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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结构图式认知与大学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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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式理论认为知识以抽象、结构化和系统化的形式储存于我们的大脑中，在恰当的时候被激活。以图式理论和

体裁教学法为基础，讨论向学生输入一系列的体裁知识，通过阅读和写作，可以帮助他们建构和重构体裁结构图式。实

践表明：这种方法突出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作用，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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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Genre Structural Schemata and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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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chemata theory， knowledge is stored in our mind in an abstract， structured and systematic 
way. It can be activated in certain condition. Foreigh language learning can be viewed as a process of schemata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under the guidance of schemata theory and the teaching methodology of genre 
structure，discusses that it can help students construct and reconstract genre structural schemata if teachers input genre 
information to students systematically through reading and writing.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it helps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tudying and improve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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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英语阅读教学中，虽然教师们引导学生
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模式进行阅读，但学生的阅读能力
仍不容乐观，而且学生的交际能力也严重不足。大多
数学生在阅读时仍然停留在对字、词的理解上，很难
从宏观上把握文章的脉络、主题和作者的意向，因此
语篇分析能力非常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
对各类专业体裁语篇的阅读，严重制约了交际能力的
发展。笔者试图以图式理论和体裁教学法为基础，从
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结合教学实践，探讨体裁图式结构
认知对大学英语教学的积极作用。 

一、理论框架 

1. 体裁  

随着语篇分析的发展，语言学家不再满足于对语

言自身的分析，他们对体裁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分析
产生了浓厚兴趣。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John M. Swales 

认为，体裁是交际事件的一种分类，而交际事件涉及
多种因素，如语篇本身、参与言语交际活动的人、语
篇的功能、产生和接受语篇的环境(含历史和文化背景)

等[1]。Martin 把体裁看作是“一种有步奏的、以交际
目的为导向的社会交往过程”[2]。Swales 认为体裁是
交际事件的一种分类[1]。Eggins(1994)把体裁看作是语
言使用中“有步奏、有目的的活动类型”，认为“在我
们的文化中有多少种已被承认的社会行为就有多少种
体裁”[3]。以上体裁的界定在本质上一致的，都认为
交际目的决定体裁的存在，他们都强调体裁的常规性
和制约性，认为体裁是语言使用者共同遵守的、程式
化的社会交往工具，具有重复性和习惯性，其基本原
则不能被随意更改[4]。Fowler (1982) 把具体语篇涉及
的不同体裁分为“类”(kind)和“式”(mode)[4]。常见
的体裁类型有叙述(narration)、描写(description)、说明
(exposition)和议论(argumentation)等四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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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裁结构图式认知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任何文本，不管是书面的还
是口头的，自身并不会传递任何意思，它只为听者或
读者提供指导，使其可以根据自身在过去所获得的知
识来恢复或构建文本的意思。这种在过去获得的知识
结构被称为图式(schemata)。图式是“人们用已有的结
构来记住新资料的一种方法”[6]。另外 Carroll 认为，
图式可以被看做是语义记忆的一种结构[7]。这些定义
说明，图式是人脑中一种抽象的、结构化和系统化的
知识表征。图式是按层次组织起来的， 核心概念图式
涵盖次图式(sub-schemata)，图式也可以相互涵盖在心
理学研究中。图式一般分为自然范畴图式、事件图式、
文本图式、专门领域知识图式、计划和策略图式。心
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图式对他理解新事物有重大影
响。一个图式就像一个有许多空档的构架。当新信息
和存在的背景知识融合在一起并被放至适合的空档
时，图式便被认为是被激活(activated)。也就是说，当
主体再次遇到相似经历时，相关的图式就会被唤起，
从而使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处理逐步达到自动化。 

图式在理解过程中起以下作用：为我们吸收篇章
信息提供了心理框架(ideational scaffolding)；有助于注
意力的分配；促进推导性发挥(inferential elaboration)；
图式使我们能有条不紊的在记忆中搜寻信息；有助于
编辑和总结；促进推导性重构(inferential reconstruc- 

tions)。 

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固定的明确的特点和内容。
比如自传体的文章往往采用记叙文的形式，包括描述
性的细节，同时表明这个事件的重要意义。相反，建
议性的文章往往采用说理论证的形式，并指出读者为
什么要采取作者提出的解决办法。要学会读写， 就必
须要熟悉各种体裁中文体的模式和规则。认知心理学
的研究成果表明对语篇的有效理解取决于读者把语篇
的框架结构和自己头脑中熟悉的约定俗成的模式即图
式联系起来的能力。读者可以通过把语篇的结构置于
传统的语篇模式中来正确地辨认和组织信息。教师在
帮助学生熟悉属于各种体裁的不同图式结构中起着关
键作用。 

3. 体裁分析法 

体裁分析法是基于体裁分析基础之上的把体裁和
体裁分析理论运用于课堂， 围绕语篇的图式结构而开
展教学活动的一种方法。“体裁分析”包括文体分析和

语篇分析，目的在于弄清楚不同的交际目的是如何影
响语言的使用，包括措辞、句式的选择、语篇的内部
结构等， 以及这些选择与交际目的之间是如何相匹配
的， 从而对语篇进行模仿和鉴赏。体裁分析法就是让
学生了解不同体裁的语篇具有不同交际目的和语篇结
构；让学生认识到语篇不仅是一种语言建构(linguistic 

constructs) ， 而 且 是 一 种 社 会 意 义 建 构 (social 

meaningful constructs)；让学生既掌握语篇的图式结
构， 又能够理解语篇的建构过程，从而帮助学生理解
和创作属于某一体裁的语篇[8]。 

二、体裁结构图式认知与大学英语教学   

阅读是读者与阅读材料之间的相互交流。读者运
用自己的背景知识、语言知识及阅读技巧对阅读信息
进行加工、预测、推断、证实，以期达到有效的理解。
阅读的“信息处理”(information-processing)主要有“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在阅读理解时，
采用“自下而上”的认识法指主要通过分析文章本身
的单词和句子来理解，而采用“自上而下”的认识法
则指利用读者先前已有的知识、预想、经验、事物摹
本和构思图式来理解它。这种“自上而下”的认识法
与通过读者对体裁图式结构认知的“体裁分析法”不
谋而合。“体裁是一种内部结构特征鲜明、高度约定
俗成的交际事件，建构语篇时，我们必须遵循某种
特定体裁所要求的惯例，按一定的思维模式组织起
来的。”[9]在教学中，教师有计划有规律地通过范文向
学生介绍将来学习中会遇到的典型体裁模式，重点分
析其“结构图式”，使学生了解特定体裁的社会功能和
交际目的，在大脑中形成其结构图式，即形成一般认
知规律。然后引导学生进行这些篇章的学习，让他们
举一反三，这样把学生的一般认知规律和个体认知方
式结合起来。 

图中的“GS”为作者提出的主题或思想“（general 

statement）的假设，“W”为读者解构作者假设时的一
种心理活动，自问“他为什么这么说？”，“B”为作
者陈述假设的原因或理由。说明的步骤是：C1(“GS”
产生的原因)→E(“GS”产生的效应)→S(解决“GS”
现象的办法)→C2 结论(与主题呼应)。说明方法很多，
如图中 giving examples(举例法)、reasoning(推理法)、
citing or quoting(引用法)……等等。当然其中的步骤有
的不会涉及，这要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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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说理性说明文常模解构图式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首先通过体裁分析法教会学
生通过“自上而下”的认识法了解和分析说理性说明
文的体裁结构及主题，再结合“自下而上”认识法疏
通篇章中的语言点，使学生了解这一体裁的社会功能
和交际目的，在大脑中形成其结构图式，即形成一般
认知规律。然后通过写作练习，以激活学生大脑中说
理性说明文体裁的图式。对学生来说, 帮助他们找到
正确的体裁形式来表达思想是值得付出的努力。培养
学生对体裁的敏感性的方法在范围、深度、和方法上
各不相同。老师可以按照所教的班级的程度来安排, 

但不管怎样应该从学生已知的内容开始。以下是一些
可供选择的方式：列举最喜欢的体裁形式，并加以分
析，对某一写作任务一起讨论可行的体裁方式，选择
不好的范文来分析其弱点，收集优秀的各个体裁的范
文并对此进行赏析，对努力使用新的不熟悉的体裁形
式来创作的学生给予表扬。            

笔者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尝试以“体裁分析法”为
基础，采用自上而下的“体裁分析法”，和“自下而上”
的语言分析法二者结合的方法，以提问的方式贯穿于
课堂教学中，以便激活学生大脑中已存在的相关图式
──背景知识，启发和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
归纳、推理和总结，对篇章中的语言特色进行分析、
欣赏，建立新的背景知识并达到准确理解文章信息的
目的。实践证明这一教学策略不仅能激发学生的阅读
兴趣、使学生遇到疑难问题，能积极主动地研讨，还
能提高学生处理信息的认知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阅
读速度和阅读效率，增强他们的篇章意识，促进他们
运用体裁模式建构篇章完成写作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文章的题目入手，而非
从讲解新词开始，采取“自上而下”的体裁结构图式

认知法与“自下而上”的语言教学法二者结合的方法，
可以建构和激活学生大脑中的相关图式，启发和引导
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归纳、推理和总结，建立
新的背景知识并达到准确理解文章信息。此种教学方
法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教学法的局限，强调了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积极参与作用，使学生从过去的被动信息接
收者变成了现在的主动信息处理者，提高其体裁意识，
“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
能力”这正是《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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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giving examples)

C12(reasoning) 

C13(citing or quoting)
C1 (cause)

S1 (giving examples)

S2 (reasoning) 

S3(citing or quoting)

E(effect)

S (solution)

(giving examples) E1

(reasoning) E2

(citing or quoting) E3

C2 (conclusion)

GS (general statement) →W (why)→B (beca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