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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导入是课堂教学的基础,导入的合理性与否,关系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对学生知识的学习有

着重大意义。高中作为教学的关键环节,为提高教学质量,合理应用课堂导入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以高中

英语教学为出发点,对课堂导入艺术实行分析探讨,希望可以加深学生对英语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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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是学生的转折点,也是打好英

语基础的关键,教师需结合时代发展需

求,根据教育教学改革要求,对高中英

语教学进行革新和优化,科学规划教学

内容,做好课堂导入工作,以改进英语

课堂教学质量,增强学生英语阅读和交

际能力。 

1 导入艺术的作用 

兴趣是任何事情 始的先决条件,

缺少兴趣,学生对课堂的关注度也会降

低,自然无法提升成绩。高中英语课堂也

是如此,教师应采用科学方式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加大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关注

力度,主动参与到英语课堂活动中来。导

入艺术的应用正是增强学生兴趣的有效

措施。科学的导入方式一方面可让教师

快速找到授课的感觉,调动课堂氛围,加

强课堂教学趣味性,另一方面还可吸引

学生眼球,激发学生好奇心,让学生在枯

燥的书本知识中发现乐趣,主动完成知

识探索和分析。同时,因受到固定环境及

时间的影响,高中生在课上难以长时间

集中注意力,而溜号则会错过一些知识

点,不利于英语技能的提升,通过科学导

入,学生的注意力被吸引,集中时间越来

越长,大大改进课堂教学效率,加深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 

2 导入艺术的实际应用 

2.1话题导入法 

话题导入法多被应用在英语阅读

中,对锻炼学生阅读能力及口语表达能

力均有着显著成效。话题导入法是利用

情景设置的方式,将教学内容融入其中,

通过与学生间的交流沟通,将教学内容

传授给学生。在情景设置上,教师会选

择学生感兴趣或当下较为热门的话题,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主参与

到教学活动中来,锻炼学生阅读和交流

能力。 

例如,在traveling abroad教学中,

教师可先介绍自己近期的一次出国旅行,

向学生介绍自己看到的景观建筑及特征,

之后让学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阐述自

己去过或想要去的国外城市,以这种方

式引入今天所学内容,并根据学生阐述

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或补全

学生的说明。利用这样的方式,可调动学

生积极性,找到与学生沟通的话题,从而

了解学生感想,对学生存在的用词不精

准、语法错误等问题予以纠正,锻炼学生

口语表达能力。 

2.2复习提问导入法 

该方法是将以往所学知识与新知识

融合起来的一种方式。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先让学生回忆某一课内容或某一

单元所学内容,回顾知识要点,之后借助

知识迁移的方式,引入本节课所学知识

内容,建立两者间的关系,达到知识的融

汇贯通。同时在知识融合中,教师要及时

回复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帮助学生梳

理知识要点,巩固知识的掌握。 

例如,在学习Poems的相关知识时,

该篇文章讲解的是虚拟语气,在课堂导

入中,教师可先让学生回顾一下Art这篇

文章所学的语法要点,以此来导入本节

内容,借助两者的串联教学,加大学生对

虚拟语气的掌握度,从而加深语法点的

记忆。 

2.3鉴赏导入法 

2.3.1音乐及故事赏析 

英文歌曲及经典的英文故事能够将

学生带入到真实情景中,加强学生感悟

能力,并在欣赏中了解不同英语单词及

语法的应用情景,进而掌握英语用法,改

进课堂教学质量。同时,赏析课的 展对

培养学生鉴赏能力、审美能力也有显著

效果,有助于增强学生语境及表达上的

专业性。 

如在赏析课上,教师可先让学生欣

赏《光辉岁月》这首英文歌曲,音乐能与

学生之间产生共鸣,吸引学生注意力。之

后提问学生,是否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背

景,创作者是谁？创作时间及表述内容

为何？让学生自己寻找问题答案,了解

这首歌的历史背景,激发学生的探索热

情,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同时,在答

案查找中,对于创作者的介绍必然会有

很多英文注解,这一过程也可锻炼学生

的阅读和翻译能力,提升英语书面表达

水平。 

2.3.2图片、视频赏析 

历史存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大多数

都可以通过画或剧的形式表述出来,如

《窈窕淑女》《淘金记》等,这些作品将

死板的文字语言转化成生活形象的图像

形式,更容易引起观看者的共鸣,从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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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其对原作品的阅读兴趣。在高中英语

教学中,也可利用上述方式,让学生观看

到更多优秀的英文作品,以此加强英语

学习的趣味性。教学活动中,借助视频插

入的形式就可以让静止的东西动起来,

学生也可表现出极高的兴致。他们迫不

及待想要一口气把整个故事学完。更为

重要的是,学生在这样的课堂分为中会

学得更加轻松,愉快。而改结果的取得就

在于 始上课的前几分钟。 

2.4故事导入法 

在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中,很多文

章都是以故事性的形式出现的,且与生

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可将教材中的

故事内容进行改变,以不同形式展现在

学生的眼前,利用这样的导入方式,能有

效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同时还能帮助

学生借助故事情节快速理解本文所要讲

述的内容,锻炼其听力。 

以Life in the future这篇文章为

例,其讲解的是未来生活,目的是培养

学生珍惜和爱护环境的意识,教师可在

了解整篇文章内容后,将其转化成保护

环境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以此引入教学

内容,提高学生课堂听课效率,改进教

学质量。 

2.5设疑导入法 

设疑导入法即通过悬念的设定将学

生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激发出学生的

好奇心,借助学习和探索,找到 终的答

案,学习相关知识。在实际应用中,设疑

导入法较为简单,适用性极广,对于集中

学生的注意力有着显著效果。 

例如,《Robots》一课教学中,教师

就可利用设疑导入法 展教学活动： 

T：Children,do you like robots? 

S：like. 

T：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robots? 

S：Think. 

T：Let's start today's study. 

3 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导入艺

术应用时的注意事项 

3.1课堂导入时间不可过长 

课堂导入是课堂教学引导的重要手

段,目的是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增

强高中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转变传统

枯燥教学模式带来的影响,营造良好课

堂环境及氛围。如果课堂导入时间过长,

则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会逐渐消

耗殆尽,又会恢复到无聊、沉闷的境况中

来,不利于后续教学活动的 展和落实。

且教学导入时间过长,虽然学生能对教

学重点有深层次的了解,但也降低了学

生对知识内容的探索兴趣,认为只要记

住导入内容就可以,不需要继续学习,教

学效率大大降低,学生无法全面掌握英

语知识点。 

3.2以教学内容及学生个性特征设

置课堂导入 

在课堂导入内容规划前,教师应先

熟悉掌握教材内容,如教学重点、难点、

新旧知识变化等,这样制作的课堂导入

才不会存在生硬的效果,可起到很好的

转折和衔接作用,自然而然的引入教学

内容,理顺学生学习思路,从而加强英语

课堂教学效果。课堂导入的目的是调动

学生英语学习积极性,所以在选择导入

方式时,应结合学生个性化特征实行科

学设置,确保课堂导入效果的发挥,构建

良好的教学环境,强化教学效果。 

4 结束语 

英语教师需要加大对导入艺术的

研究分析,在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使

用科学有效的导入方式,一方面可改进

课堂教学质量,获得良好的英语教学成

果。另一方面也可解决传统高中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

能力,从而加强学生英语阅读及口语交

际能力,为高中生考学及日后发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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