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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图式理论在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图式理论的基本概念、在英语教

育中的重要性以及具体的教学应用策略，为中学英语阅读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研究针对

当前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

还着重强调了学生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先验知识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为促进学生阅读兴趣与能力的提升，

文章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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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pplication of schema theory in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mainly discuss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schema theory,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specific teaching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nd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reform of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The study puts forward solutions with the-
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read-
ing teaching,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centr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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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udents’ a priori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order to promote stu-
dents’ reading interest and ability, this paper provides a series of operabl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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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阅读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读者思维与阅读材料信息间的一个动态交互，这种交互作用建立

在读者丰富的背景知识体系、必要的语言技能及有效的阅读策略基础之上。在中学英语教学体系中阅读

教学占据核心地位，它不仅是学生汲取英语语言素材、积累语言知识、拓展词汇量的关键途径，而且为

学生英语口语交流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受传统阅读教学模式的影响，

我国众多英语教师往往过度聚焦于词汇、语法等语言细节的教学，却忽视了背景知识的融入与阅读技巧

的传授。导致原本富有吸引力的阅读课程转变成了单调的语言知识传授且削弱了学生的英语学习动力。

尽管师生在阅读理解上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但成效往往不尽人意，阅读教学成为了一大难点。这一

困境的根源在于教学方法的局限性，也就是教师未能充分认识到除了语言知识之外的因素在阅读理解中

的重要作用，进而影响了学生阅读学习的成效。故英语教师需要采纳新颖的理论指导并且创新阅读教学

策略，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和水平。[1] 
图式理论作为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一项重要理论，强调个体在认知过程中如何运用已有的知识框架和

经验来阐释新信息。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图式理论的应用正逐渐扩大，其倡导的学生中心、注重知识构建

与认知发展的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近年来，图式理论在国内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

界的关注，其在教育、心理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的应用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探讨图式理论在中学

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实践，对于解决当前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教学质量具有深远的理

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致力于深入探究图式理论在中学英语阅读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旨在通过该理论的有效整

合显著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具体而言，本研究期望通过激活学生既有的知识框架与经验积

累(即图式)，促进他们更高效地理解和解析英语阅读材料。深入领会文章的主旨大意、细节信息及深层意

蕴，进而增强学生的阅读理解综合能力。同时，图式理论的运用旨在激发学生对英语阅读的兴趣并且提

升其参与度和成就感，以应对当前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阅读理解能力显著差异和阅读兴趣不足等

挑战。 
本文通过引入图式理论为中学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策略，推动了英语阅读教学模式的

创新与发展并且提升了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图式理论的应用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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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运用既有知识框架和经验来解释新信息，提升学生的阅读速度与精确度并

为其终身学习之路及职业生涯发展构建稳固的基础。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图式理论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认知心理学的蓬勃发展，图式理论逐渐

成为研究热点。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图式理论，研究焦点集中于图式的定义、分

类特征及其在认知功能中的角色阐述。1995 年，杜雄柏通过对康德与皮亚杰图式学说的对比分析，显著

促进了图式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传播与深化[2]。进入 21 世纪，2003 年，徐飞学者开始探索图式理论在

阅读教学中的运用并评估了该理论在中国具体教育环境下的适用性[3]。2004 年，魏薇与刘明东在《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研究成果系统回顾了图式理论在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应用

现状，并着重指出其在翻译理论框架内的核心地位。同期，訾韦力、周冠琼、王会凯等学者则聚焦于图

式理论在词汇学习、翻译实践及跨文化交流等领域的跨学科应用特性分析[4]。2005 年，吴国权学者进一

步综述了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概况并且特别强调了其在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方面的显著

成效。2007 年，孙广平学者深化了对图式理论的研究并尝试将其融入实际教学流程中。随后，陆世雄于

2008 年通过梳理国内二十余年间关于图式理论与英语阅读教学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其在提升英语阅读教学

效果方面的积极贡献[5]。2010 年，孟川学者继续挖掘图式理论在外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同时批判性

地分析了其在实际操作中的优势与局限。近年来，图式理论的应用范围持续拓宽，2015 年，任赛仙学者

从图式理论视角出发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理论重构与模型建立，标志着该领域研究的新进展。2017
年，彭璐学者则进一步细化了图式理论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并且通过实证教学验证了其有

效性。至 2019 年，晏笑莹学者对文化图式理论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指出尽管其在翻译、跨文化交流

等领域的实证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需加强跨学科整合与深化研究以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6] 
国内图式理论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理论引进、初步应用到跨学科深入探索与实践应用的转变，其在

外语教学、翻译学、跨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与深厚的研究潜力。 

2.2. 国外研究现状 

图式理论在国外的发展历史可回溯至 1781 年，德国杰出哲学家康德首次引入了“图式”的概念——

新概念唯有与个体既有的知识体系建立联系方能获得意义。随后，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

(Frederick Bartlett)于 1932 年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他将其界定为大脑中对于过往经历的一种动态组织

结构，并将其运用于记忆与知识结构的探索之中，显著地推进了图式理论的演进历程[7]。步入 20 世纪 60
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通过提出“同化”及“顺应”两个关键概念再度引发了学术界对

图式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儿童心理学及发生认识论领域内引入并发展了康德的图式思想，构建了其独

特的图式理论架构，该理论深刻揭示了知识由低级向高级持续动态构建的过程[8]。至 20 世纪 70 年代，

图式理论开始广泛渗透并深刻影响着语言学习、认知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在此期间，美国人

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大卫·鲁梅哈特(David Rumelhart)将图式理论系统化，将其定义为一种存储在长时记忆

中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并提出图式是认知能力的“建筑模块”。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

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图式理论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探讨日益深入，约翰·安德森(J. An-
derson)等学者将其纳入认知心理学的体系并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9] 

国外关于图式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多个重要流派。皮亚杰的认知结构理论强调图式作为儿童认知发展

的中介，巴特莱特的记忆图式理论则关注图式在记忆中的作用，而鲁梅尔哈特的语义图式理论则将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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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知识表征的基本单位，并提出了图式阅读理论。这些流派不仅在理论基础上有所不同，其研究方法

也各有侧重，例如皮亚杰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图式的客观存在性，而巴特莱特则通过故事记忆实验揭示了

图式的组织功能。[10] [11] 
近年来，国外学者在图式理论的跨学科应用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图

式理论被用于开发智能算法以模拟人类的认知过程；在教育心理学中，图式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教学设计，

帮助学生通过激活已有知识促进新知识的学习；在语言学领域，图式理论被用于分析语言结构和篇章理

解[12]。此外，图式理论还与认知神经科学结合，研究大脑如何处理图式信息，并探索其在深度学习中的

潜在应用。 
当前国外图式理论研究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图式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中的深入应

用，例如通过脑成像技术揭示图式加工的神经基础；二是图式理论与深度学习的结合，探索人工智能中

知识表示与学习机制的相似性；三是跨学科应用的拓展，如在教育心理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中的综合

运用。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图式理论的发展，也为理解人类认知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3. 理论基础 

3.1. 图式理论 

图式理论最初源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康德认为新概念唯有与个体既有的知识体系建立联系方

能获得意义。该理论以围绕特定主题组织的知识表征与存储方式为核心。当学生置身于熟悉环境时，他

们能够根据记忆中既有的知识进行相应的思维或行为反应。图式即指存在于记忆中的认知或知识结构，

每个人大脑中均储存着大量关于外在事物的结构性认知。此外，图式还能提炼日常生活中抽象事物的关

键特征便于人们对事物进行初步判断。 

3.2. 图式理论在阅读领域的三种类型 

在阅读领域，图式理论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13] 
语言图式关乎对特定语言体系基本规律的整体认知，包括词汇体系、语法结构及语音特征等背景知

识的掌握。若个体未能具备充分的语言图式，则在辨识文本细微之处时将面临困难进而难以凭借这些细

微元素激活更高阶的思维框架来全面解析文本内容。故强化语言图式的构建对于提升文本解读能力至关

重要。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新词和短语在构建语言基础中的关键作用，只有夯实学生的词汇基础才能为其

在阅读理解上的进一步提升扫清障碍。 
内容图式，亦称主题图式，涉及与阅读文本相关的文化和跨文化背景知识。在语言图式不足的情况

下，文化背景知识可发挥辅助作用来降低理解难度并且帮助学生预测文本信息。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能

够为阅读体验增添诸多亮点。阅读活动并非读者单方面被动接纳信息的行为，而是一个主动且目标明确

的信息筛选与理解过程。读者通过激活其内在的内容图式实质上是在构建一条通向洞察作者意图的桥梁，

从而能够依据既有的知识库迅速把握文本的深层含义。所以，在强化语言图式构建的同时也需注重内容

图式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 
形式图式涉及读者对文本体裁及篇章架构的熟悉程度。对于阅读者而言，掌握并理解特定文本的形

式或结构同样至关重要，因为部分信息唯有借助专属的体裁或结构方能得以准确传达。当学生能够将语

言图式和内容图式相结合并应用于阅读理解时，他们或许能够把握文本的主要思想但仍可能难以理清文

本的整体脉络。只有熟悉英语阅读文章的整体结构，读者才能从中准确提取所需信息。[14] 
这三种图式相互依存并相互促进，共同助力学生在英语阅读中更高效地获取所需信息。因此，图式

理论在阅读领域中展现出了深远且重大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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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式理论对中学英语阅读教学的重要作用 

4.1. 强化阅读预测技能 

图示理论作为人脑对文本信息的精炼与组织方式，通过结合文本语言要素使读者能够对文本中隐含

的信息进行有效预测。在阅读实践中，学生运用图示理论能依据文本提供的线索如：人物角色(Who)、时

间背景(When)、地点设定(Where)及事件概述(What)等对故事的后续发展及结局进行合理预判。这一过程

不仅提升了学生的预测能力也促进了其对文本内容的深入理解。 

4.2. 深化文章结构认知与理解 

图式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帮助学生构建并深化了对文章结构的认知框架。在阅读过程中，学生不

断充实和完善自身的图示内容将其转化为对文章内容的深刻理解。这一转变不仅优化了阅读教学策略，

还显著提升了学生的阅读效率与质量，使他们能够精准捕捉文章的主旨大意及关键要点。 

4.3. 实现个性化教学指导 

图示理论充分考量了学生学习基础与认知能力的差异，为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个性化

指导。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可能忽视的个性差异，图示理论鼓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对文章进行独特解读

并且利用已构建的图示信息来把握作者的意图。提高了阅读的精准度与实效性并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符

合自身节奏的学习环境中取得进步。 

4.4. 构建文本阅读框架体系 

图示理论的应用还助力学生构建了系统的文本阅读框架。通过引导学生将文章的故事脉络、人物特

征等关键信息整合至图示中，使他们在脑海中形成清晰且深刻的记忆。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认知

水平，还增强了其理解能力。在图示理论的指引下，学生能够更加条理清晰地把握文章结构，进而对文

本内容实现更深入的理解与记忆。 
图示理论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它不仅强化了学生的阅读预测能力，使其能够

依据文本线索合理推测内容，还深化了学生对文章结构的认知与理解，帮助他们精准把握主旨要点。同

时，图示理论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并提供了个性化的教学指导，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适宜的学习

节奏中取得进步。尤为重要的是，图示理论帮助学生构建了系统的文本阅读框架并且提升了其认知与理

解能力，使他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记忆文本内容。因此，图示理论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价值。 

5. 图式理论在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5.1. 阅读前：图式的预测与激活策略 

在阅读活动开始前，图式理论通过激活学生的既有知识与背景信息为阅读材料的深入理解提供积极

的心理预设。教师可采用如下策略：其一，运用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关的多媒体素材(如图画、音频等)，介

绍相关背景知识。为了促使学生更好地沉浸于课文情境，教师需要激活他们相关的背景知识框架，进而

激发他们的阅读热情与积极性。其二，通过细致剖析文章标题，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初步预

估，构建起阅读前的期待心理。最后，教师应指导学生深入理解各类文章体裁的独有特征并据此构建相

应的知识框架，以便更精确地预测文章的内容与结构，从而深刻领悟阅读材料所承载的信息[15]。这一系

列教学活动的实施旨在充分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体系，为后续的深度阅读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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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阅读中：图式的信息处理与调整策略 

在阅读过程中，图式的“信息处理”功能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助于深化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教

师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方面，利用阅读前已激活的图式框架来引导学生深入剖析文章内容，同时对其预

测进行适时调整。教师可设计诸如“根据语境推测词义”和“概括文章主旨句”等阅读任务以提升学生

的阅读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根据文章的体裁特点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图式模板，并鼓励学生在阅读过程

中填充和完善这些模板。通过完成这些任务，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文章内容并提升阅读效率。 

5.3. 阅读后：图式的巩固与拓展策略 

在阅读活动完成之后，图式的“巩固与拓展”功能对于扩充学生的内容图式以及加强其语言图式具

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教师应设计多样化的读后活动以促进学生知识的内化与拓展并且进行相应的语言输

出训练。具体而言，教师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文章内容策划复述练习、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

的读后活动，以此来深化学生对文章内容的认知并且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与逻辑思维能力，从而达到学

习效果的整体提升。[15] 
在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图式理论展现出了广泛的应用潜力。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图式的预测推理、

信息整合以及强化拓展等效能，科学合理地设计阅读前导入、阅读过程指导以及阅读后反馈活动，以期

全面增强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语言运用能力。通过这种系统化的教学策略，学生

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其既有知识与经验，实现阅读水平的整体提升。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图式理论在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揭示了该理论在增强

学生阅读理解能力方面所具备的关键作用。从理论基础出发详细讨论了图式理论的三大构成部分，即语

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并针对这些部分系统地阐述了在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应用这些图式的具

体策略与方法。图式理论的应用凸显了学生先验知识在学习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促使教师在进行教学设

计时会更加着重于激活并利用学生的背景知识体系。除此之外，通过图式理论的应用，学生能够更有效

地与阅读材料互动，从而提高他们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关注图式理论在不同教学环境和学生群体中的适应性和效果，以实现

教学方法的持续优化和创新。图式理论在中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教学策略，也为学生的

语言能力提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期待图式理论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内

发挥作用并且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学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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