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目前袁在阅读课教学中存在一些误区院课堂上

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袁没有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曰阅
读的着眼点放在语言细节上袁对文章整体重视不够曰
由于强调对文章逐字逐句地分析袁课堂活动往往节

奏较慢袁花费时间长袁教学效果不理想遥 当然袁对外

语学习者来说袁 阅读的目的之一是学习语言本身袁
提高对书面符号的辨别能力遥 但如果只具备基本的

识字能力袁远远达不到真正有效的阅读遥 过去那种

只讲授如何掌握阅读技巧的教学方法袁已经不能满

足学生学习的需要了遥 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探讨阅

读教学方法,而且要探讨整个阅读理解过程遥
本文纵观近年来流行的阅读理论袁力图解释阅

读理解的本质袁总结现代流行的阅读理论袁特别是

图式理论尧交互模式理论遥 并与英语阅读教学的实

践相结合袁重点揭示图式理论和交互模式理论在实

际教学中的价值所在遥
1 阅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1 对阅读本质的认识

人们对于阅读本质的认识袁经历了相当长的历

程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阅读理论袁将阅读看成

是语言符号的解码和从字尧词尧句中构造意义的过

程遥 随着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研究的发展袁人们开始

注意到非语言因素渊即已有知识冤对阅读理解的作

用遥 Penny Ur 认为袁阅读是一个积极的过程袁在教学

中不应强调学生弄懂每一个单词袁而应鼓励他们理

解全文的意义袁 阅读过程更应被看成是在语境中

野构造冶意义[1]遥 Siberstein 提出袁阅读理解实际上是一

个复杂的认知过程遥 在阅读过程中袁读者与文本之

间是一种互动渊interactive冤的关系遥 读者通过认真阅

读尧讨论袁与文章产生互动袁创造出具有意义的语段[2]遥
阅读理解的实质是读者的背景知识与文本信

息相互作用的过程袁是辨认和理解书面语言并领会

其内容的心理言语活动过程遥 通过阅读获得的知识

是人脑中各种知识共同作用的结果遥 要达到有效的

阅读效果, 阅读者必须理解一系列文学符号所表达

的内容,这包括字面(literal)尧推理性(inferential)尧评价

性(critical evaluative)以及欣赏性(appreciative)等等
[3]遥 我们在教学中袁应该认识到阅读理解的本质袁因
材施教袁达到理解语篇的目的遥
1.2 阅读理论的发展

1.2.1 早期的阅读模式

对阅读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遥1967 年袁Goodman
提出心理语言模式袁又被称作野自上而下冶的阅读模

式遥 根据这种观点袁在阅读中袁读者所需要的更多的

是相关经历和对文章背景知识的了解[4]遥 不同的读

者对文章的理解可能会相差甚远袁这也许就是为什

么阅读异域文化的材料比阅读本民族文化材料要

难尧阅读不同时代的材料比阅读同时代的材料要难

的原因遥 但是袁这个模式在强调读者背景知识作用

的同时袁似乎忽视了词汇识别尧语法结构处理等低

层次的阅读技巧遥 它只反映了人们逐字逐句地阅读

的过程袁而忽视了阅读过程中的其他策略袁如识别

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技巧的重要性等遥 事实上袁快速尧
准确地识别文本中的语言特征对于流利的阅读是

至关重要的遥 1972 年袁Gough P B 提出信息加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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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袁又被称为野自下而上冶的模式[5]遥 因为随着对阅读

理解过程研究的深入袁人们发现袁学生在阅读时袁语
言问题解决了袁但对文章并不一定能够理解袁对作

者的意图并不一定能够把握遥 这说明袁普通的阅读

过程低估了读者的主动作用袁没有把阅读者看成信

息的积极处理者遥 信息加工模式就是针对这一弊病

而提出的一种野自下而上冶的模式遥 它强调以语篇为

基础遥 而野自上而下冶的模式强调已有的知识袁以知

识为基础遥 这两种模式都把阅读看成是单方向的线

性序列袁信息传递方向是单向的袁因此它们对阅读过

程的解释都有各自的局限性[6]遥
1.2.2 交互补偿模式(interactive-compensatory appr
oach)

随着对阅读理解过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袁人们

发现袁阅读不单纯是野自下而上冶或野自上而下冶的过

程袁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处理过程遥 读者在阅读过

程中袁对信息的加工过程既有线性过程袁也有非线

性过程袁其信息的传递是一个相互作用尧双向交流

的复杂过程遥 事实上袁在阅读过程中袁词汇的尧句法

的尧语义的知识袁以及文化背景和先验知识都在发

挥作用袁并且影响和制约着读者对阅读材料的理解遥
心理学家 D窑E窑Rumelhart 吸取了人工智能研究领域

的成果袁于 1977 年提出了相互作用模式理论[7]遥 相

互作用模式强调了阅读处理过程的双向性和相互

性袁认为阅读过程的各个层次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袁因
而该模式解释力更强遥 根据相互式阅读理论袁阅读

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交互过程尧低层次技能与

高层次技能间的交互过程袁以及阅读者的背景知识

与文本中预设的背景知识之间的交互过程遥 相互作

用模式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袁激发了大量对阅读

模式的研究遥 Stanovich 的交互补偿模式就是在

Rumehart 的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遥 此模式的一个

重要理念是野任何一个层次的信息处理袁都可以弥

补其他层次信息处理的不足冶[8]遥
该理论认为: 阅读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多

种语言知识,包括文字尧词汇尧句法和语义等知识的

复杂的野交互补偿作用冶的过程,任何的单一的语言

知识都不能促成对阅读材料的真正理解遥 该理论将

阅读理解过程描述为一个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遥 它

既强调背景知识和上下文预测的重要性袁又不忽略

对单词尧短语的解码能力袁迅速捕捉关键信息以理

解阅读材料的重要性袁反映了阅读理解的本质遥 这

种双向过程一旦出现停滞或被单向过程所取代,阅
读理解就会受到阻碍,只有当野自下而上冶和野自上而

下冶两个过程有机协调尧结合运用,即当文章本身所

提供的信息与读者的先验知识及其所作的预期相

吻合时,才能达到对文章的真正理解遥
1.2.3 图式理论渊schema theory冤

图式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 现今

的图式理论是心理学家 Bartlett 于 1932 年提出的遥
图式理论是认知心理学家们用以解释心理过程的

一种理论袁图式知识指读者大脑中已存在的知识系

统或背景知识袁是相互关联的知识构成的完整的信

息系统遥 人们对新事物的理解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大脑中已经形成的图式遥 人们在理解尧吸收

信息时袁将输入信息与头脑中的已知图式知识联系

起来袁当输入信息与头脑中的某个图式相匹配时,就
形成了新图式,理解就产生了遥 在信息的接受尧解码尧
重组和储存过程中袁学习者头脑中所储存的图式知

识对新知识的吸收和运用起着关键的作用遥 读者拥

有的图式知识越多,理解能力就越强[9]遥
图式理论将阅读理解过程解释为读者所具备

的背景知识与阅读材料相互作用的过程遥 因此袁阅
读的过程是读者大脑已存的知识和文章的信息相

互作用的过程袁文章意义的获得取决于图式的激活遥
根据这一理论袁 阅读理解首先是接收输入的信息袁
然后袁 在记忆中寻找能够说明这些信息的图式袁当
足以说明这些信息的图式被找到以后袁可以说就产

生了理解遥 可见,读者理解一篇语言材料的过程袁就
是读者头脑中的图式与语言材料所提供的信息之

间相互作用的过程遥 当读者把头脑中的图式与语言

材料所提供的信息联系起来时袁就能获得作者所要

传递的意义袁达到读者与作者互相交流的目的遥 否

则,阅读理解就归于失败[10]遥 所以袁教师应拓宽学生

的知识面袁除要求学生掌握课本知识外袁还要加大

对课外百科知识的阅读量袁注重各种文化背景差异

的介绍遥
2 阅读理论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启示
2.1 注重背景知识和整篇把握

要提高英语阅读教学水平和学生的阅读理解

能力袁 教师必须在正确的阅读理论指导下进行教

学遥 笔者通过对图式理论尧交互补偿模式理论的理

解和实践袁得到了以下启示遥
阅读理解应该是一个读者积极参与的心理语

言过程袁 是读者利用原有知识去获得新知识的过

程袁即利用储存在头脑中的旧信息对课文中的新信

息进行加工袁并重新构建的过程遥 这种已经具有的

知识和经验被称为野背景知识冶或野已有知识冶遥 读者

在阅读时只有寻到一个与理解文本所需的图式相

符的图式袁才能理解文本所表达的真正意义遥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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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袁当读者不能调出适合语篇的相关图式时袁就会

感到语篇难以理解遥 有时读者根本没有与语篇相关

的图式袁或者他们需要帮助尧激活图式才能理解语

篇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读者不可能达到理解的目的[11]遥
教师在帮助学生构建新的背景知识的同时袁也要激

活其已有的背景知识遥 这就需要积极调动和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袁 激活他们头脑中的相关图式袁综
合运用语言知识和图式知识袁来提高学生的英语阅

读理解能力遥 由于语言图式是阅读理解的基础袁因
此袁培养学生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袁是成功实施阅读

教学的基础遥 虽然语言图式很重要袁但阅读过程并

不能以单词尧语句教学为主袁而应以对整个语篇的

理解为主遥 因此袁教师必须指导学生有意识地应用

已有的图式知识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遥
2.2 建构与学生内、外环境相适应的阅读教学方法

阅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袁是读者

通过语篇这一媒介与作者相互作用的交际行为遥 读

者应借助于自身的先验知识,包括语言知识与技能,
以及阅读习惯尧阅读策略与技巧尧背景知识与语篇

知识尧文化差异等非语言知识袁对新信息进行筛选尧
分类和解释,以尽可能准确地获取作者的意图尧实现

阅读的目的遥 因此袁具体的阅读教学模式应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袁包括词汇量尧语言能力尧背景知识等,
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袁 结合以上两种阅读模式理论袁
建构与学生的内尧外环境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以有效

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遥
2.2.1 激发阅读兴趣,拓宽阅读范围,培养良好的阅

读习惯

所选阅读材料语言要质朴生动, 内容要有趣味

性袁难易程度应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适应,这样才能

增强学生阅读的信心和成就感遥 同时袁选材范围要

广袁尽可能涉猎多种体裁的文章材料袁如名人轶事尧
科普常识尧文化习俗尧人物历史尧新闻报道尧广告说

明等袁不断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袁使学生对阅读文章

产生浓厚的兴趣袁养成长期阅读的习惯袁不拘泥于

对个别词句的理解袁重在增强学生的语感袁使英语

文字在其大脑中直接产生意义袁以提高阅读速度和

理解的准确性遥
2.2.2 通过广泛阅读,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阅读方法

及技巧

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袁阅读方法可分为略读尧寻
读和细读遥 略读指浏览全文袁以了解文章的主题和

线索袁阅读者的注意力放在与全文有关的关键词及

段落渊如开始段与结尾段等冤上遥 寻读指寻找文章中

某些特定的信息,带着问题到文章中去寻求答案遥细

读是指对文章逐字逐句地阅读袁以掌握文章的全部

内容及细节袁领悟作者的意向和态度遥 通过广泛阅

读袁各种阅读技巧得以反复练习袁针对不同的阅读

目的袁能自动地运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和技巧袁以达

到相应的阅读目的遥
2.2.3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类信息推测词义的能

力,以提高阅读效率

对于文章中的生词或多义词袁教师应指导学生

运用课文背景及自身的经验知识渊如利用构词法尧生
词与其他词语间的同等或同位关系尧生词与其他词

语的对比关系及常识等冤来推测其词义袁而不是一

遇生词就查字典遥 这样做袁可以使学生在阅读中养

成充分运用阅读材料中生词和多义词所在的上尧下
文提供的冗余信息袁 求得对文章的整体理解的习

惯遥
2.2.4 培养学生的判断尧推理能力

在阅读中袁人们首先理解的是语言的字面意义袁
然而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常常超过字面意义,这就需

要学生掌握判断和推理的逻辑方法袁根据事物发展

的自然规律以及语言本身的内在联系袁从一定的文

字符号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遥 教师应在分析过程

中指导学生加强对关键词的理解, 明确细节与支撑

点之间的关系袁分清普通词和特殊词袁找出关键词

或关键句作用下的内部联系袁深入分析袁以了解作

者的意图,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推理遥
2.2.5 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提高学生的解

疑能力

阅读教学应有明确的目的和任务袁课堂设计要

有利于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袁教师的设疑和解疑都

应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袁使其积极主动地学

习和思考遥 如袁在课文的讲解过程中袁教师不应一味

地解释课文中的词尧句等袁而应将一定的提问融入

讲解之中,以得到学生的互动反应袁同时将部分段落

交由学生讲解,教师或其他同学提出问题,由讲解学

生或其他学生解答和补充遥 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

意识,使学生相互学习尧互相促进尧共同提高遥
3 结语

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袁教师应当积极运用交

互模式理论和图式理论等现代阅读理论袁以提高阅

读教学的效果遥 在阅读过程中袁既要指导学生以阅

读材料为根本,重视语言文字的解码过程,又要积极

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激活其头脑中的相

关图式袁促使其综合运用语言知识和图式知识遥 这

是提高学生英语阅读理解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遥 如

何将交互模式理论和图式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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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教学,提高学生阅读效率袁是值得我们不断

深入探索的课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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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Reading Teaching Models under Modern Reading Theories

DI Shu-xia
渊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Technical Institute,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冤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modern reading theories, especially schema theory and interactive -
compensatory approach. Based on practical reading teaching ca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theories is
presented and effective reading teaching models are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ading teaching.
Key Words: modern reading theory; reading teaching model; schema theory; interactive -compensatory
approach; construction; model construction

黄河水院教师喜获首届全国就业指导课教学大赛一等奖

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 怨 日上午袁首届全国高校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颁奖典礼在石家庄举行袁共有

猿员个省渊市尧自治区冤怨怨源所高校 苑圆园园多名高校就业指导教师参赛遥 经过高校初赛尧省市复赛袁全
国共产生 员园园 名教师进入全国总决赛遥总决赛分两个阶段袁第一阶段是大赛评委会对教师的教案尧
课件尧教学视频进行评审袁遴选出 猿园 名教师曰第二阶段是以教师讲课 源园 分钟和评委提问 员园 分钟

的方式进行遥大赛共设特等奖 员名尧一等奖 源 名尧二等奖 员园 名尧三等奖 员缘名遥教育部党组成员尧部
长助理林蕙青袁河北省副省长龙庄伟以及教育部各有关司局领导尧各省教育厅相关领导出席颁奖

典礼遥 黄河水院马晓慧老师荣获首届全国高校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一等奖遥
渊道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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