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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理论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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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汇总了近30年来的相关实验成果,从听力信息加工机制、图式理论、图式知识在听力理解中的

作用等角度出发,探讨图式理论与听力理解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影响语言学习者利用图式知识进行听力理

解的因素、图式理论对听力教学的启示与局限,力图为英语听力教学提供行之有效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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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理论最初由心理学家为探究人脑认知机

制而提出,此后该理论引起了语言学家和英语教

育者的广泛关注,并逐步开始被应用于母语及外

语学习教学中。自从20世纪80年代图式理论被

引入我国以来,许多学者对该理论与英语教学的

关系及作用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探究,并肯定了图

式理论对语言学习的积极促进作用。本文通过系

统探讨听力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机制及分析图式理

论在听力理解教学中发挥的作用,为英语听力课

堂提供有价值的教学策略参考。

一、 听力理解的过程及信息加工机制

通常来说,“听力”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过

程,其中包括“听”和“理解”两个层面。针对听力

理解 的 步 骤,语 言 学 家 给 出 了 各 自 的 诠 释。

Kenneth把听力理解分为层层递进的5个阶段过

程:①需要对声音信息进行辨别;②对语音信息进

行感知,进而理解句义;③记忆听到的信息;④对

听到的信息进行解码处理,理解其含义;⑤使用语

言 或 把 语 言 信 息 储 存 在 长 期 记 忆 中[1]。

Anderson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把听力理解简化为

环环相扣并循环往复的3个阶段过程:①听者对

听到的信息加以感知并进行处理,将其暂时储存

在短时记忆中;②听者将短时记忆中储存的信息

切分成单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并凭借大脑

加工机制对其概念和意义加以解读,随后将加工

得到的信息储存在长期记忆中;③听者把已有的

经过加工后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结合运

用,从而实现对听力材料的准确理解[2]。Rost将

听力理解的过程定义为4个阶段,分别为信息接

收、信息构建、信息协作与信息转移[3]。从中不难

发现,Rost将 Anderson的信息运用阶段细化为

信息协作与信息转移两个方面:其中信息协作侧

重于听者和说话人之间的互动与反馈;而信息转

移侧重于听者在参与、想象和移情(empathy)过
程中创造新的信息。针对母语听力与外语听力理

解过程的关系,Abbott认为二者之间具有相通之

处,它们都是把感知到的声音转化为信息的过

程[4]。不难看出,无论进行何种步骤划分,信息处

理在听力理解过程中都是核心的一环。因此,明
确关于听力材料的信息加工机制就显得尤为

重要。
自20世纪60年代心理语言学兴起至今,信

息加 工 机 制 始 终 是 学 者 关 注 的 重 要 问 题。

Chaudron和Richards把听力理解的信息加工模

式分为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
down)两种。前者从语音特征处理开始,经历字

母-单词-短语-句子的一系列处理过程,最终

实现对于语篇主旨的理解,主要强调语言知识在

听力理解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后者与前者过程

正好相反,首先要求听者对于语篇主旨的相关背

景知识有一定了解,随后基于此种预设和认知,对
接收到的具体话语信息(如单词、短语)进行分析

与处理,主要强调听者的既有经验和知识背景在



听力理解中的作用[5]。这两种信息加工模型相结

合,便 产 生 了 第 三 种 模 式,即:交 互 模 式

(interactive)[6]。针对哪种信息加工模式在听力

理解中更有效这一问题,O’MalleyChamot和

Küpper、桂诗春、Richards、黄子东、Ma等中外学

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610]。大量的实验表

明,准确、高效的听力理解是建立在交互模式的信

息加工基础之上的,即:在准确捕捉基本语言知识

的情况下,利用大脑中既有的相关世界知识对信

息进行储存与加工,从而在听力材料与背景知识

的互动中准确把握与理解其含义。

二、 图式理论与听力理解

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看,“自上而下”与交互

信息加工模式中所强调的“相关背景知识”,实际

上就是“图式”(schema)概念。这一概念首先在

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著名心理学家Bartlett定

义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

积 极 组 织 ”[11]。Carrell 和 Eisterhold 及

Anderson等人对图式也进行了与Bartlett相似

的定义[1213]。周相利则把图式具体解释为学习

者头脑中的既有信息对新信息发生作用的过程,
即:把新信息充实进学习者已有知识库中的过

程[14]。在人们处理新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将其与

人脑中已存的图式相匹配,从而完成信息处理

过程。

Carrell把语言学习中涉及到的图式概括为3
类,分别是: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及形式图式。语

言图式包括听者掌握的语音、词汇、语法知识等。
内容图式包括对世界的认知及对听力材料背景的

熟悉程度。形式图式包括篇章结构及修辞知识

等[15]。在此分类基础上,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探索

关于图式理论与英语学习者听力理解的关系。周

相利、史旭升和吕艳萍[16]、李慧敏[17]的研究主要

着眼于语言图式和内容图式,强调在听力教学中,
经过语言图式得到的语言知识是听力理解的基

础;而基于该内容图式的背景知识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有效弥补语言知识不足所带来的理解缺陷。
陆国君和吴兴东的研究则更侧重于形式图式,关
注了语调对语篇结构的标记作用,并强调语篇结

构能够帮助学习者对于主要论点和论据有更直观

主动的把握[18]。
图 式 对 信 息 理 解 的 作 用 不 容 忽 视。

Anderson把图式在阅读理解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分为6种:①为吸收篇章信息提供了概念框架;

②有助于注意力的分配;③有助于进行推导性阐

释;④使大脑有条不紊地在记忆中搜寻信息;⑤
有助于对信息进行编辑与总结;⑥有助于进行推

导性重构。这6种作用对于同样属于对输入信息

进行加工处理的听力理解有着广泛的参考价值。
周相利把图式对于听力理解的作用总结为3点:

①图式帮助人们理解篇章信息。在信息的听取过

程中,篇章中的内容与听者头脑中的知识图式交

汇融合,且图式随着学习者视野的开阔、经验的积

累而得到扩展和修正,并不断给学习者提供一种

参考,使其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联想、制约和理

解。②图式有助于听者排除歧义、准确判断。听

者大脑中储存的图式越多,对材料的理解就越趋

于准确,并且越有利于激活己知图式和建构更多

新图式。③图式有助于听者对上下文进行预测和

推理。基于听辨具体情景下的语言材料时对于相

关图式的激活,学习者能有效预测材料中接下来

可能出现的情景[1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推理不

仅可以帮助进行信息预测,还能帮助理解说话人

的话外音。

三、 影响语言学习者利用图式知识进

行听力理解的因素

1.学习者的语言水平

O’Malley等在对英语学习者的研究中发现,
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采用交互模式对信息进行

加工,更多地采用“自上而下”的听力策略。只有

在总体理解出现中断时,才会采取“自下而上”的
策略,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个别单词、短语、句子的

理解上来。Ma的实验表明:不论水平高低,英语

学习者都积极采用交互模式来理解听力材料;但
是,“自上而下”的理解机制受限于自下而上信息

处理过程中对单词及短语认知的数量与准确程

度。Mahmoudi在得出前两个实验结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表明:在处理同样内容陌生的听力材料时,
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准确率比水平较低的高。原因

在于内容图式未被激活且“自上而下”加工机制受

阻后,水平较高的学习者既有的语言图式与结构

图式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地“自下而上”对听力材料

进行加工;而此时,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只能根据得

到的零散语言信息对材料大意进行拼凑[20]。

2.听力理解的阶段

刘绍龙[21]、黄子东、吴一安[22]的研究都提

到:储存在大脑中的图式属于长时记忆。因此对

这些既有图式的激活并非是即时性的,而是延时

性的,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具体解释为:在听力理

解的初始阶段,因未能得到足够的时间来激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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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习者多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利用语

言知识策略,如捕捉语音信息、思考词义及句子含

义等,并且注重个别陌生语音的辨识。随着听力

语篇的展开,既有图式逐渐被激活,学习者开始采

用“自上而下”的听辨模式,运用背景知识来分析

处理输入信息,其策略包括:确定语篇主题,对随

后的语篇信息进行预测等。此外,Li通过实验证

明,如果在听力理解开始之前预先激活学习者的

相关图式知识,那么学习者的信息处理效率会得

到较大程度的提高[2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以上3位学者的结论。

3.是否为既有图式

图式理论认为,听力过程中如果听者的听力

理解合乎逻辑且能与听者大脑里的已有图式迅速

匹配,就能较为顺利地实现对语篇的意义重构,并
储存在记忆当中。反之,如果头脑中不具备和输

入信息相匹配的图式,那么在本次信息加工中,就
没有图式被激活,只能通过此次过程构建新图式,
以供之后的信息处理参考。这里的图式包含两方

面内容:①既有知识在头脑中储存的方式;②人们

头脑拥有的具体的背景知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这种背景知识不仅指语言背景知识,同时也包

括通过这种语言背景知识所传递的文化、社会等

人文信息,二者缺一不可[24]。

四、 图 式 理 论 对 听 力 教 学 的 启 示 与

局限

1.图式理论对听力教学的启示

就如何有效利用图式理论提高我国英语学习

者听力理解水平这一研究问题,许多学者给出了

自己的观点。周相利提出,英语教师首先要帮助

学习者激活已有图式,即根据听力材料内容激活

学习者脑内储存的相关社会、文化等背景知识;其
次,要帮助学习者建立新的图式。新图式的建立

包括在既有图式的基础上构建图式和建立全新图

式两种。前者需要英语教师帮助学生建立既有图

式和新信息的联系,后者要求英语教师通过相关

背景知识的介绍来帮助学生了解听力材料。李慧

敏在周相利观点的基础上,从图式的类别角度出

发,把建立新图式细化分为充实内容图式和丰富

语言图式两方面,倡导英语教师不仅要拓宽学生

的知识面,帮助学生进行“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
而且要加强语音、词汇、语法、句子结构等基础语

言层面上的教学,使学生同时拥有熟练的“自下而

上”信息解码能力。Ma也就听力理解中的信息

加工模型给出了相似的观点,发现“自上而下”的

语言加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自下而上”的
信息加工水平,并以此呼吁我国英语教师仍应以

提高英语学习者“自下而上”的英语听力基本功

为主。
黄建玲则针对听力内容的选材和听前、听后

两个阶段的教学任务设置,为英语听力教师提出

了两点建议[25]。①听力材料不仅要在语言知识

层面上做到由易到难、由浅到深,而且应该在世界

知识层面上做到多样化,即把中华百科知识加入

普遍由西方文化知识构成的听力材料当中,以此

帮助学生树立英语学习的自信心、减少焦虑感,并
有助于学生在学习中自主构建既有图式与新内容

的联系,充分发挥听力理解中的能动作用。②教

师应认识到听前、听后的教学任务及目标设置需

有所区分。教师在听力理解前的教学任务是对材

料的背景信息进行介绍,目的是使学生尽快进入

状态,帮助学生激活已有图式或构建新图式,为接

下来的听力理解过程作准备。

2.图式知识对听力理解的局限

事实证明既有图式及背景知识并非在任何情

况下 都 会 有 效 促 进 听 力 理 解。Jensen 和

Hasen[26]、杨萍和邓礼红[27]的实验都显示,英语

学习者的既有背景知识图式在某些程度上反而会

在一定程度上对听力理解进行干扰和妨碍。进一

步分析发现,能否正确调用头脑中的既有图式是

能否准确对材料进行理解的关键。有些学习者虽

然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图式,但在听力理解过程中

对其进行过度使用,出现了过度推理甚至“想当

然”的情况,因而很有可能无法正确理解材料主

旨;而另一些学习者尽管缺少相关背景知识图式,
但能够使用“自下而上”的信息加工机制,加之其

对语篇结构的整体把控,仍然能够较为准确地理

解材料。由此可见,背景知识图式是英语听力理

解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当学习者熟悉

语篇材料背景但没能找到背景知识与该材料语境

的契合点时,听力理解的准确度就会受损;反之,
即便学习者头脑中没有语篇的背景图式但能通过

分析语境信息和语篇结构推断出材料的背景知

识,听力理解的准确度也会得以提高。面对以上

关于听力理解的种种局限,英语教师需要在课堂

教学中做到将学生的背景知识图式有效调用,同
时又能在教学过程中涉及足够的具体语篇知识,
从而能够实现学生的既有图式与具体语篇语境的

最佳结合,最大程度避免图式对听力理解的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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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Schema Theoryin TeachingofEnglish Learners’
ListeningComprehension
LiuMengdi
(ForeignStudiesCollege,NortheasternUniversity,Shenyang110819,China)

Abstract:Thelisteningcomprehensionrelatedstudiesoverthepastthreedecadeswerecollectedand
analyzed.Therelationshipbetweenschematatheoryandlisteningcomprehensionwasdiscussedfrom
theperspectivesof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schematheory,andtheeffectsofschematain
listeningcomprehension.Thefactorsthataffectlanguagelearners’useofschemaknowledgefor
listeningcomprehension,andtheimplicationsandlimitationsofschematheoryforlisteningteaching
wereanalyzed,toprovideeffectivereferenceforteachingofEnglishlisteningcomprehension.
Keywords:schematheory;listeningcomprehension;Englishteaching

953第3期         刘梦迪:图式理论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