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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图式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的知识如何被表征、被分类和被有效应用的

认知理论, 把它运用于语文阅读理解的领域, 是一项开创性的系统工程。本文从图

式的特点、功能及其与阅读理解的内在关系三个方面, 深入探讨了图式理论在语文

阅读理解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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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式理论 (R um elhart, 1980) 是一种关

于人的知识是怎样被表征出来的, 以及关于

知识的表征如何以特有的方式有利于知识的

应用的理论。按照该理论, 人脑中所保存的一

切知识都能分成单元、构成“组块”和组成系

统。这些单元、“组块”和系统就是图式。有关

图式的研究, 西方学者曾提出阅读模型

( Gough, 1976, 1985, Goodm an, 1976,

R um elhart, 1985) 和课文理解模型 (K in tsch

”V an D iijk , 1978)等。这些模型对提高阅读

理解效率产生了广泛影响, 受到专家和学者

的高度重视。目前, 我国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

很贫乏, 几乎谈不上对语文阅读理解提供指

导。为此, 本文试图从图式的特点, 功能及其

与语文阅读理解的内在关系三个方面, 深入

探讨图式理论在语文阅读理解中的作用, 以

期对提高学生阅读效率产生影响。

一、图式的特点及功能
“图式”理论被德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

(Bart let t, 1932)正式引进心理学领域之后,

又经计算机科学、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理论熔

炉”冶炼, 演变成为一种心理结构。该结构由

许多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并结合成一个有机

体的一系列一般知识所组成。图式具有一般

性、知识性、结构性、综合性等特点。

一般性是指图式是从个别中抽取出来

的, 具有普遍意义, 易于迁移。例如, 记叙文

“六要素”的图式, 是从种类繁多的记叙文中

抽取出来的, 适合所有的记叙文。因而, 它对

所有的记叙文阅读、写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

意义。知识性是指图式是一种关于人的知识

如何被表征, 以及这种表征方式如何有利于

知识应用的理论。图式所表征的知识可以从

一个词的意义、一个句子的组成成分、文化背

景、理论观点到思想意义不等。结构性是由知

识的结构性决定的。图式中的各知识节点之

间按一定的联系组成一种层次网络。同时, 图

式又是一种等级结构, 一个图式可以被包含

在另一个图式中。图式的综合性, 即图式表征

的是人们所有的知识, 这些知识将分门别类

地组成一个个的知识单元, 这些知识单元就

是图式。按图式所表征的知识不同性质, 可将

图式分为描述性、陈述性和策略性。这三种不

同类别的图式组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综合图

式。正因为图式具有这种综合性, 才具有应用

性, 从不同的方面为阅读理解提供合适的图

式。

图式的特点决定了图式的功能。图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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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功能是用来说明人对客观事物的理解过

程, 其基本功能是: (1)构建。美国认知心理学

家古德曼 (Goodm an, 1976) 认为, 学习是构

建内在心理表征的过程, 学习者并不是把知

识从外界搬到记忆之中, 而是以已有的知识

经验为基础, 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构建

新的理解。进言之,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是

利用图式从客观事物中抽取出其特点、本质

或者基本的东西, 并构建起它们之间的联系。

(2)推论。人们可以利用图式的变量间内在联

系, 推测出那些隐含的或未知的信息, 因为它

们对知识的获得或理解起着重要作用。(3)搜

索。利用图式形成目标指向性, 或作出预测,

从而积极主动地寻找有关的更多信息。人在

阅读过程中会形成各种“思维组块”, 汇成有

效的认知结构。当他面临问题时, 就在已有认

知结构中搜索与解决问题有关的思维组块,

借以分析、比较、综合, 达成知识的沟通和应

用, 导致问题的解决。 (4)整合。人们把新输

入的信息纳入图式的框架中, 与相应变量联

系起来, 使变量具体化, 融为一体。

二、图式与阅读理解的内在

关系
如上所述, 图式主要功能是用来说明人

对客观事物的理解过程, 而阅读理解是运用

图式对阅读材料进行理解、加工和评析过程。

认知心理学指出, 理解的主要机制是, 当阅读

材料中的线索激活了学生头脑中的图式之

后, 图式中的变量就会被阅读材料中的信息

具体化, 使他们会用图式去同化新知识, 或者

改变旧图式, 用以接受新知识。

以词语理解为例, 词语理解离不开心理

词典。所谓心理词典 (Ju st ” Carpen ter,

1987)是指词义在心理中的表征, 它以一种网

状结构的形式存在。一个词的表征存在于网

络之中, 有它的上一级概念和下一级概念, 心

理词典就是一个综合的图式。对一个词的理

解就是运用心理词典提供的图式对它进行同

化。当学生看到了词的书写形式, 就可以在心

理词典中直接达到它的意义表征, 提取这个

词的语义。如果一个词的意义在心理词典中

提取不到, 学生可以在心理词典中找出它的

上位概念, 或者同位概念, 或者下位概念, 以

此为图式, 对词义进行推测, 并作出合理的解

释。例如, 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心理词典中

还没有“钢笔”这个词的语义, 但已经有了铅

笔、蜡笔、粉笔等与钢笔同位概念的语义, 借

助这些同位概念的语义图式, 学生可推测出

“钢笔是笔头用金属制成的笔”。高年级学生

在篇章理解过程中也需要图式。《飞夺泸定

桥》是一篇以记事为主的记叙文, 它带给学生

的信息能够激活学生头脑中有关记叙文“六

要素”的图式。学生会在这个图式指引下, 从

课中找到“1935 年 5 月”、“大渡河”、“红军”、

“夺取泸定桥”、“红军北上必须夺取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 红军主力渡过天险大渡河”这

些信息, 使记叙文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

件、起因和结果这六个变量具体化了, 也就是

把握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于是, 课文中的信息

被纳入到了图式提供的框架中, 整合为一体。

分析表明, 词语理解和篇章理解都离不

开图式, 图式对于新信息的组织、加工都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 用图式理论指导阅读理解必

将对阅读效率产生积极作用。

三、图式理论在语文阅读理

解中的重要作用
依据图式的特点、功能及其与阅读理解

的内在关系, 我们认为, 图式理论对语文阅读

理解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图式理论对语文知识结构化具有理

论指导意义

语文阅读研究表明, 结构化的知识是以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题思想作支柱, 重点

突出、体系简约、易被领会、便于激活。为此,

它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记忆负担, 一

方面为记忆提供支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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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中, 实现语文知识结构化就显得十

分重要和非常迫切。如何实现语文知识结构

化, 其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研究表明, 图式理

论具有这方面的指导作用。

首先, 语文知识可以被浓缩成框架。图式

理论认为 (R um elhart, 1985) , 框架是事物的

组织、结构, 也是图式。它具有指向性和开放

性。指向性是指构成图式框架的元素是各种

变量 (V arab le) , 这些变量为学生理解课文确

定了目标。例如, 说明文中概括结构图式的框

架: (1)每个段落中含主要思想; (2)大多数语

句都是为主要思想提供证据; (3)含有表达定

义、原理、法则的句子。若学生掌握了这种图

式框架, 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课文的

某个段落属于这种图式。开放性是指图式可

以吸收或同化课文信息, 只要图式对课文来

说是合适的, 那么, 课文所提供的重要信息就

会被图式所吸收。图式在不断地吸收课文的

重要信息的过程中, 其自身也在不断地丰富、

发展和完善。正因为框架有这样的特点, 所

以, 在语文学习中, 教师帮助学生将语文知识

浓缩成框架, 不就突出重点、展示核心了吗?

其次, 语文知识可以被提炼成记忆线索

和“组块”。图式理论指出 (A nderson ”Pear2
son, 1984)在阅读理解过程中, 知识的内在联

系越紧密, 结构化程度越高, 识记和存贮效果

越好。图式具有知识内在联系紧, 结构化程度

高的特点。图式中所包含的知识都是简约化

的知识, 是识记的支撑点。简约化知识点之间

各种联系便成为识记的线索。图式是一种“组

块”, 当散在的知识点转化为结构严谨的图式

时, 可以缩简需要识记的单元数量, 但并不减

少所识记材料的范围。由此看来, 在语文学习

中, 教师帮助学生将语文知识提炼成线索和

“组块”, 不就为减少阅读时间, 扩大阅读量,

增大储存空间和工作空间提供了可能吗?

最后, 语文知识可以被重新组合成网络。

依据图式理论, 图式的重新组合有两层含义,

一是当图式不能适应课文信息时, 就要对原

有图式进行调整、改造、补充和修正, 使之能

够适应新的需要, 顺应新的图式。这种重新组

合并不是对原有图式的彻底否定, 而是一种

扬弃和升华; 二是当相关的图式积累发展到

一定程度时, 会组成一个新的综合图式。例

如, 当学生有了记叙文“六要素”的图式, 有了

记叙文文体图式, 也就是说, 这些被重新组合

的图式是以网络的形式存在的。以网络为特

征的知识便于激活、易于产生联想, 具有迁移

与应用的活力。因而, 在一定条件下, 教师将

语文知识重新组合成网络, 不就为学生准确

把握知识节点上下联系、灵活运用“触发”线

索创造了条件吗?

(二)图式理论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认

知结构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奥苏伯尔 (A u sub le,

1969)强调, 有意义的学习就是把新知识和原

有知识联系起来, 将新知识纳入原有知识结

构中。由此看来, 学生的认知结构是新知识的

生长点, 帮助学生建立起良好的认知结构是

学生的基础。图式对认知结构具有积极的影

响, 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认知结构。

首先, 教会学生构建图式, 优化认知结

构。良好的认知结构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

是所储存的知识都是“产生式”的, 二是知识

节点间具有高度的组织化, 易于激活, 便于迁

移。而从某种意义上说, 认知结构就是一种图

式, 人们的认知结构就是由大大小小、各种各

样的图式组成的。以图式的方式形成的认知

结构就具有这两个特点。从认知角度看, 语文

阅读教学过程就是正确选择图式、灵活运用

图式, 不断构建图式的过程。正确选择和灵活

运用图式的前提是不断地构建图式。在构建

图式当中, 要实现“两化”, 即条件化和组织

化。前者是说, 要教会学生把所构建的图式与

该图式的“触发”条件结合起来, 形成条件化

的图式。离开图式的条件化就谈不上图式的

应用。例如, 在教会学生构建结构段图式时,

还要让他们掌握此图式的低层图式, 如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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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标识法、故事语法等。因为每一个低层图

式都是结构段图式的应用条件。后者认为, 要

教会学生把一个图式与其它图式联系起来,

形成组织化图式。例如, 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逐

渐地形成了拼音知识图式、汉字图式、词语知

识图式、句子知识图式、句群知识图式、修辞

知识图式、标点符号知识图式, 这些图式又整

合为现代汉语知识图式。离开图式的组织化

就谈不上图式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的驱动,

就会影响图式的激活。构建图式的过程就是

形成认知结构的过程。条件化、组织化的图式

转化为认知结构, 一定是良好的。

其次, 教会学生形成图式迁移能力, 丰富

认知结构。相对于认知过程来说认知结构是

静态的, 但作为认知结构自身来说它又是动

态的、开放的, 它需要不断地吸纳新知识, 提

高知识的抽象水平, 这些都是在知识的运用

和图式的迁移中实现的。系统的知识结构转

化为图式后, 可以举一反三, 同化新的信息。

在图式迁移的过程中, 学生的认知结构就会

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例如, 教《古井》一课

时, 教师帮助学生构建了“抓住课文主要内

容”的程序性知识图式: (1)把课文读一遍, 对

课文有个大致的了解; (2) 一句一句认真读,

读懂每个词、每句话, 每个自然段的意思; (3)

给课文分段, 归纳段落大意; (4) 把每段段落

大意连起来, 归纳出课文的主要内容。这个图

式是从《古井》这篇课文抽象出来的, 它具有

举一反三的作用, 可以为理解同一单元的另

外两篇课文:《全神贯注》、《峨嵋道上》提供最

理想的框架, 在利用这个图式去学习这两篇

课文或其它同类文章时, 学生认知结构中有

关“抓课文主要内容”的知识就会得到进一步

的丰富和发展。图式的这种迁移性是人的认

知结构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主要动因。

最后, 教会学生将图式与其它学习策略

结合, 完善认知结构。良好的认知结构不仅知

识表征抽象水平高, 而且知识类型完备, 既有

描述性知识, 又有程序性知识, 还有策略性知

识, 而目前学生的认知结构中恰恰缺少策略

性知识, 因此是不完善的。作为学习策略来

说, 图式是一种高层的学习策略。在运用过程

中必须与其它学习策略结合起来, 才能更好

地发挥图式的作用。在运用图式理解课文的

时候, 要与摘录、勾划、提要、提问等精加工策

略结合, 经过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等

思维活动, 实现课文信息与图式的整合, 达到

对课文的理解。在构建图式的时候, 要与主题

纲要法、符号纲要法等组织策略结合, 实现知

识点的高度结构化而转化为图式。当人们已

经把图式构建起来时, 还要运用识记策略, 把

图式存贮在记忆中, 为提取和输出奠定基础。

图式策略必须与其它学习策略结合运用的特

点, 使人们在运用图式的过程中学会了其它

学习策略, 掌握了有关学习策略方面的知识。

为此, 我们有理由断言, 将图式与其它学习策

略结合, 从微观上精制了认知结构, 从宏观上

丰富、发展和完善了认知结构。

总之, 把图式理论应用在阅读理解中, 不

仅为语文知识结构化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而且为培养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 实现高效

率阅读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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