具体而言，作为阅读教学任务，学生通常被

分为不同的小组，每位小组成员担任不同的角

色，先独立阅读约定的文本，完成承担的角色

任务，并填写角色任务单（role sheet），然后进

行小组讨论。常用的阅读圈角色包括讨论组长

（discussion leader)、总结者（summarizer）、文化收

集者（cultural collector)、生活联系者（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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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大师（word master）和文段分析者（passage 

person）（Daniels 2002；Furr 2003；Shelton-Strong 

2012）。从角色的名称可知，各个成员在整体理

解的基础上关注文本的不同侧面，包括语言（单

词大师和文段分析者）和文化元素（文化收集者），

并对所读内容进行概括（总结者），结合自身经

历（生活联系者）进行分析和评鉴等。Bookworms 

Club的阅读圈任务手册 1提供了针对每个角色的

任务单，具体描述了每个角色及其任务要求。表

1对每个角色的任务职责进行了概述。

表1 阅读圈主要角色设置和任务职责

角色名称 任务职责

讨论组长 基于文本提出可供小组讨论的问题，并负责组织成员进行讨论。

总结者 总结文本大意和文章中值得注意的要点。

文化收集者 探究文本包含的文化要素，并与本土文化进行比较；邀请同伴进行评论。

生活联系者 联系文本中与自身生活经历相近的内容，并邀请同伴分享。

单词大师 鉴赏并挑选文中好词、关键词、难词；解释原因，作出评价。

文段分析者 鉴赏并挑选文中好句、好段或重要的段落；解释原因，作出评价。

在实际操作中，任务的角色设置和数量可根

据教学目标、文本特点和学生水平灵活处理。例

如，如果教师希望学生关注文本组织结构，可以

相应地增加或替换角色；如果文本并未涉及明显

或典型的文化要素，可以舍去文化收集者角色。

对于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为了提高他们的动机和

兴趣，教师可对每次阅读圈涵盖的角色进行修

改，并鼓励学生体验不同的角色。总之，阅读圈

要求各位成员在独立阅读的基础上，就文本的不

同侧面进行分工研究，然后再分享讨论（Daniels 

2002）。角色分配可使学生在独立阅读时有更加明

确和细致的目标，读后的小组讨论活动可强化学

生对阅读材料的深层理解。整体而言，学生在阅

读圈中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并且兼顾语言和意义

（Shelton-Strong 2012）。

2.2 阅读圈的作用

阅读圈是来源于真实生活的一种阅读活动，

如社区中的读书俱乐部。成员在约定的时间围

坐在一起分享讨论同一部或不同的文学作品。

这一阅读活动在西方国家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

（Daniels 2002）。20世纪80年代，一位美国教师

将这种阅读方式应用于小学课堂，发现其对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和阅读能力的提高

具有促进作用（Short & Pierce 1990）。自此，这种

阅读活动开始得到更多教师的关注，包括外语教

师（Furr 2003；Shelton-Strong 2012）。通过实践，

研究者和教师发现阅读圈任务在英语作为二语或

外语的环境中具有可行性，并且与其他较为成熟

的外语教学方法相比，阅读圈对语言习得具有积

极效果（Shelton-Strong 2012），主要包括提升学生

的语言能力（理解和表达能力）、阅读动机、自主

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Shelton-Strong 2012；李兴

勇 2015）。这些效果的产生得益于阅读圈蕴含的

语言习得和教学理念。

首先，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输入（input）

是语言习得的重要条件，而英语阅读本身是获得

语言输入的重要途径。在语言方面，阅读有助于

促进学生的词汇习得、语法能力发展，提高阅读

和写作流利度。此外，阅读的作用还包括愉悦身

心、拓宽视野、了解多元文化、提升认知和创造

力（Krashen 2004）。其次，在增加输入的基础上，

阅读获得还依赖于读者有意识地对阅读内容进行

深层次的理解加工。阅读圈任务通过角色分工和

合作引导学生关注文本意义，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提高学生参与阅读的兴趣，培养其阅读习惯，从

1 下载网址：https://elt.oup.com/teachers/reading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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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积极地通过阅读增加语言输入。最后，以输

出（output）为导向可促使学生对输入进行有目的

的加工，增强学习动机，促进输入转化为输出，

强化阅读学习效果。阅读圈中的读后小组分享和

讨论即可服务于这一目的，学生带着角色职责进

行阅读，通过讨论，同伴之间进一步进行意义协

商和建构，从而发展和强化对语言的掌握、对文

本的理解和对相关内容的意义表达能力等。

综上所述，阅读圈任务实际上与二语习得中

的诸多理念相符，如输入（Krashen 1989）、输出

（Swain 1985）和交互假说（Gass 1997；Long 1983）；

与一些得到较为广泛认可的教学理念也有共通

之处，如交际性和任务型教学法都提倡以学生

为主导、同伴合作和交互，以及关注语言和意义

（Shelton-Strong 2012）。更重要的是，由以上针对

阅读圈典型角色的介绍以及前人实践和研究总结

的教学效果可知，该任务与我国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的四个要素也有所契合，以下将作具体分析。

3.	 阅读圈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联系

《高中英语课标》强调英语学科教育应重点关

注学生的语言意识和综合运用能力（语言能力）、

跨文化意识及交流能力（文化意识）、独立思考和

创新能力（思维品质），以及自主学习和调控的能

力（学习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

阅读圈的角色设置和活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上述素养要素及内涵。

第一，阅读圈来源于真实的阅读活动，可提高

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动机，为学生创造接触大量目的

语和读后使用目的语进行交流的机会，由此促进学

生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发展。另外，单词大师角

色和文段分析者角色促使学生关注目的语的使用，

通过鉴赏和评价来提高语言学习的主动性。

第二，文化收集者角色负责挖掘和评价所读

材料包含的文化元素，并对比国内外文化。这与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文化意识相契合。通过角

色设置，阅读圈任务可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

增强文化敏感度，提升客观看待和反思文化差异

的能力。

第三，就思维品质而言，整个活动需要学生

充分发挥思维能力，而非简单、机械的记忆或操

作。例如，担任讨论组长角色的学生需要提出质

量高且可供小组成员讨论的问题，而非简单的事

实性判断问题。这就要求该学生对文本内容有比

较全面的理解，并具备问题意识，通过深思熟虑

挑选出有讨论价值的问题。总结者角色则注重学

生归纳概括的思维认知能力。其他角色同样需要

学生进行联系、鉴赏分析、评价、阐释等思维 

活动。

第四，就学习能力而言，其内涵包括对学习

策略的运用、学习效率的提升、良好习惯的养成

以及自主和合作学习能力。阅读圈可帮助学生培

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角色设置可引导学生在今

后的阅读中注意材料蕴含的不同元素，而注意

（noticing）是影响语言习得发生和习得效率很重要

的一环（Long 1996）。另外，每个学生都有承担组

织讨论的工作，以及询问和倾听他人观点和看法

的机会，这些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都是

必要的素养。

实际上，以上理论分析已经在我国英语教学

中得到初步的实践验证。国内一些学者在一次国

际研讨会上了解到阅读圈，之后与国内的中小学

英语教师进行分享和合作探究，发现阅读圈任务

可以促进学生的语言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陈则航等 2010）。例如，北京市八一学校的韩

松老师利用阅读圈来促进学生语言能力、思维能

力以及自主和合作学习能力的发展（王蔷 2019）。

再如，北京市房山区的张秀梅老师运用阅读圈进

行英语教学的教案作为核心素养教学案例被纳入

《高中英语课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

综上所述，阅读圈的角色设置可以也应该按照教

学目标、文本特点和学生水平进行适当调整，如

张秀梅老师根据新闻报道的体裁特点，保留了三

个角色：讨论组长、单词大师和生活联系者，并

另外增加了一个采访者（interviewer）角色。可见，

为使阅读圈能够真正服务于教学目标，使用者需

要对各方面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

造性再设计。

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依赖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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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需要评价的配合。评价是整个教育的

出口，对教和学具有反拨作用，因此，教—学—

评统一成为题中之义（罗少茜、张玉美 2018）。以

下简要介绍阅读圈作为英语教学任务和评价任务

的一些关键要点。

4.	 阅读圈作为英语教学任务和评价

任务

阅读圈一般分为独立阅读和小组讨论两个环

节。独立阅读通常在课下进行，学生按照角色分

配完成角色任务单。小组讨论在课上进行，由组

长组织组内成员进行发言，每个角色在汇报时可

以邀请同伴参与讨论。如果时间充裕，组内讨论

完毕后，也可组织学生进行组间讨论，所有小组

的同一角色（如所有文化收集者）就该角色的任务

成果进行进一步分享和讨论。最后，教师可邀请

某些小组在课堂上展示其阅读圈作品，并进行反

馈评价，或邀请其他小组进行评价和补充。

实际上，用于教学的阅读圈也可以用来收集

学生的表现，成为课堂评价任务。基于此，下文

将结合前人的实践来说明阅读圈在教学实践中涉

及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教师的作用、小组活动

的组织和材料选择。此外，阅读圈还可以应用到

标准化的终结性评价中，但需要在形式上进行改

编，同时还需要制定评价（评分）标准。

4.1 阅读圈作为教学任务

4.1.1 材料选择

挑选阅读材料是进行阅读活动至关重要的一

步。话题内容、语言的难易度会影响学生的阅读

兴趣和动机，因此，应该选择目标学生群体比较

感兴趣且对其有益的话题内容。在语言上，应该

符合学生的语言水平，选择较容易理解的文本

（Shelton-Strong 2012），同时要保持语言的真实性

和地道性，因为语言真实性也可激发学生的内在

学习动机（张戈 2018）。就体裁而言，虽然之前的

阅读圈大多采用故事或文学小说之类的叙事体裁

的阅读材料，但也可使用其他体裁的文本，如诗

歌、散文等（Shelton-Strong 2012）。上述张秀梅老

师设计的阅读圈任务就是基于英语课本中新闻报

道体裁的文章。此外，要反映核心素养教学目标，

除了以上基本要求，还应尽量选择能够体现多个

素养要素的文本。

选材可以调动学生的自主选择性，同时也需

要教师在了解学生和明确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加以

调控，选出学生愿意读、适合阅读圈小组活动形

式且满足教与学目标的文本。

4.1.2 小组活动组织

一个小组设置四五个角色是较为理想的情况。

但在具体实践中，设置几个小组以及每个小组包

含几个角色，需要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文本特征、

学生水平和总数等适当增减（Daniels 2002）。

如果教学内容围绕一个文本（例如课文）展开，

教师可根据具体目标设定角色，制作或改编角色

任务单，并以此进行分组。小组成员不宜过多，

以确保每个角色在小组讨论时都有机会充分发言

和讨论。此外，小组成员的水平差距不宜过大，

以保证成员之间能够互相促进，避免具有优势的

学生控制讨论。如果教学内容是自由阅读，学生

可以从一些书籍中自由挑选读物，那么选择同一

本读物的学生自动形成一个小组。如果选择某些

读物的人数过多，则可以考虑形成多个小组；如

果选择某些读物的人数过少，则可引导学生进行

内部协商。这也是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重要部分。

小组课堂讨论活动的频率同样可以由教师和

学生共同决定。毕竟，过于频繁地使用同一种任

务形式可能会降低学生的新鲜感和兴趣，因此有

必要随时收集学生的反馈，了解他们的需求。另

外，应鼓励学生在阅读圈任务中尝试不同的角色，

并引导他们充分参与小组讨论，促进各方面能力

的发展。

4.1.3 教师的作用

如上所述，阅读圈任务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一

方面，所有任务设计都应该围绕学生展开，服务于

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学生在任务中起主体作

用，参与决策和评价，主动完成任务、主动学习。

那么，教师在整个任务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与交际

性、任务型语言教学法或“产出导向法”一样，教

师不再占据绝对的中心位置，而是组织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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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促学者和咨询者（Long 2015；文秋芳 2015）。

首先，教师需要规划宏观和微观教学目标，确

保阅读圈服务于教学目标，实时监控目标的达成，

并进行适当调整。其次，教师在初次进行阅读圈任

务时，应该向学生提供全面的介绍和培训，并与学

生共同尝试，使学生对任务目标、各角色任务和流

程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再次，材料选择、分组、任

务布置和小组讨论的各个具体环节都需要教师发挥

积极的组织和指导作用，以确保阅读圈各环节有效

开展。最后，教师有必要在学生讨论过程中观察学

生的任务表现，充当学生的支持者和咨询者，提供

必要的脚手架支持；同时可在活动最后对各个角色

的任务进行总结，强调和提炼学习重点，并对学生

未能挖掘到的内容进行补充，提升学生对文本的理

解和从任务中取得的收获。

由此可见，尽管阅读圈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但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样能得以体

现。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教师的专业引领作用

（文秋芳 2017）。同时，教师要不断武装和充实自

己，提高自身的文化、思维等素养，积极与学生

对话，促进学生各方面素养的形成。

4.2 阅读圈作为评价任务

要实现阅读圈的课堂评价功能，教师应在课

上观察和记录学生在独立发言或小组讨论中各个

方面的表现，向学生提供及时的评价和建议，并

充分利用观察结果反馈今后的教学计划，促进学

生语言、文化理解及思考加工等能力的发展。

教师也可以要求学生上交各自完成的角色任

务单，进行阅读并及时反馈。批阅学生的角色任

务单不仅能够近距离地了解学生的心理情感世界、

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能实现教师对学生人格发展

的监督和引导，同时也可引导学生在小组内进行

自评和互评。

教师亦可指导学生将每次完成的阅读圈任

务单以小组为单位建立档案袋（Daniels 2002；

Shelton-Strong 2012），以此帮助学生进一步增强

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档案袋中除了每个角

色的任务单和讨论后的修改笔记，还可放入学生

的自我反思和自评互评表（如表2所示）。

表2 学生自评互评表

Role Name Score Comments & Suggestions

discussion leader 1 2 3 4 5

summarizer 1 2 3 4 5

cultural collector 1 2 3 4 5

connector 1 2 3 4 5

word master 1 2 3 4 5

passage person 1 2 3 4 5

comments on the collaboration:

当该任务被用于终结性评价时，这些角色需

要根据具体的测评目的进行调整。另外，由于不

易在测试环境中实现小组讨论，教师可考虑将不

同角色作为考查的目标结构，改编为建构性（开

放性）问题，学生在阅读后对不同角色进行独立

分析作答，如要求学生总结文章内容、寻找和分

析中外文化差异等。

基于此，罗少茜、张玉美（2018）在66名高

中生中对一项阅读圈评价任务进行了试测。受测

试时间限制，该研究删掉了生活联系者和文段分

析者两个角色，考生只需要完成四个角色的任务，

并重命名为总结报告、提问环节、词汇卡片和文

化一角。研究采用专家判断和经典测试理论分析

了任务的效度、信度和各个题目的区分度。结果

显示，整个试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80，评分

员信度达到0.91，每个题目的区分度在0.6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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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达到了基本的测量学指标，但任务的信度

和效度还需结合更多被试群体和其他测量理论进

行进一步探究和分析。

研究者在试测中发现，评分标准的制定非常

关键，它直接反映了各个问题所能考查的学生素

养的具体要点。评分标准的制订一般分为多轮专

家审读划定、试测修订以及作答样本分析几个步

骤。需要强调的是，完成每个角色任务需要多方

面的能力，如对文化的分析既包括对文化的了解，

又需要学生具备对比分析的思维能力。这在测试

中需要作出更具体的解析，以使评分员明确在审

读学生作答时应关注哪方面的能力，进而给出一

个分数。建构性问题的评分标准反映了素养考查

的具体构念，因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

经过充分的论证。关于阅读圈测试任务评分标准

的制订可参考文章《运用阅读圈任务评价学生的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罗少茜、张玉美2018），在

此不再赘述。

此外，用于测试的阅读圈任务同样要特别注

重文本的恰当性，保证其与核心素养要素的联系，

选择真实、高质量，内容及语言难度适中，并能

激发学生思辨性和创造性思考的文本。

5.	 结语

本文从“核心素养”提出的教育背景出发，

介绍了阅读圈教学与评价的方法。阅读圈模式试

图打破以语言形式为重心、以教师讲解为主的阅

读模式，实现从阅读到其他技能、从口头到书面

表达思想、从学生个人理解内化到小组讨论激发

思考等多层次的过渡和引申，最大限度地做到以

学习发生为核心（文秋芳 2015），兼顾语言和意

义，促使学生能够就所学和所读进行思考和交流。

现有的实践也表明，阅读圈任务对学生问题意

识、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文化敏感度、思辨能

力、学习兴趣和参与度等方面的发展具有良好效

果（李兴勇 2015；罗少茜、张玉美 2018等）。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三点：第一，某种方法本

身并不能实现核心素养的教学或评价目标，关键

在于使用者如何加以使用。因此，需要教师和评

价者分析素养内涵、确定具体的教学和评价目标，

在阅读圈任务形式框架下有针对性地设计和使用，

并在实践中进行调整。第二，阅读圈虽然强调学

生的自主性，但这并不代表教师的位置被取代。

正相反，阅读圈任务更需要教师发挥组织、引导

和推进作用，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并及

时总结学生的优势和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

强化和补充，以确保教学目标的达成。第三，即

使阅读圈任务能够在某些层面服务于素养教学和

评价，但任何一种任务都有其局限性，不能兼顾

所有的素养内涵和水平，因此，需要教师综合运

用多种方法（程晓堂 2017）。这就需要英语教育同

仁积极探索更多的方式方法，共同推动英语学科

核心素养教育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Daniels, H. 2002. Literature Circles: Voice and Choice 
in Book Clubs and Reading Groups (2nd Ed.) [M]. 
Portsmouth: Stenhouse.

Furr, M. 2003. Literature circles for the EFL classroom 
[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th International TESOL 
Arabia Conference,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March 2003.

Gass, S. M. 1997. Input, Interaction,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Krashen, S. D. 1989. We acquire vocabulary and spelling 
by reading: Additional evidence for the input 
hypothesis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3: 
440-464.

Krashen, S. D. 2004. The Power of Reading: Insights from 
the Research (2nd Ed.) [M]. Portsmouth: Heinemann.

Long, M. H. 1983. Native speaker / non-native speaker 
conversa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J]. Applied Linguistics 4: 126-141. 

Long, M. H. 1996.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In W. C. Ritchie & 
T. K. Bhatia (eds.).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13-468.

Long, M. H. 2015.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ask-
based Language Teaching [M].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正文.indd   32 9/22/20   3:26 PM



33

罗少茜 张玉美

Shelton-Strong, S. J. 2012. Literature circles in ELT [J]. 
ELT Journal 66: 214-223.

Short, K. & K. M. Pierce (eds.). 1990. Talking About Books: 
Creating Literate Communities [C]. Portsmouth: 
Heinemann.

Swain, M. 1985.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A]. In S. M. Gass & C. G. 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Rowley: Newbury House. 235-253.

陈则航、罗少茜、王蔷，2010，语言教学中的儿童文

学——从德国Hildesheim国际学术会议谈起 [J]，
《中小学外语教学》（6）：1-4。

程晓堂，2017，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及其测评 [J]，《中国

考试》（5）：7-14。
程晓堂、赵思奇，2016，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质内

涵 [J]，《课程·教材·教法》（5）：79-86。
李兴勇，2015，阅读圈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J]，《中小学外语教学》（6）：59-63。
罗少茜、张玉美，2018，运用阅读圈任务评价学生的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J]，《中小学外语教学》（7）：
1-5。

王蔷，2019，《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高中英

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秋芳，2015，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 [J]，《外

语教学与研究》（4）：547-558。
文秋芳，2017，“产出导向法”的中国特色 [J]，《现代

外语》（3）：348-358。
张戈，2018，真实语料对提高外语学习者自主学习内

在动机的有效性研究——基于翻转课堂的实证研

究 [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56-6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

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罗少茜，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任务型语言教学、语言测试与评

价、外语教师教育。电子邮箱：sqluosheila@bnu.edu.cn

张玉美（通信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

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二语习得与教学、语言测试

与评价。电子邮箱：michelleyumei@163.com

（审稿编辑：张文娟）

正文.indd   33 9/22/20   3:26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