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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阅读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语境下的意义建构过程，而非单纯的语言解码行为。本文探讨了基于图式理论的英

语阅读教学策略及其应用。图式理论强调读者通过建立、激活和重构认知图式来建构文本意义。研究表明，在阅读前激活

背景知识、阅读中引导图式整合、阅读后促进图式重构的教学策略，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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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阅读作为一种多维度的认知活动，不仅是获取知识的

重要来源，更是提升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情感理解能

力的有效途径。同时，阅读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

所必备的一项社会文化技能 [5]。然而，当前英语阅读教学仍

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教学目标过于侧重应试技巧，忽视了学

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教学模式多以教师为主导，缺乏互动

性与参与感；教学方法局限于词汇、句法等语言知识的讲解，

未能充分借助阅读材料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批判性思维

能力。这些问题制约了英语阅读教学的有效性，亟需通过理

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加以改进。

近年来，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在外语学习研究

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理论强调，学习者通过激活已有的

背景知识（图式）来理解、吸收和记忆新信息，从而促进语

言学习的有效性。国内众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来证实图式理

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可行性与积极作用 [6]。基于上述背景，本

研究旨在探讨图式理论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1 图式理论及其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1.1 图式理论概述

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的核心观点是，人类通过

构建和运用“图式”（Schema）这一认知结构来处理、理

解和记忆新信息。图式可以被视为一种心理框架或模板，它

帮助个体将新知识与已有经验相结合，从而实现对信息的有

效加工与整合。图式理论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 18 世纪德

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康

德在其中首次提出图式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连接纯粹概念

与感性直觉的中介机制。它使得抽象的理性概念能够与具体

的感官经验相结合，从而形成有意义的知识结构 [2]。20 世

纪后，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Frederic Bartlett）指出，图

式是对过去反应或经验的主动组织。他强调，图式并非静态

的，而是动态的、可调整的认知结构，能够随着新经验的积

累而不断修正和扩展 [1]。此外，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鲁姆哈特（Rumelhart David）等学者对图式理论

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使其逐步发展为一个系统的认知理论框

架如今，图式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认知心理学、语言学、教育

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图式理论不仅为理解人类如何组织和处

理信息提供了理论框架，还为个体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决

策和问题解决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工具 [4]。

1.2 图式理论分类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语言学家 Carrell 与 Eisterhold 开

创性地提出了内容图式与形式图式的概念。与此同时，语言

图式被视作图式理论在语言学习范畴的自然拓展与延伸，这

些知识如同搭建语言大厦的基石，是顺利开展语言学习与运

用的前提条件。

1.2.1 语言图式

语言图式（Linguistic Schema）是指个体预先储存并灵

活运用的语言知识框架，这一框架涵盖了发音、词汇的广泛

积累与恰当选用、句法结构的深刻理解与构建，以及语义内

容的把握与解读等多个维度。语言图式是典型语言模式的心

理表征，它使我们能够高效地处理语言。具备相应的语言图

式可以实现对输入语言信息的解码，为调动大脑中的内容图

式和形式图式做准备 [8]。因此，不断优化和完善自身的语言

图式，不仅是提升专业技能的必由之路，也是适应多元语言

环境、实现跨文化有效阅读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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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内容图式

内容图式（Content Schema）是指有关文本主题的背景

知识 [3]。主要涵盖两个核心维度：一是特定文化背景知识，

包括政治、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二是与源语言相

关的专业学科知识，如科技、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这些知识构成了个体在阅读过程中理解和解读文本内容的

重要认知基础。

在英语阅读中，内容图式能够帮助读者激活与文本主

题相关的背景知识，从而促进对文本内容的深度理解。其次，

内容图式在弥补语言图式不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读者

遇到语言层面的障碍，如生僻词汇或复杂句式时，内容图式

可以提供上下文线索和背景信息，帮助读者预测文本内容并

消除歧义，从而实现对文本的准确理解。

1.2.3 形式图式

形式图式（Formal Schema）涉及文本修辞结构的知识，

如体裁或组织模式 [3]。在英语阅读情境下，形式图式有助于

读者预测文本内信息的编排逻辑。英语文本类型丰富多样，

如演讲、谈判、访谈及典礼致辞等，各自彰显出独特的文本

结构与语言特性。读者预先存储的与阅读主题相关联的形式

图式被激活后，得以快速识别文本结构，捕捉作者的行文意

图，进而提升信息获取的效率与信息处理的准确性。

在阅读理解过程中，三种图式需要协同运作，凭借语

言图式破解语言障碍，借助内容图式理解文本内涵，依靠形

式图式梳理文本结构，从而实现对阅读文本的全面理解。

2 英语阅读过程中图式的作用机制

在英语阅读中，学生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依赖母语

思维模式进行阅读理解，导致对文本的深层次理解不足。而

图式理论通过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的综合作用，

能够帮助学生构建英语阅读的认知框架，从而摆脱母语思

维依赖，逐步形成英语阅读的自主性。这种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还能为其终身学

习奠定基础。本文对图式在阅读教学中的意义主要从三个

方面来叙述。

2.1 提升阅读理解能力，促进信息整合

图式理论认为，阅读理解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当读者

遇到新信息时，他们会将其与已有的知识结构进行比较和整

合，又称之为新旧信息整合过程。例如，如果读者在阅读一

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时，遇到一个新概念“机器学习”，

他们会将这一新概念与已有的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整合，形

成更全面的理解。同时，文本中的信息可能不完整或模糊，

读者可以通过已有的图式填补这些空白。例如，如果文章中

提到“The Great Depression”，但没有详细解释，读者可以

通过已有的历史知识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信息。

2.2 增强预测能力和推理能力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不断预测文本的内容和发展方向，

这是基于读者的背景知识和已有的图式运行的。读者在阅读

标题、副标题和开头段落时，会根据已有的知识预测文本的

主要内容。读者还会根据文本的体裁和结构特点预测文本的

组织方式。例如，若读者知道这是一篇议论文，他们可能会

预测文章将包括引言、论点、论据和结论。这种预测帮助读

者更快地找到关键信息，提高阅读效率。另一方面，读者通

过已有图式推理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观点。例如，如果作者在

文章中多次提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读者可以推理

出作者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有时，文本中的信息是隐含的，

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推理隐含信息。

2.3 培养跨文化意识

英语阅读常涉及不同文化背景，借助图式可以更好地

理解文化差异，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读者在阅读涉及不同

文化背景的文本时，可以通过已有的文化图式理解文本中的

文化元素 [7]。

综上，图式帮助读者在英语阅读中更好地理解、预测、

整合和推理信息。同时，图式理论在词汇学习、跨文化意识

和阅读策略的运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教师可以通过应用图

式来设计更有效的阅读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能

力和阅读效率，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3 基于图式理论的英语阅读创新策略

传统的阅读教学往往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忽视

了学生对文本整体结构的把握和背景的理解。在英语阅读教

学模式的革新下，教师可以设计更具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如

通过预读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或用问题引导帮助学生构建

文本的逻辑框架。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效

率，还能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本章节

将从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的教学全过程来系统分析图式

指导下的英语阅读教学策略。

3.1 激活策略：背景知识导入与预读设计  

背景知识导入旨在激活学生相关的内容图式，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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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好地理解阅读文本。背景知识导入可以包括提问、讨论、

介绍相关主题知识等。通过提问和讨论，激活学生已有的相

关知识，帮助他们建立与文本主题的联系。介绍相关主题知

识则有助于直观地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

解文本内容。预读是阅读教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旨在进

一步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预测文本内容，明确阅读目标。

预读可以包括预测、头脑风暴、关键词汇学习等。通过预测

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帮助他们建立对文本内容的初步理

解；以头脑风暴激活学生的相关词汇和概念；最后学习关键

词汇，帮助学生理解文本中的重要概念，减少阅读障碍。

3.2 图式构建策略：多模态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应用

多模态教学资源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

形式。多模态教学资源的整合和应用是将不同形式的资源结

合起来，形成一个丰富的学习环境，利用各种资源进行教学

活动，以帮助学生构建和扩展他们的图式。例如，在阅读一

篇关于“历史事件”的文章时，教师可以展示与其相关的图

片，引导学生讨论图片中的信息。讨论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进

行总结，分享他们的理解和感受，进一步巩固图式。该策略

不仅为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也符合现代化教学

的要求。

3.3 图式修正策略：批判性阅读与反思性学习

图式修正策略能够帮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修正和

扩展图式并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反思性学习能力。学生在阅读

过程中，不仅要理解文本的表面意思，还要对文本内容进行

分析、评价和质疑。批判性阅读可以使学生形成更全面和深

入的理解，包括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论证逻辑、作者观点和文

本中的潜在问题和偏见。同时，图式修正策略能使学生不断

反思自己的理解过程和学习策略。最后，图式构建是一个长

期性、复杂性的动态过程，受个体所处语言环境、教育背景、

认知能力等多重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个体通过不断的学

习、积累、巩固与修正，逐步形成独特的认知图式，为后续

的理解与表达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

4 结语

图式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认知理论，为阅读教学的优

化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其在实际应用中也提醒我们，教学

改革需结合具体学情，灵活调整教学策略。综上所述，图式

理论对英语阅读教学的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它不仅能够帮

助学生克服认知障碍、优化教学模式，还能推动理论研究的

发展并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未来的英语阅读教学

中，教师应充分借鉴图式理论的核心思想，设计更具科学性

和实效性的教学活动，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与综合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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