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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教学对阅读理解能力、推理能力与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Ξ

张向葵 3 　暴占光　　　　　　　关文信

(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130024) 　　　　　(吉林省松原教育学院 　131100)

摘 　要 　本研究采用自然实验法对吉林省松原市逸夫实验小学 160 名四、五年级的学生进行了

对比实验研究 ,探讨图式教学对阅读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结果表明 : (1)

四、五年级实验班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普遍提高 ,五年级明显。(2)仅五年级实验班学生的推理

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相对而言 ,图式教学对五年级学生推理能力的影响要优于四年级。(3) 四、

五年级实验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均明显增强。这说明图式教学比常规教学更能有效地提高学

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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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目的
关于图式理论对学习的影响研究已经成

为当前西方认知学习研究的热点 ,然而 ,这类

研究在我国主要集中在阅读理解等方面。近

两年来 ,我们承担了《强化学习策略因素 ,教

会小学生学习和思维》的全国教育科学“九

五”重点规划课题 ,在这方面进行了系列语文

教学研究。图式教学对三种学习因素 (阅读

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

究是其中的子课题。

该课题研究的旨意是探讨图式教学是否

比常规教学更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

能力、推理能力和自我效能感。认知心理学

指出 ,人脑中储存了许多知识 ,不同类型知识

其储存方式亦不同。陈述性知识以命题或命

题网络的形式储存 ;程序性知识则以产生式

或产生式系统的方式储存。知识表征的方式

是外显行为的内部心理结构。学习者解决专

门问题的能力所需要的知识 ,是由相关的不

同类型的知识以一定的结构方式 ,组织成一

个大的知识单元。这种以某个主题组织起来

的知识单元 ,称图式 (Schema) 。图式犹如一

个丰硕的信息包 ,它不仅含有陈述性知识 ,也

含有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例如 ,写一

篇游记 ,作者必须对某地的景观有一定的了

解 (具备陈述性知识) ,还要用符合规范的语

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 (程序性知识) ,

也能够对材料进行合理的取舍 ,知道什么地

方详写 ,什么地方略写 (策略性知识) 。这些

知识在适当的教学训练下 ,以一定的方式集

合在一起 ,成为游记的写作图式。学生知识

结构中具备了这种图式 ,不仅拥有了理解和

写这类文章的能力 ,即使在材料提供的线索

不充分情况下 ,也能推论出许多缺失的信息。

依据认知心理学对图式的界定 ,笔者认为 ,图

式既然是一种关于人的知识被表征和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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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结构[1 ] ,那么 ,它就可以用来说明学生

的阅读理解和推理过程 ,也可解释在此过程

中起调节作用的自我效能感。众所周知 ,阅

读理解是运用图式对阅读材料进行解释的过

程 ,是将新旧知识进行对比、推理的过程 ,也

是提高学生学习效能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 ,一方面 ,图式不仅在阅读理解中使语文知

识条理化 ,条理化的知识可被浓缩成框架 ,组

成系统和网络 ,便于记忆 ,提高学生的阅读理

解能力[2 ] ;另一方面 ,图式还能使知识间的逻

辑关系清晰和明朗化 ,即使知识的结构脉络

一目了然 ,不仅容易激活 ,而且便于学生推出

一些隐含的细节、未言明的信息和深层的含

义 ,进而提高其推理能力。与此同时 ,学生的

自我效能感也会得到提高 ,因为图式教学教

给学生的是寻找知识内在联系的认知策略、

规则和技巧 ,这利于学生学会阅读理解和思

维 ,会阅读理解和会思维的学生一定会在学

习活动中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和产生良好的

自我效能感。为了证实这个观点 ,我们开展

了为期一年的教学实验研究。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从吉林省松原市逸夫小学四、五年级各

随机选取两个班分别作实验班和控制班。每

班 40 名 ,共 160 名 ,实验班与控制班教师的

性别、年龄、教龄和学历基本相似。实验教师

对实验班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用图式

教学法教学 ,对控制班用常规方法教学。

2. 2 　测试材料

2. 2. 1 　自选阅读文章 :《第一次成功的实

验》、《居里夫人的故事》及《未来的房屋》。读

后回答每文给出的 5 个问题 ,共 15 题 ,每题 5

分 ,共 75 分。

2. 2. 2 　从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选取 B 组、C

组、D 组和 E 组题。每组 12 道题 ,每题正确

计 1 分 ,满分 48 分[3 ] 。

2. 2. 3 　自我效能感量表。

2. 3 　方法与实验程序

采用自然实验法 ,遵循学科教学大纲和

教材体系 ,不增加教学时数和练习 ,通过改变

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推理能

力和自我效能感。程序是 : (1) 实验前 :培训

实验教师结合学科特点 ,讲授学习策略理论 ,

实验者亲自参与各实验课的备课、试讲及评

课活动等 ,并指导教师设计学期、单元及每课

的图式教学计划。(2)前测 :对被试进行阅读

理解能力、瑞文标准推理及自我效能感测验。

2. 4 　实验原则

(1)主体性与主导性相结合的原则。教

师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 ,在教上提倡以教师

为主导 ,在学上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 (2) 渗透

性原则。图式训练同语文学科教学有机地结

合起来 ,使二者融为一体 ; (3) 程序性原则。

在图式教学中 ,要重视图式形成的过程 ,不能

颠倒先后顺序和超越阶段。

2. 5 　实验时间及材料

1997 ———1998 学年的第一、第二学期 ;全

国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小学教科书中的第

七、八、九、十册。

2. 6 　图式教学的具体操作

(1)课前教学环节 (教师必须作到) : ①明

确图式教学的精髓 (抽取课文框架) ; ②选择

相关策略 (所用策略与课文内容对应) ; ③确

定每种图式使用条件和应用范围 (图式在课

文何处切入) ; ④制定图式教学计划 (全年、学

期、单元、每节课) ; ⑤确定图式教学类别 (记

叙文、说明文、寓言、散文等) 。(2) 课堂教学

程序〔教师指导学生完成) : ①初读课文把握

大意时 ,使用勾划和摘录策略 ,引导学生对课

文内容形成整体印象 ,把握图式基本要点 ,目

的是对图式进行认同 ; ②细读课文弄清段与

段之间的层次关系时 ,使用提要和标题策略 ,

引导学生逐字逐段理解课文的字词语句和段

落 ,分析图式框架 ,把新的知识纳入已有的图

式框架中 ,实现图式的内化 ; ③精读课文按一

定顺序把内容组织起来时 ,使用笔记策略 ,帮

助学生挤掉水分 ,抓住精华 ,编写纲要 ,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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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形成图式 ,达到新旧知识的有机结合 ;

④总结整理全文 ,将本节课构建的知识图式

联系起来 ,使知识结构呈网络状。

2. 7 　图式训练时间及后测

根据课文内容从 15 分钟到 25 分钟不

等。实验结束后 ,对被试再一次进行阅读理

解能力、瑞文推理和自我效能感测量 ,并用

SPSS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由于实验全程测查次数较多 ,仅抽取其

中的最后一次测验成绩作为代表成绩对实验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3. 1 　实验班与控制班被试前测成绩比较

表 1 实验班与控制班被试前测成绩

实验班 控制班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阅读理解能力
四 54. 82 6. 310 52. 99 7. 67 0. 64

五 57. 16 6. 901 56. 28 8. 28 0. 95

推理能力　　
四 30. 61 1. 660 31. 05 1. 99 0. 48

五 35. 26 3. 180 38. 92 2. 59 0. 19

自我效能感　
四 62. 35 10. 41 68. 42 9. 45 0. 06

五 70. 27 9. 120 72. 03 8. 21 0. 091

　　经 t 考验发现 ,四、五年级所有被试的阅

读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和自我效能感成绩均

无明显差异 ( P > 0. 05) 。这说明在图式教学

开展之前 ,所有被试的这三种学习因素基本

上是相同的。

3. 2 　实验班与控制班被试后测成绩比较

　　表 2 实验班与控制班被试后测成绩

实验班 控制班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阅读理解能力
四 66. 18 5. 010 56. 82 7. 07 2. 02 3
五 74. 48 5. 291 57. 74 6. 12 3. 15 3 3

推理能力　　
四 32. 96 1. 560 31. 15 1. 99 0. 280

五 44. 56 2. 190 39. 12 1. 59 0. 990

自我效能感　
四 78. 35 5. 041 69. 42 5. 45 2. 17 3
五 89. 27 5. 012 74. 93 5. 21 2. 94 3 3

　　注 3 P < . 01 　　3 3 P < . 001 ,下同

　　图式教学一年后 ,实验班被试的阅读理

解能力和自我效能感成绩比控制班的有明显

提高 ,P < 0. 01 或 P < 0. 001。然而 ,两个年级

被试推理能力的成绩却没有多大差异 ,P > 0.

05。这说明图式教学对阅读理解能力和自我

效能感的影响要优于对推理能力的影响。

3. 3 　实验班被试实验前后成绩比较

由表 3 可知 ,实验班所有的被试 ,实验前

后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我效能感都发生了显

著变化 ,差异分别在 0. 01 或 0. 001 水平上显

著。而推理能力只有实验班五年级被试表现

出明显差异 ,P < 0. 01。这说明语文图式教学

对五年级被试的阅读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和

自我效能感均有极大影响 ,对四年级则只有

在阅读理解能力和自我效能感上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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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实验班被试实验前后成绩比较

实验前 实验后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阅读理解能力
四 54. 82 6. 310 66. 18 5. 010 2. 49 3 3
五 57. 16 6. 901 74. 48 5. 291 3. 67 3 3

推理能力　　
四 30. 61 1. 660 32. 96 1. 560 0. 21

五 35. 26 3. 180 44. 56 2. 190 2. 01 3

自我效能感　
四 62. 35 10. 41 78. 35 5. 041 3. 08 3 3
五 70. 27 9. 120 89. 27 5. 012 3. 68 3 3

3. 4 　控制班被试实验前后成绩比较
表 4 控制班被试实验前后成绩比较

实验前 实验后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阅读理解能力
四 52. 99 7. 67 56. 82 7. 07 0. 301

五 56. 28 7. 07 57. 74 6. 12 0. 512

推理能力　　
四 31. 05 1. 99 31. 15 1. 99 0. 89

五 38. 92 2. 59 39. 12 1. 59 0. 58

自我效能感　
四 68. 42 9. 45 69. 42 5. 04 1. 31

五 72. 03 8. 21 74. 93 5. 20 0. 98

　　由表 4 可知 ,控制班被试在常规教学法

的指导下 ,阅读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和自我效

能感成绩均无明显差异 ,p > 0. 05。这表明常

规教学法对被试的阅读理解能力、推理能力

和自我效能感影响都不显著。

4 　讨论
4. 1 　图式教学对阅读理解能力的影响

四、五年级实验班被试的阅读理解能力

的成绩普遍提高 ,尤其是五年级学生 ,成绩提

高十分显著 (均分 17. 32) 。其理由为 :第一 ,

图式教学比常规教学和阅读理解更具普遍指

导意义。我们知道 ,常规教学更多注重陈述

性知识传授 ,即要求学生理解课文的内容“是

什么”就可以了 ,往往忽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

性知识教学。进言之 ,它不注重培养学生对

课文情境中的“为什么”,即学什么、何时学、

何处学、怎样学等问题的分析。图式教学恰

恰弥补了这个缺憾。一方面 ,图式教学注重

培养学生良好的知识结构 ,另一方面 ,教给学

生一套理解知识的技能、规则和方法 ,即策

略。就前者而言 ,其作用表现为 :其一 ,不仅

有效地引导学生深入、精细和概括地理解课

文的内涵、结构和特征 ,掌握精华[3 ] ,而且使

学生学会了触类旁通 ,如学习《全神贯注》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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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这个图式指引下 ,从课

文中 (用精制策略)找到“一天”、“罗丹家里”、

“茨威格”、“看女像”、“改女像”、“茨威格对这

件事有很深的感触”这些信息 ,使记叙文中的

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这六个变

量具体化了 ,也就是把握了文章的中心内容 ,

于是 ,课文中的信息被纳入到了图式提供的

框架中 ,整合成一体。记叙文的图式一旦抽

象出来 ,它就具有举一反三的作用 ,为理解

《观日出》、《为了黑孩子的一条胳膊》、《懂事

的白白》和《小兴安岭森林区》等类似文章提

供最理解的框架 ,在利用这个图式去学习这

些文章时 ,学生认知结构中有关记叙文的知

识就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建立在对

知识理解基础之上的图式 ,必然进一步影响

他们对新知识的吸收和内化 ,使阅读理解能

力得到提高 ;其二 ,由于学生学到了以简约

式、浓缩式、框架式的方式吸收知识 ,这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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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节省工作记忆空间 ,而扩大阅读理解的空

间 ,加快阅读理解速度、提高质量。实践表

明 ,通过图式教学 ,四、五年级实验班学生比

控制班学生在课堂上多阅读了 80 多篇文章 ,

而且理解效果良好。就后者而论 ,有目的地

结合课文进行学习策略训练 ,亦有助于阅读

理解能力提高。例如 ,勾划策略就是要在一

句中找出关键词语 ,在一段中找出核心句 ,以

达到对这句话和这段话的深刻理解 ;摘要策

略是概括阅读目的的要求 ,把那些重要的语

句抄录下来 ;而提要策略则是要概括出一段

文字或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再用自己的话

加以表述。学生懂得运用学习策略进行阅读

就能迅速把信息输送到短时储存空间 ,经过

强化训练后 ,信息得以牢驻“记忆家园”,优化

阅读理解能力。第二 ,图式教学对高年级学

生更具促进作用。如上所述 ,图式是一种心

理结构 ,它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结合

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一系列一般知识所组

成[4 ] 。小学五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正处

于知识整合的阶段上 ,语文图式教学恰好提

供了知识整合所需要的策略、技巧和规则。

无疑 ,它像时节逢好雨 ,润物细无声一样 ,使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良好发展。

4. 2 　图式教学对推理能力的影响

图式教学对推理能力的影响仅限于实验

班五年级学生 (见表 3) 。已有研究指出 ,五

年级学生对知识之间关系的推理具有熟练运

用判断的特点[5 ] 。判断是在概念的基础上进

行的 ,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表征。这种表征

是思维的基本形式 ,而图式教学恰好为这种

思维形式提供了“润滑剂”,即学生可以利用

图式的变量推测出那些隐含的、未知的或缺

失的信息。例如 ,《十里长街送总理》中写“一

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 ,双手拄着拐杖 ,背靠着

一棵洋槐树 ,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学生

头脑里有“年老体弱的老人”的图式 ,借助这

个图式 ,可从“背靠着一棵洋槐树”推出隐含

的信息 :一是这位老人年老 ;二是这位老人己

经站了很久。而这些隐含信息对理解课文极

为重要 ,对提高推理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 ,常规教学却往往忽视这一点 ,对课文不

作深入分析和理解 ,故学生的推理能力也得

不到精制。所以说 ,图式教学犹如给学生戴

上了“显微镜”,使他们可观察到那些隐含的、

未知的 ,却又十分重要的信息。

4. 3 　图式教学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图式教学实验表明 ,四、五年级实验班所

有学生自我效能感都明显提高了。这是因为

图式教学提倡在教的过程中以教师为主导 ,

在学的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 ,变被动学习为

主动学习 ,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对学

生来讲 ,一方面 ,学习不再是一件“苦差”了 ,

而是充满快乐、展示学习能力、唤发热情的

“乐事、趣事”,课堂不再是受累、难熬的“战

场”,而是如沐春风的“桃花园”;另一方面 ,所

教的认知方法、规则和技巧 ,使他们学到了

“钓鱼”的“真经”,即学会了学习和会思维。

学生一旦会学习和会思维 ,在学习活动中表

现出积极主动、大胆发言、大声思维、同老师

平等交谈与同学展开讨论等积极行为。这怎

能不增强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

呢 ?

5 　小结
综上所述 ,从一般意义上说 ,图式教学比

常规教学更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

力和自我效能感 ;相对而言 ,图式教学对五年

级被试推理能力的影响要优于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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