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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听力课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一环，把握好这一环能够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图式理论对对外汉语听力

教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论述图式的相关理论，与对外汉语听力教学相结合，阐述了其在听前、

听中和听后的具体应用，并在图式理论的指导下做出了听力课堂教学设计，从而探究图式理论如何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发挥作用，以提高对外汉语听力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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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stening cla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mastering this 
part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level. The schema theory has a certain guiding role 
in teaching Chinese listen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schema and combines them with teaching Chinese listen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It elaborates on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listening,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hema theory, 
makes a listening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to explore how schema theory can play a role in teach-
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Chinese listening as a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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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式理论 

1.1. 研究背景 

图式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较多，几乎涵盖了各个课型，其中主要包括“阅读课”“听力课”

和“写作课”，教学效果较好，如果教师可以采用灵活、有趣的教学方式，努力激发学生对汉语的兴趣，

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汉语听力文章内容上，那么汉语学习者就可以在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中，用

一种高效的学习方法来掌握汉语听力的学习技巧，从而提高汉语学习者对汉语的理解能力。现有的研究

中，图式理论的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阅读课和写作课，在听力这一课型中相关的研究比较少。在这种背

景下，我们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和进行具体的教学实践，将图式理论应用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为汉语听

力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1.2. 图式理论的定义及发展 

图式(schema)作为一种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 1781)提出。 
他认为图式是连接感性对象和理性概念的中介和桥梁，它的主要功能是将感官所察觉到的具体信息

转化成为抽象的概念化的信息[1]。康德对这一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现代心理学对于图式这一理念的研究。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于 1932 年在其著作《记忆》中提出了“图式”的心理学概念：“图式”指的

是人脑对以往经历的主动反应与整理。图式的作用是指学习者对已有的知识与外部环境中的新知识产生

应答，并把新的知识整合到自己的脑海中[2]。他提出，图式是在人类原有的经验基础上，主动地改变和

修改新的信息，并把新的信息融入到人类原有的知识基础上。之后，许多学者开始对图式知识进行更准

确的刻画，并探讨了如何将图式知识运用到话语理解与记忆中。 
20 世纪 60 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把图式纳入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图式是一种新

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研究，使得它成为其建构学习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皮亚杰把图式

看作智力活动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也就是对知识进行组织的一种方法[3]。图示是人类大脑中的知识单

元，每个模式都代表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既包含具体对象，又包含动作和抽象概念。皮亚杰认

为，人类从基因中得到一些简单基础的图示。在此基础上，通过吸收和适应，与环境交互作用，并通过

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这两种方法使得图式持续地丰富、发展、变化，并由此形成了各

种图式体系，并由此形成了人类的认识结构[4]。这意味着，如果人们对新知识的理解与大脑原有的图式

相吻合，那么图式就会把新的知识加入到原有的认知范畴中。相反，如果新知识和已有知识不一致，图

式就会对这些知识进行相应的调整，使之符合新知识。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成果，皮亚杰的图式理论更加

丰富、全面，他对图式的演变、发展历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使我们对图式有了全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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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心理学家们就一直在对图式进行着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根据前人的观点，我们可以理解

为图式是人们在学习与生活中经验与知识的总结，是人脑中一种全局性的知识结构，这种全局性的知识

结构不是具体的，而是从认识的对象中抽象出来的对象的特点的集合。比如，当说到“汽车”这个概念

时，人脑中的图式并不是具体的一辆汽车，而是汽车的一些一般特征：有四个轮子，方向盘，油门，刹

车；用汽油做驱动能源；是一种交通工具等。 
随着人们认识事物的增加和知识的增长，图式是可以扩展与调整的，比如现在已经开发出用电做驱

动能源的汽车，那么汽车的图式便会加入用电做驱动能源这一新特征。新的经验与知识刺激着图式的调

整与增加，反过来，图式也对人们理解新信息有着重要的作用，图式使人们不自觉地根据新信息的若干

细节找寻脑中已有的匹配图式，以根据脑中已有的经验和认识从全局出发加速处理新信息，使人们提取

出新信息的一些重要细节，而忽略一些干扰、次要细节。 

2. 图式理论与对外汉语听力教学 

2.1. 图式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近年来，二语教学学界开始关注图式理论，但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英语教学中，将图式理论应用

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还并不多，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阅读方面：普晓晓(2020)在泰国汉语学习者中级汉语阅读课教学设计分析中指出，将图式理论

应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作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将图式理论与学生阅读课

相结合，但教学时间较短，对其耐久性以及有用性有待考究，且是否所有类型的文章都适用于图式理论

还有待具体教学加以验证。 
第二，教材编写方面：沙莎(2009)在《对外汉语教学阅读教材编写的图式分析》通过研究对外汉语教

学中通用的几本阅读教材[5]，比较得出编写教材的图式。并初步就教材、教材编写者以及学生三者的关

系来探讨了图式理论在对外汉语阅读教材编写中的影响与提示。 
第三，写作方面：彭婷(2010)在《图式理论与对外汉语写作教学》中，探讨了教学过程中图式的构建、

激活及强化与如何在进行对外汉语写作的写前、写中和写后中得到强化训练。 
最后，听力方面：李翀(2020)基于图式理论进行中级听力课的教学设计，通过图式的建构，提高学生

的教学效果和课堂氛围，在应用图式的基础上，探究图式理论与对外汉语中级听力课教学的契合度和实

操性[6]。但作者的教学设计对旧有图式的预期不足，且受内容图式的局限性，对话题的拓展延伸不足。

除此以外，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应将图式理论与对外汉语听力教学相结合，帮助学生构建与激活头脑中的

图式，从而提高听力理解能力。李幼飞(2006)在《图式理论在对外汉语听力篇章理解中的作用探析》中，

首次对图式理论对听力理解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图式理论运用于听力教学实践中[7]，并通过实

验数据的统计，验证了在对外汉语听力篇章教学中采用图式教学法，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同

时也可以提高学生上听力课的兴趣。 

2.2. 图式理论与对外汉语初中级听力教学 

听力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学习过程。在听的时候，听者根据他们的语言知识基础，主动地在脑

中唤起有关的背景知识来处理和加工所输入的信息，语篇的语义重建是在语境与输入之间的动态交互作

用下进行的。图式和听力理解“是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而理解的过程就是图式的具体体现。”图式在接

受信息，调节注意力，预测和推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将图式理论引入到汉语听力教学中就显得

尤为重要。 
在听力教学与图示关系的研究下，图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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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图式：语言图式是指人脑中已有的关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习语等知识。语言图式是听力的

基础，是“听懂”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了语言图式，建立了语音与意义的联系，才可能做到最基本的

听懂材料，并为进一步的听力理解打下基础。 
内容图式：内容图式是指听者是否具有与听力材料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及对听力材料背景内容的熟

悉程度[8]。拥有内容图式的听者，由于头脑中已经储存了与听力材料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因此更容易

从宏观上把握听力材料，从整体着手理解听力材料，并能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预测，对材料的理解也比

较容易。 
形式图式：形式图式，指的是对听力材料篇章结构的基本认识和把握[9]。当学习者对一个听力材料

的结构有了充分的了解时，他们便能够在听力开始前进行有效的预测，从而更好地确定接下来可能听到

的内容框架。这种预先的准备让学习者可以在听力过程中更加专注于关键信息，而不会被那些无关紧要

的细节所干扰。 
以新闻报道为例，一位具有新闻写作结构知识的听者，在聆听新闻时往往能迅速捕捉到文章开头的

重要信息。例如，他们可能注意到新闻标题、日期、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涉及的人物。这些元素不仅构

成了新闻故事的骨架，也为听众提供了一个起点，帮助他们跟随记者的思路，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通过这种方法，听者可以快速地定位和识别信息点，从而提高他们的听力理解能力。 
三种类型的图式对于不同的听者在每次听力理解的运用中并不是同等的，在词汇与句子的听力中，

听者主要是利用语言图式去理解材料，而内容和形式图式几乎不会用到[10]。而在听篇章时，熟悉听力材

料背景的听者除了会运用语言图式去把握词句的意义之外，还会运用内容图式与形式图式去整体理解听

力材料，三者结合运用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头脑中缺乏相应内容与形式图式的听者，可能就

只能运用语言图式去理解篇章，从字词句入手把握篇章的意思，这样不仅费心费力还容易出现听了后面

忘了前面的现象。 
一般作为母语使用者或是对第二语言能达到熟练使用的听者来说，在对听到的材料进行粗加工时，

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常常运用地较多，这能帮助他们迅速地预测并理解信息。但是，对于初中级阶段的

汉语听力学习者来说，由于听力材料的性质多以和生活交际相关的长篇对话为主，少有结构性较强如新

闻等听力材料，因此，初中级听力中，最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运用语言图式和内容图式对听力材料进行

理解和加工，特别是让学生学会运用内容图式在听前对材料进行预测，而对语言水平要求较高的形式图

式在本篇文章暂中不做讨论。 

3. 图式理论下的对外汉语听力教学设计 

3.1. 教学目标设计 

具体目标如下： 
语言技能：围绕学生听力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听力策略的能力。 
语言文化知识：学习并掌握全面的语言知识、中国社会、文化等背景知识。 
情感态度：培养学生汉语学习兴趣及对听力的积极学习态度。 

3.2. 教学内容设计 

参考教学大纲，汉语听力课的教学内容应包括语言、内容、形式、策略知识等几个方面：(1) 引导学

生学习与听力材料相关的语音、词汇、句式结构、习惯表达等语言性知识。(2) 学习与听力材料相关的中

国社会、文化及汉语特有的惯用语、成语、谚语等知识。(3) 学习与听力材料相关的篇章结构、体裁等知

识。(4) 引导学生在听力过程中，运用预测、推断等听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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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策略设计 

3.3.1. 听前图式的激活阶段 
“所谓图式的激活，就是听者利用所接受的某些信息(如文章的标题、图表、关键词等线索)去判断、预

测该材料可能涉及的内容，并据此从图式框架中提取可能适合的相关背景知识”[11]。老师可以针对教材，

有目的地进行“热身”活动。用直观的图片，图表等来表现教材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多

媒体技术，如声音、图片、视频和动画等，激发已存在于脑海中的先存图式，从而加快学习速度。在此基础

上，通过对所听内容进行引导和反馈，使学生对所听内容有更多的了解。在听力教学中，老师可以事先告知

学生所听内容的类型和主题，以激发他们原有的图式，使他们更容易在听力过程中进行预测和推理。 

3.3.2. 听中图式的具体化阶段 
图式的具体化，是指用具体的实例进行图式填充的过程。在泛听时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运用已有的

背景知识，预测和推断出所听内容，并把握其主旨和要点[12]。其次，指导学生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

四个方面来细听。在教学中，老师要针对学生出现的错误进行细致分析以便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听力障碍。 

3.3.3. 听后图式的巩固阶段 
听后阶段，教师的首要工作就是对听力前和听力中涉及到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知识进行归纳和整理，

巩固学生脑中原有图式，建立新图式，以完善学生的知识框架。 

4. 结语 

对图式理论的研究从被提出开始便一直没有中断。学者们不断地探索图式对人类理解信息、构建信

息所起的作用，并探究如何在教学中使脑中的图式发挥有利的作用。但是针对图式与听力教学结合的研

究数量不多，也不够深入。而图式与信息处理模式恰当的运用，已经被证明对听力的教学有显著地帮助，

这就表明我们急需一个比较细致的、可操纵的听力图式教学法，并将其运用到课堂中去。 
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原有知识结构的分析，在听力教学中不但要注重语音、词汇等语言基础知识的

讲解，同时也要注重与听力材料相关的中国社会、文化等知识的介绍与补充。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

我们要努力吸收前人研究图式的成果，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共同探索提高听力教学效

率的新途径，以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教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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