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

中学生课文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
与图式水平关系的研究

张向葵 廖凤林

摘 要 采用课文分析法对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第一中学 名初三学生进行了实验研究
,

探讨了课文

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及图式水平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

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既相互依赖
,

又存在差异
。

课文图式操作对图式水平的影响比 图式意识对其影响要大
。

说明提高学生课文图式能力的主要途径是

加张图式操作的训练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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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 出

图式 是知识表征的一种单元
,

这种单元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都具有其特征
。

静态

特征表述的是 图式可以表征陈述性知识 是什么
,

动态特征解释的是图式可 以表征程序性知识 怎

么做 就前者而言
,

等人探讨了知识在人脑中的表征及其结构的系统性川
。

就后者而论
,

一些学者更注重控制是怎样 自动地从一个产生式转向另一个产生式
,

即如何实现知识的 自动转化
。

尚若知识能够有效地 自动转化
,

意味着程序性知识在工作记忆中 占居 的空间较小
,

为其它心理内容

提供能量或资源的可能性较大 近年来
,

西方有些学者对图式的动
、

静态特征都进行了研究
,

结果

表明
,

图式可 以在各种抽象的水平上表征知识
,

被表征的知识一旦适合于 当时的情景图式
,

它就会

得到激活和驱动
,

被同化或吸收到 已有的图式中
,

形成新的图式 , 图式的不断丰厚和完善
,

使其从一

个系统转向另一个系统成为可能
,

即实现知识的 自动转化成为可能
。

这些结论为人们了解知识在大

脑中的有效表征提供了参考
,

也为进一步探索人类智慧的潜能献上了一份厚礼

然而
,

透过上述的研究
,

我们还没有领略到个体图式水平是否受 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 包括 图式

策略
、

对策略掌握的难易程度和准备状态 等 因素影 响的风采
。

笔者认为
,

作为个体知识表征的系

统
,

其图式水平不是 自发 出现的
,

可能受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等因素的影响
。

因此
,

本研究拟将图式

意识及图式操作结合起来考察它们与 图式水平的关系
。

为达到这一 目的
,

我们选择了学生对课文

的理解 曾指 出
,

学生学习课文 的过程是图式形成的认知过程
,

在此过程 中
,

他们不仅

要依据已有的课文图式去表征新图式
,

而且还必须充分地使用潜在的图式意识去分析
、

比较
、

判断
、

选择
、

接受和建构新图式
,

并且依据图式意识的引导去激活 图式策略和准备状态
,

促使图式水平步

人一个新台阶
。

为此
,

我们试 图通过这个实验探讨中学生课文图式形成过程 的制约因素
,

为提高学

生课文图式能力开辟一条新途径
。

一 被试 被试随机选 自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第一 中学初三 个班的学生
。

共 名
,

男

人
,

女 人
,

年龄 一 岁之 间
。

二 实验材料 根据专家
、

特级教师及部分语文教师的意见
,

结合我们多年的实验经验编制了

一套课文 图式测试题
。

它包括三部分内容 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
、

图式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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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意识测验 选用《海洋资源 》一文
。

主试按文章内容结构将其整理成五种不同水平的图

式
。

要求被试选择 自认为是最佳的一种图式作为图式意识
。

最佳意识计 分
,

依次类推
,

无意识计

分
。

采用分半法计算出本测验分半信度系数 犷 ‘

尸
。

、

图式操作测验 被试阅读《泰 山上的挑夫 》一文后
,

测量其三种课文图式操作形式 二图式操作

策略
、

对策略操作的难易程度
、

对策略操作 的准备状态 共 巧 题
,

满分 分
。

采用分半法计算出本

测验分半信度系数
中 ’

尸

、

图式水平测验 要求被试对《泰山上 的挑夫 》一文进行系统的图式整理
,

依据被试对课文图

式整理的形式
,

确定五种 图式水平
。

最高水平计 分
,

最低水平计 分
。

三 实验程序 对第一 中学初三没有参加 实验 的学生进行 了前测
,

其 目的是保证实验材料的

可读性
。

团体实验
,

被试在安静的教室 内进行
。

以纸笔方式答卷 试验开始前主试讲解实验内容
,

使被试理解题意
。

实验过程无具体时间限制

四 数据统计 以被试正确回答课文图式数作为因变量测量指标 用 对数据进行

处理
,

并用
十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图式意识与图式操作的关系

依据图式操作的三种不同形式
,

我们分别对其结果进行分析
。

、

图式意识与 图式操作策略的关 系 见表

表

找关键词

找重点句

关系分析

段落结构

课文图式

注

被试图式意识与图式操作策略相关关系

最佳 良好 好 一般

】

】 】

】

卜 下 同

无

从表 可知
,

最佳图式意识与课文 图式策略存在非常显著正相 关
,

与段落结构策略相关 良好

图式意识与段落结构策略及课文 图式策略有显著正相 关 而好图式意识和一般图式意识仅与寻找

重点句策略和段落结构策略存在正相 关
。

这说明被试 的图式意识越清晰
,

越能选用高级 图式操作

策略去理解课文 反这亦然
。

、

图式意识与对策略操作的难易程度的关 系 见表

表 被试图式意识与对策略操作的难易程度相关关系

最佳 良好 好 一般 无

很容易

比较容易

容易

不容易
,

不知道

表 显示
,

最佳图式意识与对策略操作的很容易程度存在十分显著的正相关
,

与 比较容易和容

易操作存在相关 良好和好图式意识与很容易和 比较容易操作亦存在相关 一般和无图式意识与不

容易操作和不知道怎样操作存在 明显的正相 关 而其它项 目都不存在显著的相 关 这表明图式意

识的清晰程度决定对策略操作的难易程度
,

即意识越清晰
,

操作越容易 意识越模糊
,

操作越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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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式意识与对策略操作的准备状态的关 系 见表

表 被试图式意识与对策略操作的准备状态相关关系

最佳

一

良好

总是

常常是

是

有时是

不是

】

好

】

】

卜

一般 无

从表 可 以看到 除最佳
、

良好和好这三种 图式意识 与常是和常常是这两种 图式操作的准备状

态存在正相关
,

一般和无 图式意识与有时是和不是 图式操作的准备状态存在正相关外
,

其它项 目均

不存在相关
,

这表 明被试潜在 的图式意识的清晰程度 与图式操作 已有 的准备倾向关系十分密切
。

二 图式意识与图式水平的关系 表 略

分析结果表明
,

最佳
、

良好和好图式意识与第五级图式水平之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

相 关系数 分

别为
, ,

一般和无 图式意识都与第一
、

第二和第三级 图式水平存在显著相 关
,

相关

系数 分别为
, , , , , 。

这说明图式意识越强 或越清晰
,

图式水平越高

或越理想 反之亦然
。

三 图式操作与图式水平的关系 表 略

分析结果显示
,

图式操作的三种形式 策略
、

难易度和准备状态 与图式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等级

相关
,

相 关系数 分别为
, , ,

这表明被试的图式水平与策略掌握程度
、

难易程度及准

备状态存在十分显著关系
,

即高水平的图式依赖于策略掌握 的程度
、

提取的准确性及准备状态的倾

向性
。

四 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与图式水平之间的关系

上述我们考察了 图式意识 与 图式操作 策 略
、

对策 略操作

的难易程度及对策略 的准备状态 之 间的 关系
,

图式意识 与图

式水平之 间的关系
,

图式操作与 图式水平之 间的关系
,

而还没
,

有考察出三者之 间的影响路径
、

影 响程度
,

因此
,

我们又进一步

采用路径分析技术考察了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与图式水平的线

性关系
,

结果见图
。

图 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
、

图式水平的关系

从图 可知
,

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和 图式水平三 因素之 间存在 明显的线性关系
,

彼此影响也很

大
,

但存在差异
,

其可决定系数 尸
,

褚
,

尸
。

这表明图式水平受图式操作 策

略
、

对策略操作的难易程度及对策略的准备状态 影响 比受 图式意识影响要大
。

三
、

分析与讨论

本实验结果指 出
,

中学生课文图式获得过程是一个认知建构过程
,

在该过程 中
,

他们的图式意

识
、

图式操作 策略
、

对策略操作的难易程度及对策略的准备状态 及 图式水平是相互影 响
、

相互制

约的
。

一 依赖性 从表 一 可知
,

只要被试具备最佳的图式意识
,

他们就会准确 地使用高级的图式

策略
,

即采用课文 图式
。

相反
,

当被试图式意识模糊或根本就不存在 时
,

图式策略的选择很困难
,

图

式操作的环节也无法展开
,

图式水平表现为最低
。

这说明被试 已有 的图式意识在课文 阅读理解 中
,

仿佛像一盏航标灯
,

指引着认知活动不断积极地朝向课文线索
。

线索是各知识节点 的
“

联络员
” ,

它

一旦被被试清晰地发现
,

就能容易地
、

快速地
、

准确地将信息输送到联络 中心
,

激活相 关知识点
,

使

图式得 以表征
,

使 图式水平得 以表现
。

实际上
,

这也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常常发现有些学生能快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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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划分段落
、

归纳段落和概括中心思想
,

而有些学生不能的主要原因之一
。

这意味着中学生课文

阅读图式的形式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
,

其中图式意识是一种潜在的认知成分
,

在 阅读课文过程中起

引导作用 图式操作 策略
、

对策略操作的难易程度及对策略的准备状态 是一种加工成分
,

在课文

阅读理解 中
,

为了达到一定的阅读 目标
,

它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的规则
、

技巧和方法
,

在提高学生学

习的效能方面起激活作用 图式水平则是上述两种 因素的外部表现
,

受它们的清晰程度
、

熟悉程度

及准备程度制约
。

这一结论与我们对小学儿童进行的这方面实验研究 的结果是相吻合的
,

说明依

赖性这一特点在 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 策略
、

对策略操作的难易程度及对策略的准备状态 及图式水

平三者关系中是普遍存在的
。

二 差异性 线性关系模型 图表明
,

图式操作 策略
、

对策略操作 的难易程度及对策略的准备状

态 直接影响着图式水平 其可决定系数为
,

这就是说
,

在图式水平中
,

有 的比例

是 由于 图式操作带来的
。

而 图式意识对图式操作 的影 响较图式操作 图式水平的影响小
,

其可决定

系数为 尸
,

即在 图式操作 中
,

只有 的比例是 由图式意识决定的
。

在 图式水平 中
,

图式

意识的比例仅 占
,

说明图式水平受图式意识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
。

这一点也与我们在小学儿

童实验中发现的结果是相 , 致的
,

表明差异性在上述讨论的三者关系 中也具一般性
。

上述两个结论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十分重要
。

它无疑告诉我们
,

图式操作 策略
、

对策

略操作的难易程度及对策略的准备状态 之于 图式水平是起极为重要作用的
,

要提高学生的课文阅

读能力
,

就应该在图式操作上
,

包括策略掌握
、

熟悉程度训练
、

准备倾向上很下功夫
。

我们的实验结

果与国外 图式教学实践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

即要提高学生图式水平
,

必须进行 图式训练 一则要

强化图式意识 二则要教会学生对图式进行操作
,

包括策略的掌握
、

技能和规则的熟练
、

心理准备的

铺垫 三则使学生知道何时该运用何种策略
、

何种规则
、

何种技能
。

达到这三点
,

方可使学生在阅读

理解中有效地对课文图式进行表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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