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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课文 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策略与
图式行为关 系的研究

’

张向葵 关文信 王金凤 张树 东

东北师范大学
,

松原教育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

摘 要 本研究采用课文分析法对松原市蒙来小学 名 五年级学生进行 了实验研究
,

探讨了课

文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策略及图式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

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既相互依赖
,

又存在差异
。

课文图式操作策略对图式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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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图式操作策略的训练和培养
。

关健词 课文 图式意识 操作 行为

引言

图式 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结构
,

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都具有其特征
。

静态 的特征

表述的是图式可 以表征陈述性知识
,

动态 的特征解释的是 图式可 以表征程序性知识
,

〕。

就前者而论
,

学者们探讨知识在人脑 中的表征及其结构的系统性
。

就后者而言
,

他们更注

重控制是怎样 自动地从一个产生式转 向另一个产生式
,

即女山间实现知识的 自动转化
。

知识若能有效

地 自动转化
,

就意味着程序性知识在工作记忆中盘占的空间很小
,

于是就可 以为其它心理内容提供

更多的资源
。

近年来
,

西方学者对图式的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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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式的不断丰满和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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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结论不仅为人们了解

知识在头脑中的组织和加工提供了参考
,

而且为进一步探索人类的潜能莫定了基础
。

分析上述研究
,

我们发现学者们没有对个体图式行为是否受图式意识及图式操作的策略
、

难易

程度和准备状态影响的问题进行研究
。

我们认为
,

作为个体的知识结构系统
,

其图式行为不是 自发

产生的
,

可能受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的策略等因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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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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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策略
、

准备状态
,

促使理想的图式行为产生
。

为此
,

我们试图通过这个实验探讨小学生课文图式加工过程的制约因素
,

为提高学生课文图式能力开辟

一条新途径
。

研究方法

被试 将松原市蒙来小学五年级 四个班的 名学生作为被试
。

男 人
,

女 人
,

年龄

全国教育科学
“
九五

”
规划资助项 目 参加该课题的人员还有廖凤林

、

孙树勇
、

基 占光
、

刘秀丽
、

张布和
、

高现
、

张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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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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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内容为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及图式行为
。

图式意识测验 选用《微型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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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图式操作测验 被试阅读《野菊花 》一文后
,

测量其三种课文图式操作形式 图式操作策略
、

图式操作策略难易程度
、

图式操作策略准备状态
。

共 题
,

满分 分
。

采用分半法计算出本测验

分半信度系数 一
‘ · 。

图式行为测验 要求被试对《野菊花 》一文进行系统的图式整理
,

依据被试对课文图式整理

水平
,

确定其五种 图式行为
。 ·

最高级计 分
,

最低级计 分
。

实验程序 对逸夫小学部分五年级学生进行了前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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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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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数据进行管

理
,

并用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结果与分析

图式意识与图式操作策略的关系 见表

表 被试圈式意识与圈式操作策略相关关 系

找关键词

找重点句

关系分析

段落结构

课文图式

最佳

”

’

良好

’

一般

芳

注
, , , 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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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高
,

越能选用高级图式操作

策略理解课文
。

反之亦然
。

图式意识与图式操作策略的难易程度的关系 见表

表 被试圈式愈识与圈式操作策略的难昌程度相关关系

最佳 良好

很容易

比较容易

容易

不容易

不知道

’ ’

’

心

一般

二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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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显示
,

最佳图式意识与图式操作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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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的水平决定图式操作策略的难易程度
,

即水平越高
,

操作越容易 水平越低
,

操作越差
。

图式意识与图式操作策略的准备状态的关系 见表

表 被试圈式愈识与圈式操作策略的准备状态相关关系

最佳 良好 好 一般 无

总是 ”
’ ’

常常是
’ ’ , ·

是

有时是
’ ’ ‘

不是
’ ’ ‘

从表 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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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准备状

态存在正相关外
、

其它项 目均不存在相关
。

表明潜在的图式意识水平与图式操作策略 已有的准备倾

向关系密切
。

图式意识与图式行为的关系 表 略

分析结果表明
,

最佳
、

良好和好图式意识与第五级 图式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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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和第三级图式行为存在显著相关

分别为
, , ,

和
, , 。

这说明图式意识水平越高
,

图式行为越理想

反之亦然
。

图式操作策略与图式行为的关系 表 略

分析结果表示
,

图式操作策略的三个方面 策略
、

难易度和准备状态 与图式行为水平均存在 明

显的等级相关
,

相关系数 分别为
, , ,

这表 明被试的图式行为与策略水平
、

难易

度及准备状态存在十分显著的关系
,

即 良好的图式行为依赖于策略掌握的水平
、

提取的准确性及最

佳的准备状态
。

图式意识
、

操作策略与行为的关系

上述我们考察了图式意识与图式操作策略
、

图式操作策略难易程度及图式操作策略准备状态

之间的关系
,

图式意识与图式行为之间的关系
,

图式操作策略与 图式行为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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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策略与图式行为的线性关系
,

结果见下图

从上图可知
,

图式意识
、

图式操作策略和 图式行为三因素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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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一
。

说明图式行为受图式操作

策略影响比受图式意识影响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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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
,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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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式操作策略及图式行为是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的
。

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具有明显的依赖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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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的操作策略
,

即采用课文图式
。

相反
,

当被试图式意识低或无图式意识时
,

图式策略的选择很困

难
,

图式操作策略的环节也无法展开
,

图式行为根本不能产生
。

这说明被试 已有的图式意识在课文

阅读中尤如一盏指路明灯
,

指引阅读过程不断积极地朝 向课文线索 张向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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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相应的图式行为得 以产生
。

实际上
,

这也就是我们在课堂

上发现有些学生能快速给文章划分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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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向葵
,

” 〕。

这说明小学生课文阅读图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
,

其中图式意识是一

种潜在的认知成份
,

在阅读课文过程中起引导作用 图式操作策略是一种在课文阅读活动中思考问

题的操作过程
,

即为了达到一定的阅读 目标而学会学习的规则
、

技巧和方法
,

它能提高学生学习 的

效率 图式行为则是上述两种 因素的外部表现
,

受它们的程度
、

水平和质量 的制约
。

具有 明显的差异性
。

线性关系模型图表明
,

图式操作策略直接影响着图式行为
。

其可决定系

数为 ”一
,

这就是说
,

在图式行为中
,

有 的比例是由于图式操作策略带来的
。

而图式意

识对图式操作策略的影响较图式操作策略对图式行为的影响小
,

其可决定系数为 一
,

即在

图式操作策略 中
,

只有 的 比例是由图式意识决定 的
。

在 图式行为 中
,

图式意识的 比例仅 占
,

说明图式意识对图式行为的影响并不很重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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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式操作策略之于图式

行为是起极为重要作用的
,

要提高学生的课文阅读能力
,

就应该在图式操作策略上很下功夫
。

我们

的结论与国外图式教学实践是相符的
,

即对学生进行图式行为训练 一则要强化图式意识 二则要

使之多掌握一些图式操作策略 三则使之知道何时该运用何种策略
。

从而教会学生会阅读
、

会理解
、

会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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