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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索

高中英语专题类文章的阅读教学实践探究

陈玉松，李　雪

摘要：专题类文章又称作专题报道或新闻特写，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常见体裁，

往往围绕一个主题，紧扣一个焦点，整合新闻信息资源，进行高密度和强渗透力的

信息传播，具有信息容量大、形式手法丰富、主题个性鲜明的特点。专题类文章具

有题材的社会性、内容的思想性、报道的深入性和宣传的价值性等基本特征。在开

展专题类文章的阅读教学实践时，教师可以整体呈现，介绍报道对象；提炼事实，

展现宣传价值；代入场景，赏析报道手法；分析原因，深化主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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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

年修订）》提出，普通高中英语选修课程 （提高

类）的语篇类型建议包括专题类文章、科研和学

术报告等。［１］其中，专题类文章又称作专题报道

或新闻特写，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常见体裁，往往

围绕一个主题，紧扣一个焦点，整合新闻信息资

源，进行高密度和强渗透力的信息传播，具有信

息容量大、形式手法丰富、主题个性鲜明的特

点。［２］在英语教材中，专题类文章服务单元主题，

体现单元特色，既适合在语篇阅读中用来开展深

度阅读和主题探究，也可以在阅读教学中用于片

段赏析，是学生英语语言学习的良好素材。［３］

一、专题类文章的基本特征

专题类文章集中反映了社会中正在发生的重

要事件、突出的重要问题和取得的显著成就，是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常见的语篇类型。［４］专题类

文章具有特定的新闻属性，编写者依托大量事实

性依据和准确权威的真实材料，针对社会焦点问

题或典型事件进行深入、详细、全面的客观报

道，使读者产生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并引发社会

和大众的思考，从而达到 “以今日之事态，核对

昨日之背景，从而说明明日之意义”的传播功

效。［５］一般情况下，专题类文章具有下列基本

特征。

（一）题材的社会性

专题类文章往往关注社会热点新闻、重大社

会问题或人类杰出成就等主题，所选题材涉及人

们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等要素。通

过记录并提供和现实生活、历史发展有关的新闻

事实和数据信息，专题类文章可以反映社会风貌

和时代特征，是人们了解和把握现实社会的重要

渠道。

（二）内容的思想性

与其他文章体裁相比，专题类文章的特点

在于它不仅具有新闻性，还具备思想性，具体

体现在报道的深度上。专题类文章通过最典型

的新闻事实，揭示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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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了解熟而未察的社会生活现象，并将其放在

社会和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分析，通过深层次

的观察和思考，了解生活的本质规律，给人以

启迪。

（三）报道的深入性

专题类文章的优势在于多方位和深层次的报

道，重在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和解释。通过

对新闻背景及大量材料的分析和思辨，专题类文

章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由表及里，由点及面，全

方面、多层次的透视，并通过层层挖掘，将事物

的本质和问题的症结暴露在大众面前。［６］

（四）宣传的价值性

新闻报道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宣传群众、发动

群众和教育群众。通过深度挖掘社会问题的焦

点、热点和敏感点，专题类文章给予读者深入了

解问题和探究问题的机会，按照编写者的意图进

行阅读，产生认同感，从而实现宣传价值。

新闻报道遵循新闻写作的ＡＢＣ原则，即内

容的精确性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语言文字的简洁度

（ｂｒｅｖｉｔｙ）和语句结构的清晰度 （ｃｌａｒｉｔｙ）
［７］，这

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专题类文章。因此，专题类文

章的魅力不仅来自其对报道题材充分客观的介

绍，还来自报道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结合，更来自

编写者对报道题材的深度探究，以引发群众对过

去的反思、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预测，从而

实现宣传和教育的目的。

二、高中英语专题类文章的阅读教学策略

专题类文章属于深度报道，经过作者的细

致调查和深入思考，从各个角度对报道对象进

行说明和阐述，从而实现报道的价值。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文章的具体特点和

内容，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活动。本文以 《普

通高中拓展创新学程·英语》第一册Ｕｎｉｔ３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板块为例开展文本分析，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教学设计，以探究专题类语篇的

阅读教学策略。该板块中的文章介绍了中国高

铁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主要成就、重要意

义以及未来愿景，既有对高铁的客观报道，又

对其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语言生动、结构清

晰，介绍了中国在高铁建设方面的成就以及对

世界高铁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发人深思。根据

专题类文章的语篇特征以及该语篇的具体内

容，笔者设计了下列教学活动。

（一）整体呈现，介绍报道对象

专题类文章一般篇幅较长、信息量较大。因

此，教师可以采用整体阅读的方式，帮助学生更

好地对信息进行解码、加工和处理，让他们能够

综观全文，整体把握，从而深化对文章内容的理

解，提升阅读效果。［８］

首先，笔者以标题为导向，带领学生阅读语

篇，将零散的报道信息串联起来，形成对语篇的

整体印象，然后再通过对各部分进行归纳，理解

文章主要内容，感知报道的不同角度。其次，对

语篇进行总览，让学生整体阅读语篇，并在阅读

的过程中思考、梳理语篇的整体结构。根据以往

经验，学生很容易判断出语篇的结构为总—分—

总，为接下来的分析埋下伏笔。最后，让学生分

析专题的报道角度，并进行概括。这篇文章共有

六个段落，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中国高铁的方

方面面，教师可以基于语篇结构设计思维导图

（见下页图１），让学生通过分析对这些角度进行

提炼。

通过总览语篇和梳理结构，学生明晰了文章

以乘坐体验引入高铁基本信息，用数字串起高铁

发展历程，以典型案例 （京沪线、复兴号）凸显

高铁非凡成就，以高铁外交展示其重要影响。在

这一过程中，学生明确了作者的写作思路，习得

了语篇的结构化知识，还通过积极的思维活动理

解、概括事实信息，明确文章的报道角度，加深

了对语篇内容的理解。

（二）提炼事实，展现宣传价值

专题类文章通常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

件、问题、社会现象进行记录、调查、分析、评

述，深入而生动地反映其发生、发展过程及影

响，以揭示主题的深刻意义，展现其宣传价

值。［９］本课语篇从多个角度对中国高铁进行了综

合介绍，但如何将纯文本信息直观地呈现给学

生，便于他们对其进行识别、提取和分析，是应

该重点考虑的问题。为此，教师可借助流程图、

表格等信息转换工具将报道中的内容转换成另一

种形式，帮助学生把握语篇中的事实性内容，了

解中国高铁的发展状况、伟大成就等，从而充分

体会文章的宣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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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犈狓狋犲狀犱犲犱狉犲犪犱犻狀犵语篇结构思维导图

例如，在第三段中，作者用寥寥数句就勾勒

出中国高铁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从项目启动到

蓝图发布，从 “四纵四横”到 “八纵八横”，再

到世界上里程最长、使用最广的高速铁路网等。

在第四段中，作者以多条高铁线路为代表，从不

同层面说明了中国高铁技术取得的辉煌成就。笔

者让学生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梳理上述成就，展示

中国高铁在建设过程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里程

碑，并提出问题：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Ｃｈｉｎａｓ

ＨＳ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ｉｌｌｂｅｌｉｋｅ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通过关注事实，学生可以充分体会中国高铁

的迅猛发展和先进技术，增强科技自信，实现文

章的宣传价值。最后提出的问题则在分析现状的

基础上引导学生跳出语篇，思考未来发展。学生

根据已有知识大胆想象，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

发挥了创造性思维，也拓宽了视野。

（三）代入场景，赏析报道手法

专题报道往往具有现场感，强调主题性，体

现生动性。［９］描述场景是专题报道常用的手法，

而分析典型场景，探索其在文本主题论述中的作

用有利于对文本主题意义的深度探究。因此，教

师可以选择文章中的重点场景进行代入，引导学

生从多个角度赏析报道手法。

在首段中，作者生动描绘了高铁列车进站、

载客以及驶离的场景，给人以画面感，不仅自然

引入话题，还为接下来的语篇学习作好铺垫。因

此，教师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实地拍摄视频，将

乘坐高铁出行的场景直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再

让他们仔细品读首段，体会作者在文章开始运用

场景描写引出文章主题的用意。

此外，还可以推敲词句，带领学生揣摩写作

效果。首段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

和副词，将进站、载客和驶离的场景描绘得栩栩

如生，不仅帮助读者在脑海中形成生动具体的画

面，还能让他们从中体会到中国高铁的相关特

点。因此，可以让学生在仔细推敲相关词句的基

础上，揣摩写作的效果 （见表１）。

表１　高铁的语言描写与特点

高铁语言描写 高铁特点

ｔｈ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ｄｏｗｎ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ｇｒｏｗｓ

ｌａｒｇｅｒｂ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高速

ｓｌｏｗｓａｎｄｇｌｉｄｅｓｐａｓ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ｏｆ

ｗａｉｔｉｎｇ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ｅａｓｅｓｔｏａｓｔｏｐ；

ｉｔ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ｂａｒｅｌｙ ｎｏｔｉｃｅｄａｓｉｔ

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ｎｄｓｉｌｅｎｔｌｙｇａｔｈｅｒｓｓｐｅｅｄ

平稳

ｄｅｐａｒｔｓｅｘａｃｔｌｙｏｎｔｉｍｅ 准时

ｓｅａｔｅｄ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ｓｐａｃｉｏｕ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ｅｆｆｏｒｔｌｅｓｓ

ａｎｄ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舒适

通过从描述整体画面到聚焦镜头特写，学生

不难总结出中国高铁具有高速、平稳、准时和舒

适等特点。通过分析词句，体会其写作效果，学

生可以学习如何书写专题类文章，提升写作能

力，也可以具体了解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进一

步增强自豪感。

（四）分析原因，深化主题意义

读后阶段是阅读教学的总结和升华阶段，教

师要灵活处理和运用文本，让学生进行个性化表

达，提炼和升华文本背后的内涵。［１０］专题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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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素材的简单堆积，而是作者根据宣传目的有

序展示的素材集锦。教师应带领学生分析文章内

容、发展走向与影响，探究作者选择相关材料的

原因，以此深化文章的主题意义。在本课中，专

题报道不仅对高铁进行了介绍，展示中国在高铁

建设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还介绍了中国迈开

“走出去”的步伐，向其他国家输出技术和人才，

帮助其建设高铁的努力。这一战略措施旨在复兴

古代丝绸之路，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扩大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完成语篇学习后，笔者先

提出下列两个问题，让学生基于文章内容和已知

信息进行思考。

１．Ｈｏｗｄｏｅ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ｏｗｃａｓｅｔｈｅａ

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ＨＳ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Ｈｏｗｃａ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ｋｅｓｏｍａｎｙ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ｎｔｓｉｎＨＳ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通过举例，该文章介绍了中国错综复杂的高

铁网络以及日渐成熟的高铁技术，而这些发展离

不开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中国人民勇于创新的

智慧和矢志不渝的精神。通过思考上述两个问

题，学生可以在感悟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的领导

和中国人民的智慧、奉献和奋斗精神的同时，感

受高铁建设展现出的国家强盛，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

自信。

此外，本着国际合作的精神，中国高铁正在

向外延伸，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教师可以

让学生在回顾高铁发展的基础上思考下列问题，

探究中国高铁 “走出去”战略的意义。

１．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Ｃｈｉｎａｄｏａｆｔｅｒ ｍａｋｉｎｇｓｏ

ｍａｎ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ＨＳ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ＷｈｙｄｏｅｓＣｈｉｎａｐｕｔｓｏｍｕｃｈｅｆｆｏｒｔｉｎｔｏ

ｈｅｌｐ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ＨＳＲｌｉｎｅｓ？

上述两个问题可以将学生的关注点从国内建

设引向国际合作。中国实施的 “高铁外交”不仅

可以带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铁建设，而

且在城市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控制等

方面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回答这

两个问题，学生可以感受到高铁已经成为一张闪

亮的名片，帮助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彰显大国

风范，从而深化文章主题意义，实现其宣传

价值。

专题类文章的教学价值在于其融合了主题宣

传、语言学习和情感体验。一方面，它对重大新

闻事件或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系统报道，追踪和探

索其发展趋势以揭示其本质，从而达到宣传的目

的；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借助语篇承载的写作技

巧、宣传目的、情感共鸣等要素，引导学生开展

深度学习，提升写作和阅读能力并发展学科核心

素养。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关注专题类文章的

语篇特征，根据文章特点和具体内容，设计有针

对性的教学活动，充分发挥其教学和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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