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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语篇模式能反映一个语言团体的思维模式和文章宏观布局的认知，有助于阅读教学。本文较为系统地研究

语篇模式辅助阅读教学的效果，通过实验分析语篇模式教学对阅读者以下 4 个方面的影响: 阅读水平、元认知阅读策略、
认知阅读策略和社会情感阅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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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pattern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thinking patterns and the cognition of the global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for dis-
course，which are contributive to reading instru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textual pattern teaching facilitates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The study contains analyses of students' chang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comprehension proficiency，appli-
cation of reading strategies in metacognition，cognition and social af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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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阅读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维度，也是各类

英语能力、水平考试考察的重点。本文以语篇模

式为视域，尝试将文本知识与阅读策略训练相结

合，探讨语篇模式对阅读者阅读水平和阅读策略

应用的效果，以期提升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效果和

学生阅读能力。通过 12 个教学周的实践对比教

学，验证了以语篇模式为视域将文本知识与阅读

策略结合是可行的，并且有助于阅读水平的提高

和阅读策略的应用。

2 理论基础和研究现状
2． 1 语篇模式

“说话就是做事”，以言行事是奥斯丁言语行

为理论的重要思想，不仅适用于口语交际，也适用

于书面语篇的交流。在书面语篇的交流中，话语

者以书面语言的形式传达自己的思想，来达成本

人叙事、描写、解释、说明、劝服及娱乐等目的。语

篇为实现交际目的，其布局要遵从语言团体的思

维模式。遵从这种思维模式，即应用对语篇宏观

布局的认知，使受话者更好地诠释语篇意义，达到

话语者的交际目的。这也正是认知语篇学所强调

的———使语篇的生成与理解符合人类的一般认知

模式( 朱长河 朱永生 2011: 35 － 39) 。

同一语言团体思维方式的共性使语篇中的句

子并不是杂乱无章地从一个话题过渡到另一个话

题，而总是按照话题之间的连贯性和话题展开的

可能性有规律地组句成篇，这种规律性是语篇模

式的基础 ( 秦秀白 1997: 11 ) 。Hoey ( 1983 ) ，Mc-

Carthy( 1991) ，秦秀白( 1997) ，黄国文( 1996 ) ，丁

维莉( 2009) 等学者先后对语篇模式进行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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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语篇模式着眼于语篇宏观结构，研究话题和

话题之间的转换，既反映作者的思维模式，也反映

语篇宏观布局结构。经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各类

具有代表性的语篇模式被从语言实践中总结概括

出来，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如问题 － 解决模式、概
括 － 具体模式、叙述模式、主张 － 反主张模式、假
设 － 真实模式、提问 － 回答模式、机会 － 获取模

式，嵌入模式等等。受话者如果了解目标语言的

语篇模式就能更好地破译话语者的语义，提高交

际效率。
语篇模式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中词汇、语法

和翻译教学为主导的现象，使教学由表层语言特

征提升至语篇宏观结构特征和交际目的，语篇模

式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阅读教学中。研究显

示，语篇 模 式 可 以 优 化 学 生 的 阅 读 模 式 ( 孙 蓉

2004: 23 － 24 ) ，提 高 学 生 的 阅 读 成 绩 ( 银 程 枝

2008: 78 － 80，包昀亮 2005: 48 － 57 ) 、篇章意识

( 刘登娟 2007: 46) 及促进预测、推断等阅读策略

的应用( 刘登娟 2007: 46; 夏侯富生 2009: 172 ) 。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次研究较为系统地调查了

语篇模式教学对 3 个方面、共 17 个具体的阅读策

略的影响，较为真实、可靠。
2． 2 阅读策略

阅读策略是学习策略与语言技能的结合，可

以广义地定义为: 为解决阅读中遇到的问题或为

了达到一定的阅读目的而采用的措施。学者从不

同维度 对 阅 读 策 略 分 类，较 为 广 泛 应 用 的 是

O'Malley 和 Chamot( 1990: 119 － 120 ) 根据信息处

理理论进行的分类。根据信息处理理论，阅读策

略可分为: 元认知阅读策略、认知阅读策略和社会

情感阅读策略。
元认知阅读策略主要是计划、监控和评估阅

读。元认知就是对认知活动的认知，在阅读过程

中离开了元认知这个“后台总管”的有效调控，阅

读策略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 杨爱英 2011: 103 －
105) 。认知阅读策略就是那些读者们应用去完

成阅读任务的策略，包括略读、寻读、预测、猜词

义、概括、推导、重复等。社会情感阅读策略是阅

读中的澄清问题、合作、激发动机和减少焦虑等。
元认知阅读策略和认知阅读策略是不可分割的，

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阅读策略以读者为中心，

试图把读者培养成为具有良好阅读技巧和能力的

阅读者，阅读策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基于 O'Malley 和 Chamot( 1990: 119 － 120) 以

及严明( 2007: 161 － 203 ) 的分类，本次实验调查

的阅读策略有 3 个方面、17 个具体的阅读策略。

元认知阅读策略包括: 制定阅读计划、选择阅读材

料、设定阅读目的、划线、监控阅读、阅读后评价阅

读和记笔记。实验调查的认知阅读策略包括: 略

读、寻读、预测、猜词义、推断、重读和概括。实验

调查的社会情感阅读策略包括动机、焦虑和合作。
本文从语篇模式视域探讨语篇模式对提高阅

读水平的作用，涉及 4 个方面: 语篇模式教学对阅

读者阅读水平的影响; 语篇模式教学对阅读者元

认知阅读策略使用的影响; 语篇模式教学对阅读

者认知阅读策略使用的影响; 阅读模式教学对阅

读者社会情感阅读策略使用的影响。

3 研究方法
3． 1 实验对象

实验研究对象来自哈尔滨剑桥学院 2010 级

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以阅读水平测试成绩和实

验前问卷结果为依据，在一年级 4 个英语班中选

定一个实验班和一个受控班，保证选定的实验班

和对比班的阅读水平和阅读策略的使用情况相对

一致。实 验 班 38 人 ( 阅 读 水 平 测 试 平 均 值 为

26． 3333) 、受控班 40 人 ( 阅读水平测试均值为

26． 4118)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 ( p 值为 0． 940 ＞
0． 05、置信区间为 － 2． 13767 － 1． 98080 ) ，表明实

验班和受控班在阅读水平上无显著差异。实验前

阅读策略问卷的独立样本 T 检验中 46 个项目的

p 值在 0． 987 和 0． 365 之间，每项都大于 0． 05，说

明实验前实验班和受控班在阅读策略应用上也无

显著差异。
3． 2 教学模式

实验中利用阅读材料的语篇模式，引导实验

对象了解英语语篇宏观布局规律、洞悉作者写作

目的，应用恰当的阅读策略来提高阅读效率。在

实际授课过程中，实验班与控制班教师相同，授课

时数相同，授课材料相同，尽量排除其它人为因素

的干扰，控制干扰变量。
阅读材料选自《大学体验英语综合教程 2》和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历年真题。本次实验共用语篇

模式 6 个: 问题 － 解决模式、概括 － 具体模式、叙
述模式、主张 － 反主张模式、提问 － 回答模式和嵌

入模式。实验调查的阅读策略课划分为 3 个方

面、17 个具体的阅读策略。
受控班的教学模式包含两个部分: 文本知识

教学和阅读策略教学。文本知识教学传承了传统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词汇、语法和翻译教学。阅读

策略教学可分为 3 个阶段: 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

后活动。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和教学目的，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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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选择性地把阅读策略作为阅读活动加入文本

教学，阅读策略不作为独立的教学内容进行讲解。
教师将文本和策略相融合，可选择性地进行以下

阅读教学活动。
表1 受控班教学模式

阅读前

词汇讲解和练习、语法讲解和练习、选择阅读

材料、制定阅读目的、制定阅读计划、略读、预
测主题、激活背景知识、激发阅读兴趣、试图

专注于阅读等。

阅读中

预测、寻读、推断、猜词义、找主题、监控阅读

速度、监控阅读策略、寻求帮助、记笔记、试图

专注于阅读、新旧知识融合保持阅读兴趣、词
汇讲解和练习、语法讲解和练习、翻译等。

阅读后

评价阅读、重读、概括阅读内容、与他人讨论、
新旧知识融合补充和验证旧知识，语法、词汇

和语篇模式知识总结等。

实验班的教学活动只是在受控班的文本教学

中加入了关于语篇模式的讲解和训练。阅读前的

活动中增加了阅篇模式知识讲解，其中包括: 与阅

读材料相对应的特定语篇模式的文本布局特点、
承接和写作目的。在阅读中的活动中加入利用图

表概括文本各部分内容、强化承接词和语句两种

阅读活动。阅读后的概括阅读内容活动调整为利

用语篇模式概括阅读内容。
3． 3 试验工具与数据分析方法

本次实验持续 12 周，使用定量和定性两种研

究方法。实验采用的定量研究工具包括实验前后

的阅读水平测试和实验前后的两次阅读策略应用

状况问卷。定性研究中使用了对学生的访谈，对

定量研究进行补充和验证。实验所使用的统计软

件为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SPSS17． 0。
3． 31 阅读水平测试

为了对比语篇模式教学对读者阅读水平的影

响，实验前后各进行了一次阅读水平测试。用于

测试的两套题难易程度相当，试题全部来自大学

英语四级考试真题，每份试卷共 4 篇文章，20 道

多选项选择题，卷面分值为 40 分。实验前曾随机

抽取非实验对象 40 名测试两份试题难易程度的

关联度，双变量相关分析表明两份试题切实相关

( 相关系数为 0． 970) ，试验结果具有意义( p 值为

0． 030) ，两份试题难易程度相当。
3． 32 调查问卷

调 查 问 卷 的 设 计 以 O'Malley 和 Chamot
( 1990: 119 － 120 ) 对阅读策略的调查问卷为依

据，结合严明 ( 2007: 161 － 203 ) 对阅读策略的分

类进行了修改。问卷共分 3 个部分: 元认知阅读

策略应用状况调查、认知阅读策略应用情况调查

和社会情感阅读策略应用情况调查，3 个方面共

涉及 17 个具体阅读策略，以上内容在问卷中体现

为 46 个具体的问卷项。问卷使用里克特( Likert)
5 级划分法把每个问题划分为 5 个程度: 从来不

这样做; 只是偶尔会这样做; 有时会这样做; 经常

会这样做; 总是这样做。问卷在实验前进行了多

次修改和再测信度分析。所谓再测信度分析就是

用同一种测量工具在不同的时间、相同或类似的

条件下，对相同受试者先后两次的测试，然后根据

两次测试结果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相关系数，这种

相关系数代表再测信度( 秦晓晴 2004: 75) 。经反

复修改后，本次实验问卷的再测信度分析结果为

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 602、p 值为0． 003 ) ，表明

本次实验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3． 33 访谈

访谈围绕实验调查问卷中 3 个方面、17 个具

体的阅读策略设计了 17 个问题，以半结构性访谈

和概率抽样方式对学生进行访谈，对所得数据进

行描述性说明。

4 研究结果和分析

采集试验数据后，笔者经过细致分析，得出如

下结论。
4． 1 语篇模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水

平，但不显著

实验前阅读水平测试数据对比显示实验班阅

读水平测试的均值为 26． 3333，受控班的均值为

26． 4118。独立样本 T 检验( p 值为 0． 940 ＞ 0． 05，

置信区间为 － 2． 13767 － 1． 98080) 说明实验班和

受控班在阅读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经过 12 周实验，实验班的阅读水平均值为

28． 2222，受控班的均值为 27． 2941。实验后测独

立样本 T 检验结论为: p 为 0． 361( 大于 0． 05) ，置

信区间为 － 1． 08761 － 2． 94382 ( 包含 0 ) ，证明实

验后实验班和受控班在阅读水平上仍无显著性差

异。但我们对比实验前、后两次独立样本 T 检验

发现，实验班的均值提高了 1． 8889，受控班的均

值提高了 0． 8823，但两组在阅读水平上无显著

差异。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语篇模式教学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但效果不显著。该结果

验证和补充了学者们对于语篇模式和阅读水平之

间关系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语篇模式有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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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银程枝 2008: 78 － 80; 刘登娟

2007: 46) 。
4． 2 语篇模式教学有助于元认知阅读策略的

应用

本次实验研究语篇知识对以下 7 个元认知阅

读策略应用的影响: 制定阅读计划、选择阅读材

料、设定阅读目的、划线、监控阅读、阅读后评价阅

读和记笔记，共设有 16 个问卷项。实验前问卷数

据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 0． 987≥P≥0． 524，全

部大于 0． 05。该结果表明实验前实验班和受控

班在元认知阅读策略应用上无显著差异。
实验后这些数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

配对样本检验发现试验后实验班的 7 个元认知阅

读策 略 全 部 显 著 好 于 实 验 前 ( 1． 22222≥均 值

差≥0． 16667且 0． 028≥P≥0． 000 ) ，其中涨幅最

少的是划线阅读策略。其次，再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均值比较和 P 值比较发现实验班的 7 个元

认知阅读策略应用中有 5 个好于受控班( 划线和

记笔记除外) 。其中提高最显著的元认知阅读策

略是设定阅读目标( p 值为 0． 000 ) 和制定阅读计

划( p 值为 0． 001) 。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阅读模式教学有助

于阅读者元认知阅读策略的应用，其中最显著的

是制定阅读计划和设定阅读目的，较为显著的是

监控阅读、阅读后评价阅读。对划线和记笔记阅

读策略没有显著影响。此前并未发现语篇策略教

学与元认知阅读策略关系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
4． 3 语篇模式教学有助于认知阅读策略的

应用

本次实验调查的 7 个认知阅读策略包括: 略

读、寻读、预测、猜词义、推断、重读和概括，共设有

19 个问卷项。实验前问卷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显

示: 0． 977≥P≥0． 365，每一项都大于 0． 05，表明

实验前实验班和受控班在认知阅读策略应用上无

显著差异。
实验后这些数据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首先，

配对样本检验发现试验后实验班的 7 个认知阅读

策略整体上显著好于实验前。测试结果中的 18
项( 1． 47222≥均值差≥0． 19444 且 0． 017≥P≥
0． 000) 效果显著，只有“我阅读中验证和修改预

测”一 项 有 提 高，但 无 显 著 差 别 ( 均 值 差 为

0． 02778，p 值为 0． 324) 。其次，再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均值和 p 值比较试验后两组差异发现，

在实验班的 7 个认知阅读策略应用中提高显著的

是预测、略读、寻读和概括，猜词义、推断和重读无

显著提高。

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推测或证实语篇模式

教学有助于促进阅读者预测、推断和猜词义 ( 刘

登娟 2007: 46; 银程枝 2008: 78 － 80; 孙蓉 2004:

23 － 24) 。本文对语篇模式教学与认知阅读策略

应用的效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补充和

验证了前人的研究。本次研究证实语篇模式教学

有助于阅读者认知阅读策略的应用，其中最显著

的是预测、略读、寻读和概括。猜词义、推断和重

读能力也有提高，但效果不显著。
4． 4 语篇模式教学有助于情感阅读策略的

应用

本次实验调查的社会情感阅读策略包括动

机、焦虑和协作，共设有 11 个问卷项。实验前问

卷调查 的 独 立 样 本 T 检 验 显 示: 0． 976≥ p≥
0． 418，全部大于 0． 05，表明实验前实验班和受控

班在社会情感阅读策略应用上无显著差异。
实验后这些数据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配

对样本检验发现试验后实验班的 11 项中有 10 项

显著好于实验前( 0． 94444≥均值差≥0． 02778 且

0． 003≥P≥0． 000) 。只有“利用唇读或指读集中

注意力”一项略好于实验前，但无显著差异( p 值

为 0． 032) 。其次，再比较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均值

和 P 值发现，从整体上看动机显著提高，焦虑显

著下降，但合作策略没有显著差异 ( 0． 427≥p≥
0． 177) 。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阅读模式教学有助

于情感阅读策略的提高，增强了阅读动机，减少了

阅读焦虑，但对阅读中的协作( 阅读的社会性) 无

显著作用。

5 实验结果对教学的启示
5． 1 语篇模式补足了传统阅读教学中的文本

教学，更有利于促进阅读策略的应用

语篇模式从宏观角度揭示了作者谋篇布局的

规律，展示了写作的目的，有利于读者对篇章的整

体结构进行把握，以便深入理解篇章的宏观命题

或宏观结构。因此，语篇模式能弥补传统阅读教

学中文本微观教学的不足，实证研究证明语篇模

式能够促进读者阅读策略的应用，读者对篇章宏

观布局和写作意图的掌握更有助于读者去设定阅

读目的、制定阅读计划和监控阅读。同时，读者也

可以更好地预测、略读、寻读和概括，从而读者的

阅读动机被调动和激发，减少焦虑，更有利于促进

阅读策略的应用。
5． 2 英语阅读教学应该是全方位的立体教学

实验结果显示语篇模式教学是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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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对提高阅读者的阅读水平和促进阅读策略

的应用。但语篇模式不是万能的，语篇模式只是

提供给学生一种视域，使其认知语篇宏观布局的

基本规律和这种布局传达的交际目的，从而改善

阅读者，尤其是不擅长阅读的阅读者阅读中只见

树木、不见树林的不良阅读习惯。本次实验访谈

发现，阅读能力差的阅读者词汇因素最直接影响

其阅读成绩。有效的英语阅读教学应该是语言微

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有机结合，是语言表层知识

和语言深层知识的结合，也是语言与文化和社会

的结合。阅读教学要遵从认知规律，从微观到宏

观的语言成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立体教学

才是有效的教学。
5． 3 英语阅读教学应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能

动性和交互性

实验班被访谈的 6 名学生证实了语篇模式教

学的成果，认为语篇模式知识在阅读中有助于读

者宏观、高效地对篇章解码，但阅读能力提高的一

个主要因素是: 阅读者是阅读活动的主体。只有

阅读主体能动地在课下应用语篇知识，语篇教学

才是有效的。对于阅读教师而言阅读者的课外阅

读活动和课堂阅读教学是同等重要的。阅读教师

在讲解知识、让学生积累知识的同时还要创建阅

读情景，组织阅读主体合作学习，并指导、鼓励和

监督阅读主体在课外进行丰富多样的阅读活动。
阅读活动的主体性、能动性和交互性使学生成为

拥有自主学习能力的阅读者。
5． 4 阅读者良好的阅读习惯是阅读教学真正

的目的

阅读作为知识输入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一直

以来受到教育者的关注，其研究成果丰富。本次

实验将语篇模式与阅读教学中的阅读策略相结

合，其实质目的除了检验语篇教学对阅读教学的

效果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探讨如何培养阅读者

良好的阅读习惯。真正良好的阅读习惯不只是大

量广泛的阅读，更包含高效灵活的阅读方法。阅

读教学就是要从语言、社会和文化知识入手，培养

阅读主体根据不同的阅读目标或不同的阅读客体

使用灵活且高效的方法达到阅读目的。从刻板的

知识到策略再到阅读技巧，最后成为阅读习惯是

阅读课最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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