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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理论视阈下英语专业文学

语篇阅读的教学研究 ①

龙　跃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８００）

摘　要：英语阅读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教师在文学语篇阅读的教
学中，应充分利用图式理论，激活学生原有的图式，同时督促学生加强英语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加大语篇的背景知识的输

入，丰富学生的语言图式和内容图式；此外，教师结合语篇材料的内容和结构，指导学生建立和运用相应的形式图式。只

有这样，学生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教材中的文学语篇，加深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教师也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实

现英语专业阅读课程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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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图式理论与文学语篇阅读教学
１．１　图式理论的概述

图式这一概念最早由１８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
他认为认知图式的概念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当它和人们

已知的事物相联系时才产生意义。其后，英国心理学家

巴特利特推进了这一概念，提出图式是“对先前反应或经

验的一种积极组织，每一个新的经验总是通过预先存在

的模式被吸收”［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人工智能专家
鲁姆哈特将图式进一步定义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储存于

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者是“构成

认知能力的建筑砌块”［２］，认为人们大脑对过去事物的认

识经验已形成各种图式，当有足够的信息时，相应的图式

会被激活，这样就能认识和理解新事物了。

依据图式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把语篇阅读的心理过

程看成一个读者与语篇、语篇输入信息与读者的图式知

识相互交流的过程。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语篇中出现

的信息会与读者头脑中的图式相互作用，当语篇信息与

读者记忆中的图式相匹配时，读者就能理解新的语言材

料。换言之，英语语篇阅读是阅读材料和读者大脑业已

存在的先验知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际上，任何语篇的

成功解读都依赖于语言知识、认知能力以及通过自身经

历或间接学习所得到的普通经验和背景知识。这种因素

能够极其有效地影响读者的整个阅读过程，即“读者带入

到文章中的东西越多，他能理解收获的越多”［２］，因此，

图式理论对英语语篇阅读的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图式理论，读者能否很好的理解阅读语篇，主要

受语言图式、内容图式以及形式图式三种图式的影响。

语言图式是关于语言方面的知识，即关于文本的词汇、语

法和句型的基础知识；内容图式涉及文本内容的背景知

识；形式图式则是指对不同文章体裁的理解受到文章结

构的影响。

１．２　英语专业阅读教学中的文学语篇
文学语篇即指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歌、一篇

纪实文学、一部戏剧和影视作品等，或其中的完整的片

段。文学语篇的言语表达不仅具有其它语篇所必需的信

息内涵，还凝聚着作者的审美追求。实际上，笔者目前使

用的《英语泛读教程》（第三版）选取了不少优秀的文学语

篇。如中长篇小说的节选方面，有杰克·伦敦的《野性的

呼唤》及厄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短篇小说有

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Ｄ．Ｈ．劳伦斯的《木马赢家》、
詹姆斯·乔伊斯的《一朵浮云》、约翰·斯坦贝克的《菊

花》等。散文方面的选取更是琳琅满目：有哲理性散文如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自己的房间》、盲人女作家海伦·

凯勒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演说体散文有拉尔

夫·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史蒂夫· 乔布斯的《在斯

坦福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等；纪传散文有詹姆斯· 博斯

韦尔的传记节选《塞谬尔· 约翰逊传》、詹尼弗·芭斯特

的《年轻的威廉· 莎士比亚》、Ｊ．Ｊ．奥康纳的《阿尔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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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扎迪·史密斯的《非凡的赫本女士》，以及亚

力克斯·哈利的《梦想的阴暗之面》等［３］；称得上题材广

泛、风格迥异。这些文学语篇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新颖而

有趣的语言素材，还让学生直接感受到了英语文学与文

化的魅力，有利于“训练学生见‘树’又见‘林’的能

力”［３］。

２　图式理论在文学语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２．１　语言图式的应用

传统的语篇阅读通常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认为

文学语篇中的语言图式，即认知文学语篇中的基础知识

如词汇的意义、句法特征等可以帮助学生对输入的新语

篇信息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语

篇；反之，如果缺乏相应的语言图式，就无法领会作者通

过语言符号想表达的意图。所以，丰富学生的语言图式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学生阅读文学语篇的速度。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词汇出

现在英语语言中，如：ＩＯＣ、ＶＩＰ、ＯＰＥＣ等。如果对这些词
汇没有掌握的话，就可能成为阅读文本中的障碍，因此教

师应该把帮助学生扩充词汇量作为教学任务和内容的一

部分。此外，一些结构复杂的长句和难句因为包含的信

息量过大，也可能给学生带来理解的困难，从而影响对整

个段落甚至整则语篇的把握。以《英语泛读教程２》的第
８单元《假如我有三天光明》为例。这是美国著名作家海
伦· 凯勒自传体散文集里的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主要

讲述又盲又聋的海伦·凯勒的心路历程。海伦·凯勒一

生只有１９个月光明与声音，但这个身残志坚的女子却一
直和命运不屈不饶地作战，最终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

困难，人生也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在语篇的第８
段，作家提到她一个视力正常的朋友在树林里逛了一圈，

然后她问及这个朋友观察到了什么。当时这个朋友的回

答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接下来作家写道：Ｉ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ｎｃｒｅｄｕｌｏｕｓｈａｄＩｎｏｔｂｅｅｎａ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ｄｔｏｓｕｃｈ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ｓ。整个句子是一个包含有生词 ｉｎｃｒｅｄｕｌｏｕｓ的复杂
句。针对这个生僻词，笔者在教完它的基本词义后，又讲

解了它的前缀ｉｎ－和后缀－ｏｕｓ的构词规律，另外还讲解
了它的同义词和反义词；这样学生不仅增加了对这个单

词的理解，还大大拓宽了词汇量。解除了生僻词汇这个

拦路虎后，就来分析整个句子的涵义。如果学生没有掌

握句中使用的虚拟语气，很有可能就会误解这个句子的

意思，以为作家怀疑朋友的说法。但掌握虚拟语气的用

法后，就会理解作家的猜疑与事实是刚好相反的。实际

上，作家早已习惯朋友的这种答复，也早已相信她们说的

是实话，因为“有视力者所见甚少”［３］。作家没有直截了

当地说她不相信朋友的说法，而用了一个稍显复杂的虚

拟语气句，让学生在领悟句子涵义的同时，也让他们领悟

到作家的良苦用心：人应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可见，教师

在讲授文学语篇时，不仅要督促学生加强英语基础知识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好词汇、语法，以及句型等语言基本

知识，还要训练学生对长难句句型的分析。只有通过词

汇、语法、句型等各方面系统的教学，才能帮助学生建立

丰富的语言图式，走出文学语篇阅读理解的关键一步。

２．２　内容图式的应用
实际上，阅读不仅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也是一

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任何一则英语文学语篇都不是词

汇、语法与句型的简单组合，它在更深层面上体现了作者

的写作风格和该英语国家的文化内涵。在实际的语篇阅

读过程中，学生即使能熟识语篇中的每个单词，也理解单

个句子的涵义，但却未必能理解整则语篇的涵义。因此

教师在进行英语文学语篇阅读教学时，不仅要让学生理

解字里行间的深层含义，更要让他们拥有语篇作者以及

英语国家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阅读者的文学和文化背

景知识包括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语篇结构和

语言特点等。一般说来，读者的背景知识越丰富，越能激

发其在阅读中进行广泛、深入的联想，从而加速对语篇的

理解。所以阅读者丰富的内容图式知识能有效促进其自

身的阅读理解。反之，内容图式的缺失，就会引起阅读者

对语篇的误读与误解，甚至出现读后不知所云的现象。

因此教师在讲解文学语篇阅读时应尽可能地将教学内容

和背景知识结合起来，并利用一些直观可视的声像资料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内容图式，激活学生脑海中潜在的图

式，以培养学生对该文学语篇的思维和理解能力。

以《英语泛读教程４》的第８单元《塞谬尔·约翰逊
传》为例。该语篇是詹姆斯·博斯威尔为英国的著名词

典编撰家约翰逊博士写的传记。语篇中转载了约翰逊写

给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一封信。约翰生曾给伯爵写了一

封编词典的建议书，但伯爵对他一直冷眼相看。辛苦奋

斗７年后，词典出版在即，伯爵知道后，就在当时的《世界
报》上连写２篇文章，对约翰逊的辞典大加吹捧，并希望
约翰逊将来能把英国的第一部英语辞典献给他。于是约

翰生写了这封回信以表达他对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生性势

利的愤慨。博士善于引经据典，文笔优雅而又礼貌，但言

辞间的讽刺、愤慨以及对所谓权威的挑战在字里行间表

露无遗。然而，书信中有个比较晦涩的句子：Ｔｈｅ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ｉｎＶｉｒｇｉｌｇｒｅｗａｔｌａｓｔ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ｖｅ，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ｈｉｍａ
Ｎ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ｃｋｓ。整句绝无生僻难懂的单词，但学生还
是对此迷惑不解。直到通过笔者的讲解，学生才明白“ａ
Ｎ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ｃｋｓ”原义是“荒山野岭中的野蛮人”，典自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Ｖｉｒｇｉｌ）的《牧歌》。约翰逊将切斯菲
尔德比作是出生在岩穴蛮荒之地的爱神，喻指伯爵的铁

石心肠，是不通情理的人。通过对背景知识和典故的讲

解，学生明白约翰逊所用的比喻含有高深的典故性和哲

理性；在理解书信内涵的同时，也增进了对约翰逊博士蔑

视权威和独立反叛精神的了解。

由此可知。读者所具有的文学和文化背景知识越丰

富，或者说读者具有的内容图式越丰富，读者对文学语篇

的理解也越深刻。

２．３　形式图式的应用
形式图式是指“读者对文章的体裁和篇章结构的熟

悉程度”［４］。英语语篇一般遵循固定范式。以散文为例，

６０１



第１１期 龙　跃：图式理论视阈下英语专业文学语篇阅读的教学研究

虽然散文可以细分为古典随笔、书信体散文、报刊杂文、

哲理性散文、纪传散文等，但在体裁上，他们有共同的特

性，即“散文的体制自由而随意、空灵而不俗，它没有学术

论文的过于理性化的‘面孔’，说理、抒情、写实、论辩都能

胜任”［５］。应该说，在体裁的布置方面，《英语泛读教程》

处理得很好。该教材的文学语篇以散文和小说为主；每

个单元又分为正文和课后阅读两部分。课后阅读都是与

正文同体裁甚至同题材的语篇，比如《英语泛读教程３》的
第２单元《英国人的谨慎和礼貌》的正文谈及英国人的性
格，在课后阅读《美国人的性格》里则谈到了美国人的性

格。通过两篇散文的阅读，读者了解到英美两国人性格

中一些相似的方面，也了解到两国人性格里迥然不同的

方面，比如英国人大多谨慎而有礼貌，美国人则由于有不

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性格的定义模式很难统一化。这

两篇体裁相同的文学语篇分别安排在同一单元的正文和

课后阅读，使学生在加深对课文语篇理解的同时，也通过

比较，对两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教材中有些单元的课后阅读甚至是正文的续篇。如《英

语泛读教程１》第７单元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的
节选，而其课后阅读正是正文的续文。再比如《英语泛读

教程２》里厄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因为是中篇
小说，考虑到课时的问题，整体的阅读也分别安排在正文

和课后阅读里进行。这种对于同一题材或是同一体裁文

学语篇的集中安排，便于学生对该小说和作家的写作风

格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认识，也能更好地掌握同体裁文

体的写作技巧。

３　图式理论对文学语篇阅读教学的启示
图式理论表明：读者拥有越多的图式，对文学阅读语

篇的理解就越透彻；也就是说，读者拥有的词汇、语法、句

型等英语基础知识和语篇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越多，就

越能深刻和准确地理解文学阅读语篇。因此，教师要重

视丰富和激活学生图式的这个环节。在上课初，教师可

以设计一些有趣的导入环节，比如借用图片等手段来激

活学生的语言图式。在内容图式方面，教师可以充分利

用多媒体的音频和视频技术来切入对文本的解读。形式

图式则是从宏观大体上指导学生对语篇的理解。教师可

以让学生参与并充分讨论所学文学语篇的体裁特点；在

讨论和总结的过程中，学生慢慢掌握该体裁的特点并能

根据这个特点很快在另一则同体裁的语篇中找出要点

来。以《英语泛读教程３》第１０单元《诚信原则》为例。该
语篇属于哲理性散文。哲理性散文，除了具有散文的特

点，还有叙说哲理的特点，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融哲理于

散文中。这一点和议论文明显不同。议论文讲究论点、

论据和严格的论证过程，而哲理性散文把感情和理智结

合起来了。在该文学语篇中，作者用哲理性散文来表明

自己的主张：如果想事业长久，树立自己赢的形象，一定

要遵循诚信原则。因此在具体讲解这个语篇的导入环

节，笔者首先让学生界定“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诚信）的涵义为
“言出必行”，同时，笔者鼓励学生列举一些相关词汇如

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ｃｒｅｄｕｌｏｕｓ，ｉｎｃｒｅｄｕｌｏｕｓ，ｇｕｌｌｉｂｌｅ，ｎａｖｅ等，这
样学生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掌握了这些相关词汇的具体

用法，加强了语言图式的训练。然后笔者围绕题目谈到

了很多优秀企业文化以及大学校园文化的精髓：诚信。

笔者举例学生所在的大学校训里有“笃行”二字，告诉学

生“笃行”也就是要求学生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

“诚信”。同时，让学生列举作为一个表现良好的学生必

须做到的几条原则，他们纷纷列举：诚信考试、按时交纳

学费和归还贷款、不逃学、不以欺骗手段赢取奖学金等。

这样，学生从一个大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深刻理解了“诚

信”的涵义，同时了解了诚信的重要性。最后，分析了语

篇的结构。该语篇分为３大部分，也就是：诚信的定义，
例证非诚信行为带来的危害性，总结诚信的重要性。这

样短短的２个课时内，学生从全局性的结构框架讲解中
领悟了哲理性散文的特点“形散而神不散”。

４　结　语
培养和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学语篇阅读能力是个

缓慢而又持续的过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在英语

阅读的文学语篇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图式理论，在语篇阅

读的导入环节采取有效的手段来激活学生原有的图式；

同时督促学生加强英语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加大语篇的背

景知识输入，丰富学生的语言图式和内容图式；此外，教

师可以结合语篇材料的内容和结构，指导学生以复述、改

写、集体讨论等形式建立和运用相应的形式图式。只有

这样，学生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教材中的文学语篇，

教师也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英语专业阅读课程的培养

目标。

参考文献：

［１］崔亚萍．图式理论在Ｌ２阅读理解中的运用［Ｊ］．外语
教学，２００２，２３（５）：５２－５６．

［２］张　琦．图式论与语篇理解［Ｊ］．外语与外语教学，
２００３，１７７（１２）：１８－２１．

［３］刘乃银．英语泛读教程（１－４）（第三版）［Ｍ］．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４］邓　艳．图式理论与语篇阅读教学［Ｊ］．长江大学学
报，２０１１，３４（６）：１０６－１０７．

［５］罗选民．英美文学赏析教程（散文与诗歌）［Ｍ］．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责任校对　游星雅）

７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