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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策略与小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
①

关文信　马宝元　张向葵

　　语文能力是影响适应并胜任语文学习

任务的个体心理品质 , 是学习、掌握和应

用语文这个交际工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

统一 , 由语文认识能力、语文问题能力、

语文学习的情感能力等几个基本成分构

成。影响儿童语文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 , 其中最重要的是儿童的认识结构 , 正

如皮亚杰指出的 , 言语随着认识结构的变

化而发展。而学习策略是影响认识结构的

重要因素 , 因此 , 正确进行学习策略训练

是提高小学生语文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学习策略实质是认知加工策略

认知加工能力的提高 , 认知结构的改

善和发展 , 是儿童认知发展的本质体现。

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促进发展的主要因素

是刺激和强化 , 因而 , 知识的积累、技能

的形成是发展的重要体现 ; 而认知心理学

则认为促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儿童的加工

过程 , 因而加工能力的提高 , 认知结构的

变化是发展的本质体现 ; 皮亚杰儿童认知

发展阶段理论 , 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 ,

各个发展阶段的本质区别是思维方式的变

化。信息加工能力的提高 , 认知结构的变

化都是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实现的。在信息

加工过程中 , 除了要有相应知识基础外 ,

还必须选择最佳的策略 , 它决定着信息加

工的准确性、深刻性、容量性、迅速性。

因此 , 向儿童传授如何学习和思维的策略

是促进儿童认知加工能力提高 , 认知结构

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认知角度说 , 学习过程就是认知加

工过程 , 加工信息来自学习材料的刺激。

而学习策略就是用以调节认知加工过程的

一般方法 , 是指向认知目标的心理操作 ,

主体通过使用策略 , 可以达到训练解决问

题的目的 , 学习策略实质是认知加工策

略 , 正因为如此 , 学习策略也叫认知策

略。以主题纲要法为例 , 它是一种以文字

表述的方式来表达课文要点及结构层次的

组织策略。在学习《参观人民大会堂》

后 ,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了本文的层次结

构 , 形成了主题纲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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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去参观人民大会堂

21 参观经过

(1) 正门

(2) 大礼堂

(3) 宴会厅

(4) 会议厅

31 参观后的感受

这个主题纲要从阅读的角度讲 , 是对

课文层次结构的把握 ; 从认知加工的角度

讲 , 是构建了一种参观记文体样式图式。

而图式在语文阅读理解这个信息加工中是

绝对不可缺少的。

二、学习策略训练是提高小学生语文

能力的有效途径

11 学习策略是影响语文能力的重要

因素

从认知角度看 , 语文学习过程就是认

知加工过程 , 听话和阅读是大脑对听觉、

视觉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贮存的过程 ,

说话和写作是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 , 进

行组织、输出的过程。而学习策略是认知

加工策略 , 语文学习离不开学习策略。例

如 , 在阅读能力的训练中 , 就离不开图式

策略。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对理解一篇文章

的作用主要不在于知识内容本身 , 更主要

的是这种知识形成的图式。当学生面对一

篇课文时 , 最重要的是先选择适合的图

式 , 然后依据这个图式中的变量去寻找重

要的信息 , 用这些信息使每个变量具体

化。因此 , 能否迅速地选择、正确地运用

图式是检验阅读能力高低的重要尺度。由

此可见 , 学习策略是影响语文能力的重要

因素。从思维角度看 , 语文能力归根结底

是个思维问题。听、说、读、写就是人们

对视听觉感知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

较、抽象、概括 , 从而理解材料所表达的

意义 , 正确地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思维

品质和思维能力决定语文能力。学习策略

实质是思维策略 , 以自由回忆为例 , 自由

回忆是一种群集策略 , 就是把所学项目按

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组 , 然后一组一组地

加以回忆 , 回忆的顺序不限。自由回忆的

关键是类 , 从表层看训练的是记忆 , 但从

深层看是比较分类能力 , 因为回忆的前提

是将识记项目分组。各种学习策略都有自

己的思维训练点 , 即便是简单的勾划、摘

录策略也是如此。由此可见 , 学习策略的

确是影响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因素。

21 学习策略训练能够突出学生在语

文能力训练中的主体地位

能力是一种个性心理特征 , 能力在活

动中形成和表现出来 , 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受遗传、环境等因素影响 , 但主要是学习

和练习。能力形成过程是一个主体的内化

过程。各种学习训练都必须经过主体的内

化过程 , 才能逐渐成为一种能力并表现出

来 , 语文能力的形成也是如此。语感是阅

读能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从语言学的角

度 , 语感是对语言隐含意义的一种深刻的

直觉 , 是对某一语句与语境的直接的感

悟。我国早期教育家夏丐尊用形象的语言

对语感做过描述 : “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

里 ,‘赤’不但解作红色 ,‘夜’不但解作

昼的反面吧。‘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

方 , ‘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

‘新绿’两字 , 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

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 , 见了

‘落叶’二字 , 就会感到无常、寂寞等等

说不尽的意味。真的生活在此 , 真的文学

也在此。”可见 , 语感是主体对语言的体

会和领悟的结果 , 任何讲解都代替不了个

人的感悟。语文能力形成的这种内化过程

决定了在语文训练中必须把学生放在主体

地位 , 让学生自觉地学、主动地学。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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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体地位是学习策略的主要特点。当

代认知心理学教学理论提出了“学生中心

论”, 认为学生的认知因素才是决定学习

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因素。既然学生的

学是决定学习结果的直接因素 , 那么如何

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呢 ? 认

知心理学认为向学生传授学习策略是最重

要的。学习策略的着眼点是教学生会学 ,

而不仅仅是学会。学生掌握了各种学习策

略就能自觉地、主动地获取知识。策略训

练主要不是靠教师讲 , 而是靠学生练 , 由

此决定了在学习策略训练中必须把学生放

在主体地位。否则 , 这种训练是无效的。

在语文能力训练中进行学习策略训练 , 能

够更好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 从而更有

效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31 学习策略能够保证和提高语文能

力训练的有效性

能力是在学习和训练中形成的 , 但不

是任何学习和训练都能促进能力的形成 ,

这就是训练的有效性问题。形成学生低效

学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策略选择不当和不

能正确使用策略 , 因此 , 帮助学生树立策

略意识 , 选择最佳策略 , 正确使用策略是

保证和提高语文训练有效性的根本措施。

比如在阅读中一些词语光靠查字典是不能

正确理解的 , 必须运用语境联系策略。

《白杨》 (五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第八册) 中

有一句“一位旅客正望着这些戈壁滩上的

卫士出神”。这句话中“卫士”一词就必

须联系上文说到的沿着铁路线有一排白杨

树 , 才能理解这里的“卫士”是指白杨

树 , 是拟人的手法 , 既写出了白杨树的挺

拔 , 又写出了对白杨的喜爱。不仅要正确

选择策略 , 而且要正确使用策略。提问是

一种常用策略 , 但却常常使用不当。提问

策略运用 , 问题在前与在后 , 对不同的教

学目的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心理学研究

表明 , 教学目的在于记忆 , 问题在前效果

好 , 教学目的在于理解则问题在后效果

好。

三、在语文能力训练中运用学习策略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1 注意学习策略训练的层次性

语文能力在不同年级有不同要求 , 以

阅读能力为例 , 一、二年级要求正确理解

词语 , 三年级要求读懂句和自然段的内

容 , 四年级要求正确划分结构段 , 概括段

意 , 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 五年级要求能

把握文章结构 , 概括中心思想 , 总结写作

特点。这些不同的水平要求提出了阅读能

力的层次性 , 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

性。在语文能力训练中 , 策略选择要体现

这种层次关系。学习策略是个系统 , 不同

策略间有层次之分 , 识记策略、精加工策

略和组织策略是一个递进顺序。因此 , 结

合语文能力训练要求 , 一、二年应当侧重

识记策略 , 三年应当侧重精加工策略 ,

四、五年级应当侧重组织策略。

21 注意策略训练中的顺序性

语文能力中任何一种能力的发展都有

其顺序性 , 因为能力的形成是循序渐进的

过程。在阅读理解中首先是词语理解 , 然

后是句子理解 , 词语理解有障碍就谈不上

句子理解 , 一句话读不懂 , 句与句关系搞

不清 , 就读不懂段 , 更谈不上篇的理解 ,

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 因为它体现了儿童心

理发展特点。适应语文能力的这个特点 ,

策略训练要有顺序性。例如 , 勾划、提

要、主题纲要是三种学习策略 , 对理解一

篇文章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策略。勾划策

略和提要策略都是精加工策略 , 先要掌握

勾划策略 , 它的实质是选择重要信息 , 这

是读懂一句话或一段话的前提 , 提要是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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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重要的信息 , 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述出

来 ,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在形成了各段内

容的提要之后 , 才能形成主题纲要。这个

顺序同样也是不能颠倒的 , 因此 , 在语文

策略训练中必须注意顺序性。

31 注意策略训练的连续性

语文能力中任何一种能力的形成都是

一个量的积累过程 , 都要经过较长时间的

学习和训练才能形成。比如 , 作文能力包

括确立中心能力、组材能力、选材能力、

语言基本功和修辞能力 , 这些能力都不是

听几节课 , 看一些材料 , 写几篇习作就能

具备的 , 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积累、训

练才能形成 , 尤其是语言基本功更需要日

积月累 , 反复磨练。能力形成的长期性要

求我们在训练中必须考虑它的连续性 , 尽

量避免训练间断。适应语文能力训练连续

性的需要 , 策略训练要保持连续性 , 如因

课文内容而出现训练中断 , 要设法补上。

例如 , 我们帮助学生建立了作文审题立意

图式后 , 图式的应用不能因课文内容而间

断 , 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训练材料 , 使这种

训练能够坚持下去 , 直到形成能力。这是

在语言能力训练中使用策略时应当十分注

意的问题。

41 注意策略训练的系统性

语文能力是个系统 , 它由听、说、

读、写四个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里又

包含各自的内容。从语言的角度分 , 听说

属于口语范畴 , 读写属于书面语言范畴 ;

从思维的角度分 , 听读属于理解 , 说写属

于表达 ; 从认知加工的角度分 , 听读侧重

于对信息的输入、编码和贮存 , 说写 , 则

侧重于对信息的提取、组织和输出 , 现行

小学语文教材较好地体现了这种系统性。

和这种语文能力系统性相适应的是学习策

略的系统性。识记策略、精加工策略、组

织策略和元认知策略是学习策略中的四个

子系统。前三种策略是关于认知的策略 ,

后一种策略是关于认知的认知 , 它包括元

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监控。这

种系统性反映了认知加工的规律。我们要

把学习策略的系统性和语文能力的系统性

统一起来 , 在语文能力训练中注意学习策

略的系统性 , 要把它建立在对教材系统

性、对语文能力系统性、对儿童认知规律

系统性的把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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