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8), 1512-1520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585  

文章引用: 金婷. 图示理论指导下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探索[J]. 教育进展, 2024, 14(8): 1512-1520.  
DOI: 10.12677/ae.2024.1481585 

 
 

图示理论指导下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探索 
——以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Reading and Thinking为例 

金  婷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2024年7月20日；录用日期：2024年8月21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28日 

 
 

 
摘  要 

阅读是高中生进行英语学习的基础，也是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应试教育影响，在高中英语

阅读教学中，“自上而下”等传统英语阅读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学生的整体阅读能力和阅读效

率难以得到提升。然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要求英语阅读教学不能只局限于文本信息和语言知识，

更要使学生通过阅读得以开阔视野、领会文化并进行全面发展。近年来，许多学者强调图式理论在英语

阅读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教师可以在阅读教学中借助形式图示、内容图示和语言图示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阅读文本，实现高效阅读。本文以新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中的一篇阅读材料为例，探讨如何在图

式理论的指导下设计读前、读中、读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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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is the foundation of English learning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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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am-oriented education, traditiona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modes such as “top-down” are still dominant in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students’ overall reading ability and reading efficiency. 
However, the proposal of core literacy in English requires that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extual information and linguistic knowledge, but also enable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understand culture and develop holistically through reading.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schema theory in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point-
ing out that teachers can help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ading text and achieve efficient 
reading with the help of form schema, content schema and language schema in reading teaching. 
In this paper, we take a reading material in PEP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 as an example to ex-
plore how to design pre-reading, reading and post-read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hema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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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阅读作为高中英语教学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中生进行英语学习的基础，它不仅包含着学生

必须掌握的词汇和语法等语言基础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理解和运用英语的能力。值得一提

的是，由于我国缺乏学习英语的真实语言环境，阅读就成为学习英语的主要方法之一，阅读教学的重要

性可见一斑。 
受应试教育和传统教学法的影响，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教师往往先讲解阅读材料中出现的生词、重要句型结构和语法知识再进行浅显的语篇分析，而深度语篇

分析、阅读技巧渗透和文化教学的占比较少。在这种英语阅读教学模式之下，学生的整体阅读能力、阅

读效率和阅读兴趣很难得到提升。新课标中提出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要求教师在阅读教学中不能只局限

于书本和文字，应该适当引入课本以外的信息，使学生得以开阔视野、领会文化，进行全面发展。要想

实现这些，教师就应该摆脱传统的教学法的束缚，积极探索新模式。在探索新模式的过程中，教师就需

要有意识地运用各种相关的阅读理论来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点明了图示

理论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图式理论强调在阅读过程中学习者已有的背景知识对其语言理解的重

要性。在图式理论指导下的英语阅读模式是对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三种图式的相互作用和运

用。基于图示理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单纯传授语言基础知识，还要注重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的丰

富和完善，让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有用的语言图式，还能不断建立新的图式，了解单元主题语境，对文

章信息进行猜测和验证，通过对文章篇章结构的学习掌握必备的阅读技巧和方法，最终提高自己的阅读

能力。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试图将图式理论有效地运用到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活动设计中，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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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意义上，首先它论证了图式理论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其次，它丰富了英语阅读

教学模式和图式理论应用的相关研究内容，可以为其提供一些参考和研究新视角。在实践意义上，对教

师而言，图式理论教学的引入能够帮助教师掌握高中生英语阅读学习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逐步找出有

用的解决方法；同时在图式理论的指导下找到有效的英语阅读教学模式；对学生而言，图式理论教学的

引入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有效的、新的、有用的阅读思维模式，提高学生对英语阅读学习的兴趣，养成良

好的英语阅读习惯。 

1.3. 研究问题 

为了解决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运用有效的阅读理论来指导阅读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并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将图示理论引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有着广泛

的意义。在图示理论的指导下，本文选取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 Unit 1 Reading and Thinking 作为具体

案例，运用当前我国英语阅读教学中广为采用的 PWP (Pre-reading, While-reading, Post-reading)模式，从

图示的类别(也就是语言图示、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去探索该语篇的阅读教学三阶段中的具体活动，以此

来揭示这三种图式在阅读教学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以及将图示理论应用于英语阅读教学的可行

性。本文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在图式理论指导下英语教师应该如何高效设计读前、读中和读后活动？ 
其次，三种类别的图示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 
最后，将图式理论应用于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是否有一定的可行性？ 

1.4.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笔者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和整理，加强了对图

式理论内涵、意义和分类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选取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 Unit 1 Reading and 
Thinking 部分作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探讨。 

2. 理论基础 

2.1. 图示理论 

2.1.1. 图式的定义 
图示原本是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用语，指的是人脑中先验知识的基本单位。德国哲学家 Kant (1781)最

早提出图示这一概念。在康德看来，图示隐藏于人类心灵深处，是每个人对其周围人、事、物和环境相

关认识的认知结构，包括个人对这些要素各自特性和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现有的知识和经验以

图示的形式储存在人类大脑中[1]。许多学者都对如何定义图示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英国著名心理学家

Bartlett (1995)认为图示是从人们的经验中获得知识的方式，包括存储在学习者记忆中的信息作用于新信

息的过程以及将这些新信息纳入学习者知识库的过程[2]。Anderson (2004)认为，图式是一个抽象的知识

结构，学习者可以充分利用以前的知识来理解学习文本[3]。中国学者程晓棠和郑敏(2002)也在《英语学

习策略》中提到人类大脑中的图示结构是一种系统的、有组织的、分层次的动态形式[4]。简单来说，图

示是人脑当中围绕某一个主题组织起来的知识。人脑中不同的图式结合起来会形成一个整体知识体系，

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内化为人本身的认知。 

2.1.2. 图式的分类和作用 
Carrell (1984)指出图示主要有三种类型：语言图示、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5]。 
语言图示涉及学生已经掌握的基本语言知识，主要包括发音、词汇、语法、句法等方面的知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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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知识是读者阅读文章的基础，在阅读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语言图示的基础之上，读者可以

根据自己早已获得的语言知识去预测或者猜想单词、句子和语篇的大意。语言图示是其他两种图示(内容

图示和形式图示)的基础，如果读者头脑中缺乏相应的语言图式，其头脑中的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就无法

被激活。 
Carrell (1984)将内容图示定义为“文本内容领域的背景知识”，认为内容图示应该将与主题相关的背

景知识和与社会文化相关的背景知识相结合[5]。因此，内容图式也被称为主题图式。现在的研究者普遍

认为内容图式是指与文本内容和主题有关的知识，涉及事实知识、价值观和文化习俗等等。如果缺乏与

文章主题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读者就无法理解相关的文化内涵、宗教观念和社会习俗。在缺乏内容图

示的情况之下，即使读者有充足的语言图式，他们也不能正确地阅读和理解文章。读者头脑当中的内容

图示越多，背景知识越丰富，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也就越强。 
形式图式，又称修辞图式，通常是指有关文章体裁、组织结构、修辞结构和文本结构的知识。Carrell 

(1984)认为，形式图式是“关于不同类型文本的形式、文本组织的背景知识”[5]。掌握形式图示有助于

读者根据不同的体裁和文本结构来理解阅读内容，选择不同的阅读方法和策略，并在阅读过程中处理好

相关阅读障碍，提高阅读效率。 
在阅读过程中，三种类型的图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语言图式为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奠定了阅读

基础；内容图式为读者的阅读提供相关背景知识；形式图式则为读者提供诸如体裁结构等信息。如果读

者能够熟练掌握并且运用三种图示类型，他们将有效地提高阅读速度，加强对阅读材料的理解。总而言

之，一个读者的背景知识(也就是各种图示结构)越丰富，他就越容易理解文章。图式理论阐述了背景知识

在语言理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2. 阅读 

2.2.1. 阅读的定义 
阅读是人们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获取信息与知识的主要方式。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发展，

关于阅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由于文化背景和专业知识的差异，不同读者对阅读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观点。

Widdowson (1983) 认为阅读是读者和阅读材料进行信息交互的过程，而不是读者单向的信息接收过程[6]。
在 Goodman (1997)看来，阅读是一个吸收语言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个人思想和背景知识

会被激活并相互影响，以此来对阅读材料的意义进行重构[7]。而国内学者张必隐(1992)指出阅读是“从

书面材料中收集信息的过程”，该过程可以对读者的非智力因素产生一定影响[8]。综上所述，阅读实际

上可以被看作是读者积极主动解码和重新编码阅读材料的过程。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需要将他们的先验知

识(例如他们的语言知识和生活经验)与阅读段落联系起来，以促进理解和获取有用的信息。 

2.2.2. 阅读的模式 
就外语教学而言，广为流传的阅读过程模式主要包括三种：自下而上模式、自上而下模式和交互模

式。 
自下而上模式在 1972 年由 Gough 提出。在该模式中，读者首先认识作为语言最小单位的字母和单

词，其次解码短语、分句和句子，最后得以理解段落和语篇[9]。从字母到句子的阅读和从低级到高级的

阅读是该模式的两个主要特征。这一传统的阅读模式深深影响了英语阅读教学，也因为适用于外语初学

者而为人所熟知。但是在实际的英语阅读教学中，自下而上模式也容易使读者过分依赖语言知识的获取

而忽视文章主旨大意的理解和阅读技巧的获取。 
由于在自下而上模式指导下的阅读教学效果不佳，Goodman (2014)提出了自上而下的阅读教学模式，

以期思考提高读者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自上而下模式认为阅读不是解码文本的过程，而是读者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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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文章信息的心理过程。Goodman 将阅读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预测、假设、验证和确认[10]。在该模

式中，读者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先验知识来促进对文章的理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式过分注重语境

知识和先验知识的作用，忽视了基础语言知识在阅读中的重要作用。 
交互模式将自下而上模式和自上而下模式相结合，既强调语言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也强调读者背景

知识的重要性。交互模式认为阅读既是文字解码的过程，也是假设的过程。在阅读文本时，读者首先要

识别文本信息并理解输入信息，这个过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阅读模式。其次，读者需要将输入的信息与

脑海中的内容图式、语言图式和形式图示相结合，重构输入信息并对文本进行解释和预测。由此也可以

看出交互模式和图式理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3. 案例分析 

阅读是各种信息和各种参与成分同步互动的活动，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体验和运用图示来提高

阅读效率和掌握各种阅读技巧十分重要。该部分选取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 Unit 1 Reading and 
Thinking 部分作为具体案例，采用当前我国英语阅读教学中广为采用的 PWP (pre-reading, while-reading, 
post-reading)模式，从图示的类别(也就是语言图示、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出发去探索该语篇的阅读教学

三阶段中的具体活动。 

3.1. 读前活动设计 

根据图示理论，图示决定了读者对阅读文本的理解程度。如果学生的已有图示没有被顺利激活，那

么图示就无法在学生的阅读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在阅读前，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各种丰富的活动

来帮助学生激活已有图示或者构建新的图示，从而使学生产生阅读兴趣以及更快地进入到文章的主题语

境中。基于课文 Why do we celebrate festivals 的主题语境，笔者设置了以下读前活动来激活、补充和完善

学生的图示。 

3.1.1. 视听说活动 
为了激发学生对英语课堂内容的兴趣以及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阅读文本，教师可以展示一些既与课

文主题相关又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图片或者视频。该读前活动的目的就是激活学生的内容图式，构建学

生原有知识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的链接。课文 Why do we celebrate festivals 的主题意义是带领

学生探究节日和庆典的缘由，启发学生深层思考节日文化的内在实质和体会世界各国人民对节日的美好

期望。基于该主题意义，笔者在教授课文时给学生播放了央视春节公益短片《中国味，吉祥年》，并让

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注意短片中涉及的春节活动并且思考春节对中国人民的意义。该短片作为 2022 年央

视春节公益广告，介绍了“春节之乡”阆中的春节文化元素和非遗项目，与课文内容紧密相连。从中国

学生最为熟知的节日春节出发，让学生通过观看介绍春节的视频不仅能够激活学生大脑中已有的关于节

日活动的内容图示、调动他们关于课文主题语境的内容图示，还能通过让学生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

博大精深来培养他们的文化意识。 

3.1.2. 读前讨论 
读前讨论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快进入课文主题语境当中、让学生学会如何有效整理思路以此来更好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能让学生在讨论中通过学习其他小组成员的观点来丰富和补充自己的背景知识。

基于课文的主题语境和读前播放的视频内容，笔者设置了以下两个问题让学生以四人小组的形式进行读

前讨论： 
1) How do you usually celebrate Spring Festival with you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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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y do Chinese people celebrate Spring Festival? 
第一个问题从询问学生自身熟悉的春节活动出发，简单带领学生进入到主题语境之中，激发他们关

于春节这一中国传统节日的内容图示。第二个问题让学生思考春节的意义，这与该单元的主题意义“带

领学生探究节日和庆典的缘由”高度契合，同样可以激活学生关于节日意义的内容图示，帮助学生更好

地进行接下来的课文阅读。 

3.1.3. 课文预览 
课文预览是指教师引导学生去注意课文标题、副标题、插图、课文第一句话以及每段的首句等课文

中比较明显的信息来预测文章内容和文章体裁。由于这些信息往往是和文章主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课文预览让学生预测文章内容和主旨，激活其内容图示。与此同时，课文预览也可以

帮助学生粗略了解文章的整体结构和猜测文章体裁，激活其形式图示。 
笔者在教授该课文时先让学生通过观察课文中间的两幅插图(一副是月饼和灯笼图，另一幅是鲜花和

礼物图)来大胆猜测文章的主要内容。由于这两幅插图十分形象生动，而且营造的节日气氛也十分浓厚，

因此学生很容易就能够推测出这篇课文是和节日相关。其次，笔者引导学生看文章标题、文章段落结构

以及五个自然段各自的首句，学生可以比较迅速地判断出这篇课文属于论说文，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形

式图示。最后，笔者在黑板中列出学生的预测内容，引领学生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带着这些预测要点去阅

读课文，在文中标出预测到的内容以便检验预测结果。 

3.2. 读中活动设计 

在读前活动中，学生的图示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激活，学生也得以顺利进入课文的主题语境中。

而读中活动的设计是为了帮助学生对读前活动中所做出的猜测进行验证，对学生的已有图示进行扩充和

丰富，同时协助学生建立新图示。在读中活动中，教师需要关注的图示包括词汇、长难句和语法等方面

的语言图式的内容，文化背景知识、跨文化交际和文化视野等方面的内容图式的内容，以及文章体裁和

形式等方面的形式图式的内容。基于图示理论，笔者在该阶段设置了以下三个读中活动来帮助学生扩充、

丰富和建立图示。 

3.2.1. 巧用“略读”和“查读” 
“略读”是一种快速浏览的阅读方法，主要用来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文章大意和一些关键信息。“查

读”则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文章来查找对应的答案。通过“查读”和“略读”，学生既能对文本内

容有所了解、构建丰富的内容图示，又可以提高自己有效搜索文章信息的能力、构建丰富的形式图示。 
笔者在教授该课时，先让学生通过“略读”的方式找出五个段落各自的主题句。学生可以根据大脑

中已有的形式图式，预测主题句在每一段的段首或段尾，然后运用推理判断能力去验证。比如学生预测

该课文第五自然段的主题句是第一句“Festival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ety.”，然后从第二句往下读，

就会发现接下来几句都在列举节日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基于此学生可以初步判断后面几句都是对首句

的解释说明，同时也验证了首句的确是第五自然段的主题句。以此类推，学生可以运用同样的方式去寻

找另外四个自然段的主题句，快速把握整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通过“略读”，学生可以有效运用和巩固

形式图示、提高阅读效率。 
笔者在教授该课时也让学生通过“查读”的方式从文中找出所有与欢庆节日相关的理由和影响因素，

同时用以下问题引导学生的阅读： 
1) Why do people celebrate the harvest festivals? 
2) What roles do customs and traditions play in festivals? Do you think they are also the reasons for c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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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ting festivals? Why? 
3) Why did the writer menti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festivals? How is it influencing people’s way of 

celebrating festivals? 
4) What are some other reasons for celebrating festivals? 
通过在文中查找人们庆祝节日的原因和各种影响因素，学生能够更好地揣摩文章细节、更加细致深

入地了解文章内容，构建和丰富自身的内容图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任务和问题引导式的“查读”，

学生能够很好地理清这些细节和主题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锻炼自身的深层思维能力。 

3.2.2. 运用图示学习生词 
语言图式指的是语言基础知识，包括词汇、长难句和语法知识等内容。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语言图

示可以看作是学生顺利进行英语阅读的基础，同时语言图示也是学生扩充、丰富和建立内容图示以及形

式图示的根基。而在语言图示中词汇是重中之重，有限的词汇知识是学生阅读的一大障碍。基于图式理

论，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运用已有图示去猜测、理解和记忆生词，提高效率。 
笔者在教授该课生词时，主要运用了语境猜测、主题单词群和构词法三种方法来帮助学生学习生词。

比如在本课第二自然段“People celebrate to show that they are grateful for the year’s supply of food.”这句话

中，“grateful”是一个生词。笔者并不直接告诉学生该生词的中英文释义，而是引导学生联系句子语境

和前后文语境尝试去猜测“grateful”的意义，因为学生在语境中建立的新语言图式会更加牢靠。笔者也

将课文中“节日”这一主题下的单词整合在一起呈现给学生，像是“origin, harvest, parade, feast”等等，

这样可以同时帮助学生丰富和建立较多语言图式。其次，笔者也从构词法的角度去讲述单词的意义，而

不是一味机械地表达单词的意义。比如，在讲授单词“commercial”的含义时，笔者让学生思考该单词

的词根是什么，然后告诉学生“commercial”的词根是“commerce”，意为“商业”，而“al”一般情况

是形容词后缀，这样学生便能很快理解“commercial”是“commerce”的形容词形式，意为“商业的”。

构词法的运用使得“commercial”对于学生来说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单词，因为它有效激活了学生已有的

语言图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语言图式。 

3.2.3. 分析语篇结构，介绍体裁特点 
形式图示归根结底是有关文章体裁和结构的知识。对于高中生而言，如果能够识别各种文章体裁并

且分析各种文章体裁特点，阅读的难度会大大降低。因此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进行语篇分析，并且向学生介绍课文的体裁特点，以此来激活、巩固和丰富学生的形式图示。 
笔者在教授该课时引导学生两人一组展开讨论，以绘制思维导图的方式对该文进行结构化分析，展

示该论说文的篇章结构特点及其逻辑层次，同时呈现思维导图支架供学生参考。在分析篇章结构的活动

结束后，笔者基于学生的讨论结果总结并且具体介绍论说文的体裁特点以及该体裁下相应的阅读技巧。

通过分析语篇整体结构和了解论说文的体裁特点，学生不仅加深了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也把握了文章的

层次结构和此类体裁的阅读方法技巧，极大丰富了学生的形式图示，增强了学生进行英语阅读的自信心。

在此基础之上，当学生学习完本课后再次读到论说文，就能有效激活大脑中的形式图示提高阅读效率。 

3.3. 读后活动设计 

学生在完成阅读前和阅读中两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后已经基本理解文本内容，完成了对图示的激活、

建立和丰富。图示理论认为，学生大脑中的图示越丰富，学生推测判断的能力越强，吸收和同化文本信

息的速度也就越快。因此教师有必要开展一些读后活动来巩固和扩充学生的图示，实现知识的迁移创新。

基于图式理论笔者在教授该课时设计了以下两种读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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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复述缩写 
复述和缩写实质上都属于知识输出类的活动，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回顾课文内容和主题意义，同时

也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笔者在教授该课时，将复述活动定义为必做活动，同时给英

语基础较差的同学提供了关键词和句式支架引导。比如： 
1) People celebrate the harvest festivals to… 
2)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festivals can influence… 
3) The other reasons for celebrating festivals can include… 
而基于缩写是一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的学习活动，笔者将缩写活动定义为选做活动。一些英语基础

比较好的同学可以在完成复述活动之后按照“删除、概括、整合、润色”的顺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本

文内容大意。缩写活动有助于学生综合掌握文章大意，巩固在读中活动阶段获得的内容图示；有助于锻

炼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帮助学生运用一些新句式和新词汇来造句，扩充学生的语言图示；有助于学生

再次回顾课文的篇章结构，巩固学生的形式图示。 

3.3.2. 课后讨论 
读后讨论可以针对整个文章的中心话题，也可以针对文中某个段落或者某个细节。读后讨论不仅能

帮助解决课堂遗留问题、加深理解主题，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课后阅读兴趣，进一步扩大学生的内容图

示。 
笔者在教授该课时组织学生在总结课文第四段中作者的观点后对节日商业化现象展开讨论，表达自

己的真实感受和看法。在讨论过程中学生需要巩固课文内容，还要通过各种方法去获取讨论需要的信息，

促使他们的内容图示得以巩固和扩充。除此之外，笔者也把握好该教育契机，对学生的节日消费观进行

了正确引导。 

4. 结语 

图式理论把“从下至上”和“从上至下”这两种阅读模式结合起来，不仅反映了阅读的真实过程，

也揭示了阅读的内在本质。三种图示在阅读教学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共同优化阅读教学过程。

图示理论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有一定的可行性，为高中英语教师改进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提供了新的理念

和启示。教师要在不断研究与探索中把图式理论与高中英语阅读课教学结合起来，以提高高中英语教学

的效能，同时提高学生整体阅读能力以及对英语阅读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英语阅读习惯。基于论文

主体部分的案例分析，笔者就在图式理论指导下高中英语教师应该如何高效设计读前、读中和读后活动

这一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和启示。 
首先，阅读前准备和激活图示。由于有些高中英语课文的话题和提供的课前信息不足以激活学生大

脑中相应的图示，而高中生也因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有限不具备比较完备的图示，教师应该在阅读前设

计一些读前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己有图式，预测有关课文的图式知识。在传统英语教学中，教师通常都会

比较注重语言图示的激活和建立，而忽视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基于案例分析，笔者认为在读前活动中

教师应该更加关注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以此来帮助学生快速进入课文的主题语境，为后续阅读做好铺

垫。 
其次，阅读中建立和丰富图示。学生在读前阶段已经在图示指导下推断和预测文章内容结构，而在

读中阶段教师需要设计一些活动来引导学生构建和丰富图示，并且借助持续阅读不断修正校对大脑中和

文本内容知识、语言知识和结构体裁知识相关的图示知识，使得新旧图示相互作用融合，进而促使学生

在图示指导下高效理解文章主题大意和语篇结构、提高学生的深度思考能力。基于案例分析，笔者认为

在读中阶段应该以建立和丰富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的教学活动为主。但是笔者也发现基于图示理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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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长难句和语法教学能在读中阶段激活、建立学生的语言图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 
最后，阅读后巩固和扩充图示。学生在完成读前和读中两个阶段的活动后已经基本理解文本，因此

教师需要在读后阶段开展一些活动来巩固和扩充之前形成的阅读图示。基于案例分析，笔者认为在读后

阶段中教师应该将语言图示、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有效结合起来，尽可能多组织一些知识输出类的读后

活动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迁移创新，有效提高学生的深度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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