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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高专非英语专业阅读课程在教学方面存在诸多分歧，加上学生底子薄弱，使得阅读教学质量普遍难以
提高。以“生成性学习”理论为基础，分析阅读课程教学的各个方面，提出对阅读课程的构想，为推动阅读教学进行有益

的探讨与尝试。

关键词：“生成性学习”；图式；英语阅读；教学构想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８－０１０８－０２

１　高职高专英语阅读教学现状
综合中国目前的外语学习环境以及高等职业院校的

教情，高职高专的英语阅读教学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点。

１．１　高职高专英语阅读教学基本要求
Ａ级：能阅读中等难度一般题材的简短英文资料，理

解正确。在阅读生词不超过总词数３％的英文资料时，阅
读速度不低于每分钟７０词。能读懂通用的简短实用文
字材料，如信函、技术说明书、合同等，理解正确。

Ｂ级：能阅读中等难度一般题材的简短英文资料，理
解正确。在阅读生词不超过总词数３％的英文资料时，阅
读速度不低于每分钟５０词。能读懂通用的简短实用文
字材料，如信函、产品说明等，理解基本正确。

１．２　高职高专学生的入学情况
学生入学时一般应掌握基本的英语语音和语法知

识，认知英语单词１０００个（较低要求）～１６００个（标准要
求），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受过初步训练。但实际是

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差，学生普遍起点低，英语词汇量

少，直接影响他们的阅读效能。

１．３　高职高专英语阅读教学课时
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总共是１８０～２２０学时，而具

体到英语阅读课程，不会超过每周３个小时。这样的课
时量要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

定读的能力，从而能借助词典阅读有关英语业务资料，在

涉外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书面交流，

并为今后进一步提高英语的交际能力打下基础，可谓“任

重而道远”。

１．４　高职高专英语阅读教学
高职高专教师手头对于英语阅读教学的指导性材料

不多，所以在英语阅读教学的把控问题上分歧相当大，教

学上“百花齐放”，阅读课被上成翻译课、语法课、题海课

的比比皆是。加上教师们搞不清楚英语阅读课程的目

的，对学生基础又认识不足，英语阅读课程的设置出现了

偏差与错位。

２　相关理论
２．１　图式理论
２．１．１　图式

图式，即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社会知觉

的基础是被认知事物本身的属性，但认知者的主观因素

也会对社会知觉的过程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这包括认

知者的经验、认知者的动机与兴趣、认知者的情绪。其

中，个体过去的经验不同，对相同对象的认知也会有不同

的结果，现代社会心理学用“图式”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

图式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快速而经济地处

理大量信息，能帮助我们：１）解释新信息，从而获得有效
的推论；２）提供某些事实，填补原来知识的空隙；３）对未
来可能发生的事的预期加以结构化，以便将来有心理

准备。

２．１．２　认知图式
“认知图式”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认知发展

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发展是个体在与环境不

断地相互作用中的一种建构过程，其内部的心理结构是

不断变化的，而所谓图式正是人们为了应付某一特定情

境而产生的认知结构。

皮亚杰用图式这一术语描述我们表征、组织和解释

经验的模式或心理结构。他提出了三种能力结构即动作

图式（感觉运动图式）、符号图式和运算图式。

２．２　“生成性学习”理论
“生成性学习”理论最初由美国加州大学的维特罗克

提出，对理解的生成过程做了深入分析和解释。维特罗

克认为，学习的生成过程就是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已

经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事件和脑的信息加工策略，与从

环境中接受的感觉信息，即新的知识相互作用，主动选择

信息和建构信息的意义。这就是说理解并不是简单地由

信息通过感官“射进”我们的头脑中，学习者已有的知识

经验也“投射”到当前的情境中，两者共同作用才生成对

意义的理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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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性学习，就是要训练学生对他们所阅读的东西

产生一个类比或表象，如图形、图像、表格或图解等，以加

强其深层理解［２］。在学习这样一个主动的过程中，学习

者积极参与其中并非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主动构建自己

对信息的解释，并从中做出推论。“他可能不理解教师讲

解的语句，但他肯定理解自己加工生成的语句”。

生成性教学是指在弹性预设的前提下，在教学的展

开过程中由教师和学生根据不同的教学情境自主构建教

学活动的过程，它属于结构主义的一种教学方法，生成性

学习理论为生成性教学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

２．３　阅读的过程
国际著名语言教育专家库克曾从心理语言学和心理

学角度论述了记忆与语言处理的关系。他把阅读解读为

一个认知过程。阅读的内容———语篇是以整体出现，不

是孤立的，文章的内容不仅仅体现在句子本身，还体现在

读者之前储存在脑海中的知识和理解它的这一过程中。

阅读的内容———语篇的意义不仅需要从句子中发现，还

要从读者储存的背景知识中导出。背景知识也叫图式，

图式在阅读中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进行推理和加速理解过

程。同样的情景被理解成不同的场景，取决于我们的背

景知识和偏好。

阅读第二语言写成的语篇时，如果读者头脑里的图

式与语篇中的不一致，即使他的语言知识没有问题，阅读

理解也会遇到困难。由于阅读理解不仅是语言问题，那

么教学生阅读的时候，就不能只教语言，还要教学生背景

知识和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３］。

３　“生成性学习”理论英语阅读教学的构想
３．１　前情提要

既然高职高专非英语专业学生词汇量小、底子薄弱，

那么上一篇阅读课前，适时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图式），

帮助他们提取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类似信息，从而唤醒

他们的知觉和注意倾向。这就好比看一部艰深晦涩的电

影，放映前先提供故事背景，姑且称之为前情提要，以协

助观众调动记忆库，产生认知意向，从而达到理解的

开始。

３．２　提问题
由于长期记忆所提供的类似信息有许多，需要进一

步细化、甄别，梳理出其中与阅读语篇内容相关的记忆点

（背景知识），教师这时提出基于语篇所准备的２～３个问
题，使学生不仅注意外来的、意想不到的背景知识，而且

能让他们更主动地对与语篇相关内容进行选择性注意。

在此过程中，学生的主动行为实际是他们在教师启发下

做出的有意识控制和努力，而语篇与记忆中相关信息建

立的某种联系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推动他们产生认

知偏好。

３．３　泛读
根据语篇长度给学生留出相应的时间默读，并要求

做一定量（３～５个题目）的练习。整个时间段不宜过长，
一般语偏为４５０～５００字，需预留５～６分钟，以控制好学
生的阅读节奏。这一时期，学生的心理结构在不断变化，

适应着阅读语篇的建构过程。同时，他们心里会出现一

系列疑问：词汇、语法、语篇结构，这些将强烈唤醒学生的

知觉，促进他们构筑出对语篇的自我理解［４］。

３．４　精读
３．４．１　列提纲

学生心里已开始产生对语篇的模糊理解，这时适时

提出列提纲。因为，每个语篇的提纲往往能体现作者写

作的思路，提纲出来了，整个语篇的脉络也就清晰了。这

一步骤最好由学生自己来做，让他们调动自己、主动地思

考，归纳、综合出各个部分的意思。这样，阅读过程产生

出自我建构的意义，可以协助他们获得对语篇的深度理

解，而不是被动地“填鸭”。

３．４．２　摘记或缩写
注意倾向开始形成，而一些学生的记忆需要不断的

输入信息，老师不妨改换策略让学生做摘记或者缩写，这

可以为记忆提供另一种强化的效果。另一种途径的阅读

效应增强了输入，也可以改善只会读不会写的现状。此

过程中挑出语篇里的难点，以备下一步中使用。

３．４．３　重难点解析
由于语篇当中的难点并不是由缺乏语言能力引起来

的，所以挑出的难点往往不是生词最多，或者语法结构复

杂，而是由于阅读者对于另一种语言了解不够，产生了加

工这种语言信息的种种困难。这种“认知冲突”需要教师

的疏导，缓解学生对语篇难点的认知焦虑。教师这时借

助母语转换，解析其中影响阅读的关键点，使学生能形成

对语篇更深层的理解。

３．４．４　总结
为全篇内容做一次总结，要求学生更精要地概括语

篇的中心意思。这部分可以口头做，也可以写下来。鼓

励学生尽可能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这比东拼西凑地摘抄、

罗列原句要有用得多。因为，他们在用自己的话做总结

的时候，需要调动自己的记忆库，只有达成对语篇真正的

理解，才能形成自己的总结，阅读课的目的也才能达到。

４　结　语
在“生成性学习”理论的推导下，阅读课程中先有前

情提要的铺垫，再有教师提问题，伴随着泛读和精读的进

行，学生完成整个阅读的过程，提高了阅读能力，也达到

了阅读课程的要求。这实际上是从学的角度追本溯源，

从而也就构成了高职高专非英语专业的英语阅读教学的

新思路。随着中国涉外交际活动的日益增加，对个人阅

读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强，阅读教程在高职高专非英

语学科教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作为阅读课教师，通过

阅读课程的传授体会到其中的问题，提出改进的相关应

对策略及教学构想，以期为各位同仁提供些许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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