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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第二语言中听力教学的效果 

摘要  ：  在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  为提高听力教学效果,习得者在培养本身语言能力的同时,要重视启发和

训练自己运用图式理论以提高听力水平。  本文以图式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听力理解的认知机制,并在此

基础上探讨了图式理论在促进听力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并提出了如何运用图式知识的一些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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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用于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的工具。据统计，人类语言交际中听占  45％，说占  30％，读占  16

％，写占  9％，对于语言的习得特别是第二语言的习得，最初和首要的的途径就是通过听来学，这符合人

类习得语言的一般认知规律。  [1]但听力理解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被动的过程，作为被动的接受者， 

习得者没有或很少任何背景知识的提示。事实上，听力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过程。在听的过程中，习得者欲

获得对说话者所说内容的理解。要达到该目的，习得者需利用语境线索、背景知识及其他多种学习策略。

积极的习得者会利用背景知识带着目的去理解说话者的意思。因此，图式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就起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 

          一、图式理论及其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特征化表现图式理论  （schema    theory）是认知心理学

家用以解释心理过程的一种理论，其基本意义可概括为：任何语言材料，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本身

无意义，它只指导习得者如何根据自己原有的知识，恢复或构成意思。所谓图式则是人头脑中存在的知识

的单位，是个体过去所获得知识在头脑中储存的方式，是大脑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积极组织，是被学习者

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对新信息起作用的过程及怎样把新信息丰富到习得者知识中的过程。图式中每个组成

成分构成一个空档，当图式的空档被习得者所接受的具体信息填充，图式便被激活，语言因此得以理解并

接受。  [2]具体而言，在第二语言听力教学过程中，图式本身表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特点是：内容图式的结构

性或共同性；  [3]内容图式的层次性；  内容或文化图式的差异性；  内容或文化图式的兼容性。综上所述，

内容图式是指习得者所具有的与文章主题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和经验。文化图式是指人脑中

对于语言文字所基于的社会文化的知识结构模块。这两者在听力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第二语

言习得阶段，尤其是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过程中，学生不能正确理解材料，其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对上述两

种图式及对于其特征的基本了解。事实上，内容图式与文化图式常常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二、图式理论在第二语言听力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应用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一些对习得者有益的策

略，以提高听力水平。 

        1.利用内容图式进行推论   

          语言表达中省略的现象很常见，因此，听力理解中必须利用图式的层次性和各变量间较固定的约束关

系进行推论。常见的推论有以下三种。 

          （1）图式选择推论。根据听力材料提供的有限信息，在众多可能的图式中选择一个恰当的图式，或

者激活一个最可能的图式，这就必须进行推论。 

          （2）变量具体化推论。当听力材料中的线索自上而下地激活了某个图式，该图式就会产生自上而下

的作用，使图式中的变量具体化。 

        （3）缺少价值推论。在选定某图式之后，听者继续听取线索以填充图式剩余的空档而证实该图式。但

大多数情况下，图式所有的变量并非都出现在听力材料中，这时，听者要运用变量约束猜测缺少的价值，

推出材料中未呈现的东西。这就是缺少价值推论。 

          2.利用内容图式建立吸收信息的框架结构，  对记忆进行组织整理        当听力材料内容繁杂，习得者

难以应付，记忆与理解间相辅相成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习得者应在理解中应用图式对所记忆信

息进行编辑、总结、推导性重构，使信息形成有机的统一体。 

          3.利用文化图式的兼容性吸纳新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必要时候，习得者应利用图式兼容性，灵活创建新图式及增添图式中的变量，以利

于了解吸收新知识，而非机械地按已有图式去理解材料。  [4]所以，习得者必须注意中美文化的差异，利用

图式的兼容性，建立新图式或图式中的新变量，理解文章，吸收新信息并为以后的学习储备知识。 

          三、图式理论在第二语言听力教学过程中的可行化建议实践证明，在听力教学中，图式构建是提高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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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者听力理解的有效途径。鉴于此，笔者就如何丰富习得者的内容图式和文化图式提出几点看法。首先，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多重视文化信息的输入，帮助学生吸收、丰富世界知识，建立新图式。如听前背景

知识介绍或提示；而听后对所听材料进行提问、复述或写摘要、列提纲等，强化新信息的吸收和储存，快

速图式化，并便于保存。  [5]其次，增强习得者对文化信息的敏感性。图式具有动态性，因此要求习得者增

加阅读量，  [6]扩大知识面，并及时了解时事，多收听英语广播新闻是构建习得者新图式的有益尝试。再次，

在听力教学中，多向习得者讲解听力语篇的段落结构、内容要点以及主题等上层水平结构，并通过分析文

章的谋篇布局、段落组织使习得者清晰了解英汉文体图式的差异，从而快速形成关于英语语篇内容图式，

从而有效加工信息，并加快听力理解进程。          最后，就考试中常见的听力问题而言，建立一种解题图式，

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平时听力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对各题型的答题方法技巧进行认真

的学习训练，积累和建立起丰富的解题经验  （解题图式）  ，在实际考试中就可以做到思维敏捷，答题熟

练。 

          四、结束语   

          总之，听力理解是解码与意义重构的有机结合、积极的动态思维过程。习得者并非仅仅对语音、词汇、

语法等语言知识进行听辨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对语篇所包含的各种非语言信息（文化和内容）进行理解和

探究。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图式理论的介绍以及分析其在第二语言听力理解中的作用，试图说明，如习得

者能了解内容图式和文化图式对听力理解的影响，并有意识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听力学习活动中，将会大

大提高其听力语篇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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