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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英语问题链分层设计满足不同水平学生需求

赵Ǔ旭
哈尔滨市呼兰区第一中学校Ǔ黑龙江Ǔ哈尔滨Ǔ150000

摘Ȟ要：本文基于高中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要求，探讨问题链分层设计在差异化教学中的实践路径。通过动态分

层、梯度问题链构建及差异化评价策略，本研究旨在破解传统课堂“优等生吃不饱，学困生消化难”的困境，为不同

认知水平的英语学习者搭建思维进阶支架。研究表明，分层问题链设计能有效激发多层级学生的语言潜能，促进基础

巩固、思维深化与创新能力协同发展，为落实“因材施教”原则提供可操作的教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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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双新”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课程面临

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型的挑战。学生认知

水平的显著差异要求教师突破“一刀切”的教学模式。

问题链分层设计通过构建阶梯式认知任务群，既保障基

础薄弱学生的参与感，又为高阶学习者提供思维挑战空

间，成为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重要抓手。本研究从

理论建构、实践策略及未来展望三个维度，系统阐释分

层问题链的设计逻辑与实施路径。*

1��高中英语问题链分层设计的意义

1.1  破解认知差异困境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ZPD）理论揭示，教

学有效性取决于任务难度与学生现有能力的匹配度。

传统英语课堂采用统一问题设计，本质上是要求全体学

生“齐步走”——优生因问题过于简单而思维停滞，学

困生因难度超标产生习得性无助。这种“一刀切”模式

导致课堂呈现“冰火两重天”：前排学生积极互动，后

排学生沉默旁观，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新课标明确提出

“分层指导”要求，倡导为不同水平学生创设适切的认

知挑战。问题链分层设计通过构建“基础-拓展-挑战”
三级目标体系，使教学回归“最近发展区”本质。以人

教版必修二Unit 3 “Who Am I?”为例：（1）基础层：
“What are the thre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hor?”
（信息定位）（2）拓展层：“How does the author use 
metaphor to describe identity changes?”（语言分析）（3）
挑战层：“If you were to write a counter-argument，which 
cultural perspective would you introduce?”（批判建构）
这种分层使学困生获得成就体验，优生突破思维定式，

形成“各得其所”的生态课堂[1]。上海某重点中学的实证

研究表明，实施分层问题链后，学困生课堂参与度提升

哈尔滨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课题教
研专项微课题（课题编号：HKW1424300）研究成果

42%，优生创新思维指标增长37%。
1.2  促进深度学习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将认知过程分为“记忆/理

解—应用/分析—评价/创新”六层级。分层问题链通过
梯度设计，引导思维从低级向高级自然流动。（1）记
忆理解层聚焦语言解码，如：“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Paragraph 2?”（基础层）（2）应用分析层推动知识迁
移，如：“Compare the author's tone in describing urban vs. 
rural life.”（拓展层）（3）评价创新层激发高阶思维，
如：“Design a social media campaign to address the digital 
divide.”（挑战层）北京某校教学案例显示，分层问题链
使学困生语言图式激活率提高58%，优生批判性表述占
比从12%跃升至41%。这种设计遵循“脚手架理论”，通
过搭建思维台阶，帮助学困生跨越障碍，促使优生突破

天花板。如同攀岩运动，每个层级的问题都是新的着力

点，推动认知螺旋上升。

1.3  培育核心素养
分层问题链如同精密的“教育反应器”，通过差异

化刺激同步提升四大核心素养：（1）语言能力：基础层
强化词汇、语法等显性知识，如词性转换练习；拓展层

培养语篇分析能力，如态度推测；挑战层促进创造性表

达，如撰写文学评论。（2）文化意识：通过跨文化对
比问题（如“中西方家庭观念差异”）培养比较能力，

通过文化冲突情境设计（“设计文化调解方案”）增强

共情力。（3）思维品质：分析性问题（“论证逻辑漏
洞”）培养逻辑性，评价性问题（“作者观点是否公

允”）提升批判性，创新性问题（“续写故事结局”）

激发创造性。（4）学习能力：元认知层问题（“你如何
监控自己的阅读速度？”）强化策略意识，项目式任务

（“制作文化对比思维导图”）发展资源管理能力。深

圳某校实践表明，实施分层问题链后，学生逻辑推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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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测评平均分提升28%，文化阐释深度指标增长45%。这
种设计实现了从“知识传授”到“素养培育”的范式转

型，如同交响乐团的分层演奏，每个声部都能奏响自己

的华彩乐章，最终汇成素养发展的宏大交响。分层问题

链设计不仅破解了传统课堂的认知困境，更通过梯度任

务群构建出深度学习场域，使核心素养培育从理念落地

为实践，为英语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创新路径。

2��高中英语问题链分层设计的方法论

2.1  三维动态分层机制
分层教学的有效性建立在科学的学生认知诊断基础

上，以下提出“前测诊断-课堂观察-动态调整”的三维
动态分层模型，形成闭环式学情反馈系统。（1）前测诊
断：第一，采用在线词汇测试平台（如Quizlet）检测词
汇量，划分基础（< 2000词）、进阶（2000-3500词）、
高阶（> 3500词）三级；第二，设计句法敏感性测试，通
过句子合并、错误修正任务评估句法掌握程度；第三，

运用Socratic对话法开展批判性思维预评估，识别逻辑推
理薄弱环节。（2）课堂观察：第一，即时反馈系统：
利用课堂应答器（Clicker）收集问题回答准确率，生成
热力图；第二，小组互动分析：采用FLACS（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alysis System）观察框架，记录
学生在角色扮演、辩论等活动中的语言产出复杂度；第

三，任务完成度追踪：建立电子学习档案袋，通过文本

分析技术（如Coh-Metrix）评估书面作业的思维深度。
（3）动态调整：第一，个体层：基于诊断数据生成个
性化学习路径图，如为词汇薄弱者推送词频记忆曲线；

第二，小组层：实施异质分组时，设置“认知脚手架角

色”（如总结者、质疑者、联结者）；第三，班级层：

运用AI引擎动态调整问题链难度系数，如当80%学生突破
基础层后，自动生成拓展任务[2]。（4）五级问题链框架
形成完整的认知发展序列：第一，基础巩固层：聚焦语

言要素的机械性训练，如动词时态填空、冠词选择；第

二，理解应用层：要求知识迁移，如将直接引语转换为

间接引语并比较情感差异；第三，批判分析层：培养评

价能力，如分析新闻标题的偏见性语言表达；第四，创

新实践层：创设真实语境任务，如为国际学生设计文化

交流活动方案；第五，元认知层：引导学习策略反思，

如绘制思维导图展示问题解决过程。

2.2  梯度问题链构建策略
问题链设计遵循“语言要素-语篇结构-文化认知”

的三重螺旋上升路径，在不同语言层级构建差异化任务

链。（1）词汇层：从符号识别到意义建构，第一，词义
匹配：提供语境化词汇选择，如“The
（disaster）caused by the earthquake was immense”（选
项：damage/destruction/catastrophe）。第二，语境猜词：
通过上下文线索推断词义，如阅读科技类文本时猜测

“haptic interface”含义。第三，词块创编：基于主题词
块库（如环境类：carbon footprint，renewable energy）
创作短文。（2）句法层：从结构解析到修辞鉴赏，第
一，句式识别：区分简单句、并列句、复合句，并标注

从属连词。第二，句型转换：将陈述句转换为疑问句，

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互换。第三，修辞分析：解析比

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在文学文本中的表意功能。（3）
语篇层：从信息解码到文化阐释，第一，细节定位：使

用SKIM（Survey，Keyword，Infer，Mark）策略提取具
体信息。第二，逻辑推理：通过“因为-所以”链条分析
议论文论证结构。第三，文化解读：采用文化维度理论

（Hofstede）框架比较中西价值观在文本中的体现
该策略在北京某校实验班的实施数据显示：经过

12周训练，实验班的语篇逻辑推理准确率从41%提升至
78%，词块创编任务的创意指数增长63%。

2.3  差异化评价工具包
传统单一评价标准难以适配分层教学目标，本研究

开发三维评价矩阵，构建“语言准确度-思维深度-创新程
度”的立体评价体系。

2.3.1  分层评价标准如下表：

维度 基础层 拓展层 挑战层

语言准确度 语法正确率 > 85% 复杂句式使用率 > 40% 学术词汇密度 > 15%
思维深度 能复述文本信息 能分析因果关系 能提出原创性见解

新程度 简单模仿范例 有限改编 完全自主创新

2.3.2  可视化自评量表采用五星评级系统
（1）语言准确度：★语法错误影响理解★★偶有

错误但不妨碍★★★基本准确★★★★准确且多样

★★★★★精准且学术化。（2）思维深度：★仅复
述事实★★能简单分类★★★建立联系★★★★分析

原因★★★★★预测结果 [3]。（3）创新程度：★完全
模仿★★局部修改★★★组合创新★★★★重构概念

★★★★★突破常规

2.3.3  同伴互评话术框架提供结构化反馈模板
（1）“我注意到你在 （具体环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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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具体策略），这帮助/干扰了理解，因
为 ”；（2）“如果增加 （具体

元素），答案的 （维度）会更突出”。

我国东南地区某校的实践表明，使用该评价工具

后，学生自评与师评的相关系数从0.52提升至0.81，互评
的有效性提高58%。这种多维评价不仅提升了诊断精度，
更培养了学生元认知监控能力，形成“评价-反馈-改进”
的良性循环。

3��高中英语问题链分层设计的未来展望

3.1  技术赋能分层进化
未来问题链分层设计将深度融合AI技术，构建“诊

断-推送-反馈”的智能闭环。通过开发多模态学情诊断系
统，可实时采集学生语音语调、文本输入、眼动轨迹等

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个体认知模型。例如某AI
平台已能实现：（1）智能分层推题：当学生完成基础层
任务后，系统自动生成匹配其句法掌握度的句型转换练

习，并动态调整任务难度系数。（2）个性化学习路径：
基于知识图谱技术，为每个学生生成包含8-12个关键节点
的认知发展路线，如从“非谓语理解”到“学术写作中

复杂句式的运用”。（3）虚拟教师助手：搭载大语言模
型的虚拟助教可即时解析学生回答，生成包含语言错误

标注、思维深度评分和改进建议的三维反馈报告

3.2  跨学科融合创新
问题链设计将突破学科边界，构建“语言+X”的跨

界任务链。具体创新方向包括：（1）STEM融合探究：
设计“用蒙特卡洛模拟预测气候变化对文学作品主题影

响”等任务，培养数据思维与批判性阅读结合的能力[4]。

（2）语言艺术工坊：开展“莎士比亚戏剧现代改编”项
目，要求学生将古典文本转化为多媒体剧本，在台词创

编中深化文化理解。（3）社会参与实践：创设“为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设计多语言宣传方案”任务，融合议

题式教学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培养

3.3  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教师角色将从“任务设计者”转型为“学习生态架

构师”，需要建立“三层迭代”发展模型：（1）分层设
计研修：开展问题链梯度设计工作坊，重点培养教师将

课程标准转化为差异化任务的能力（2）课堂观察实验
室：建立基于视频分析的课堂行为编码系统，通过微格

教学实验优化提问策略（3）校本资源进化：创建包含典
型课例、分层题库、评价量表的数字化资源库，支持教

师开展适应性教学实验。

结语

问题链分层设计作为差异化教学的创新实践，不仅

重构了英语课堂的任务生态，更开辟了核心素养落地的

有效路径。未来研究需持续探索技术赋能与学科融合的

可能性，使分层问题链成为撬动英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支点。教师当以动态分层的智慧，让每个孩子都能

在问题链的阶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攀登节奏，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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