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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理论下的英语写作能力培养

桂姝姝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职场要求的提高，英语写作能力已经成为求职者的一项必备技能。笔者认为将

图式理论与写作教学结合起来，能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写作能力。英语写作能力培养的需要考虑语言图式、形式图式、

文体图式、内容图式、文化图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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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式理论概论
“图式”—词起源于希腊。1781 年，德国著名心

理学家、哲学家康德最早提出此概念。上世纪二十年代，

图式理论之父巴特莱特提出图式理论，他认为，图式是

长期储存于记忆中的知识结构，是一个至上而下的信

息处理过程。此后，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等、现代认知

心理学家鲁姆哈特等多位学者对图式分别做了不同的定

义。但是这些不同定义在中心观点上达成共识，那就是：

图式作为既有的、有组织的背景知识存在于人脑中的知

识结构，对人们理解、预测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引导作用。

这些有组织的背景知识系统通过人际交往和感知外界而

形成，人们遇到新事物时，该系统就吸收特定事件或客

体并把他们储存在系统相应的类别中。图式理论是一个

关乎人脑如何习得知识并对知识进行加工的理论。图式

理论认为，人们在交际中形成经验或背景知识并长期储

存在人脑中，其储存方式不是简单地机械相加堆砌，而

是以不同事物不同情境为中心形成有序的知识结构，这

种知识结构就是图式。图式在人脑中形成后会对获得的

新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包括重组、理解、记忆，也就是

说获取新信息时，人脑将新获取的信息与已有知识结构

相匹配来帮助理解新信息。任何认知、习得都是在既有

图式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知识只有与既存知识结构联系

起来才能得以加工处理。高效率的读者通常激活必要的

知识结构来解读文本。

国内外多个学者根据不同领域对图式的分类也有不

同见解。根据图式不同的特点和性质，二语习得过程中

的图式可以分为语言图式、形式图式、文体图式、内容

图式、文化图式等。

2 图式与英语写作能力
就英语写作来说，语言图式指的是与写作对象相关

的语言基础知识。即学生能否写出语法正确、句意通顺、

表达地道的句子，并组合为文章。然而现实却是大量学

生基本功不扎实。一是词汇匮乏，词汇是语言最基本的

单位。没有词汇积累，也就没有建立起图式。所以学生

常常发现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或者词不达意。二是

语法知识欠缺，如时态混乱、谓语动词误用、主谓不一

致，甚至拼写错误。少量学生能写出语法正确的句子，

但能明显看出来该句子是由汉语翻译而成。这样的句子

读起来生硬不地道，也就是所谓的中式英语。也就是说，

学生的语言图式单薄不完整。为了弥补语言图式的欠缺，

教师可以总结常见近义词反义词、提供相关阅读材料让

学生积累常用表达句型、在阅读的过程中重建学生的语

法结构。学生只有建立起充足的语言图式，才能在写作

时激活头脑里相关知识结构，才能写作出语法正确、句

意通顺、表达地道的句子，这也是英语写作的最基本要

求。

形式图式是指有关文章的谋篇布局的知识结构。教

师在写作课堂上常常要求学生背诵大量句型，如表示并

列、转折、列举的短语表达，文章开头或结尾的惯用句型。

这些例句在文章中虽是正确表达，但也显得生硬死板没

有新意。另一方面，例句之外的、由学生自主产出的句

子普遍显得较为“中式”。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学生头脑

中形式图式的缺乏。汉语和英语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语

言体系。英汉语言在表达上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汉语

重意合，无主语情况普遍、语义不依靠连接词，句子结

构松散，呈“树状行”；段落里没有明确的中心句。而

英语重形合，句子多“开门见山”，多以物做主语，常

用连接词，呈“竹节型”；段落常常以明确的中心句开头，

再展开陈述，让读者一目了然。受汉语思维影响，很多

学生写出的英语文章都是由一句句汉语翻译过来的，因

此文章的谋篇布局普遍存在结构松散、中心思想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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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孤立不连贯、重叠拖沓、缺乏逻辑性等问题。在写

作教学中，教师应特别注意帮助学生建立起形式图式。

如通过文章结构对比分析，找中心句来帮助学生解析文

章结构从而学会更有效地谋篇布局，通过仿写句子来体

会如何做到自然衔接、简洁高效、逻辑缜密。当然，这

一切都离不开学生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的深刻理解。

文体图式指的是文本的写作风格，不同体裁的文章

具有不同的语言风格、行文规范。具体体现在有的文章

属于非正式口语体，写作风格轻松日常、句式松散，有

的属于正式书面体，结构紧凑、不苟言笑。而文体风格

是由文本的交际目的决定的。在写作教学中，由于专四

专八考试的压力和需要，教师常常只注重一两种文体的

练习，特别是议论文。但在具体生活或工作需求中，学

生必定需要创作出多种文体的文章，他们需要根据不同

的写作目的来选择不同的文体风格。因此，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当同样关注其他文体的图式，如记叙文，说明

报告、求职信、推荐信、便条等应用文。笔者认为，教

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欣赏分析不同文体的文章来帮助学

生建立起文体图式。只有建立起文体图式，熟悉各个文

体的写作风格，学生创作的文章才是符合规范的，才能

完成高效的交际。

内容图式指的是与写作主题相关的社会背景知识，

即写作描述的内容、表达的观点等。很多学生在专四考

试写作部分感到无从下笔，这是因为学生头脑中缺乏相

关的内容图式，也就很难找到论点论据。而写作课堂上，

教师大多把精力时间放在写作理论和技巧的讲解上，很

少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论点并以论据展开讨论。学生写

出的文章自然是空洞乏味，没有立足点，甚至是单纯的

文字堆砌。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更加注重向学生传

达主题背景知识，引导学生思考，从而形成论点论据。

比如在写作之前先让学生自主思考，再通过文字阅读或

音视频资料和分组讨论丰富扩展学生的背景知识。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丰富了内容图式，新获得的背景知识与

已有知识结构进行再加工、再重建，学生更容易找到论

点和论据，写作文章的质量也自然有了提高。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语言的根源。英文文

本的创作和传播实际上是英汉两民族间的跨文化交际。

因此，文化图式也是写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图式。

文化图式指的是有关文化的知识结构，包括民俗习惯、

生活方式、社会系统、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等。不同

的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环境会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产

生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语言表达。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文化图式的缺失必将影响交际效果，甚至造成交际失败。

如，在书信类的应用文中常常使用称呼，汉语中对别人

的称呼通常是“姓氏＋职位”的模式，如马主任、郑经理。

但英语中，对别人的称呼统一使用“Mr/Mrs/Ms ＋姓氏”

的模式。汉语思维从大至小，而英语思维从小至大，这

一点在地址的表达上得到充分体现。汉语地址通常为：

xx 国 xx 省 xx 市 xx 区／县 xx 街 xx 号；相反，英语里地

址通常是：xx 号 xx 路 xx 区 xx 市 xx 省 xx 国。再如中国

人是象形思维模式，喜欢为一个结论或论点做大量铺垫，

习惯把外围环境和背景一一交代，再给出中心思想；而

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抽象的，更喜欢开门见山，往往将

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前的位置，以突显其中心地位。这

样的思维方式差异在写作中有两点体现，句子的结构差

异和段落组织的差异，中文常常把点睛之词放在句尾，

把中心段落放在文章最后，形成“综上所述”的局势；

英文常常开门见山，点睛之词放在句首，中心段落也放

在首段。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文化意识薄弱，而课堂传统

教学的重点长期放在语法和基础语言点上，导致学生的

跨文化意识浅薄。文化图式是存在文本之外的由传统、

风俗习惯等构成的知识结构。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学

生语言应用能力的真正提高，必须依靠文化图式。因此

必须加大文化因素在课堂教学的比重，培养文化意识，

理解文化差异，逐步建立跨文化图式。

3 结语
英语写作能力是英语专业学生的核心技能之一。随

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职场要求的提高，英语写作能力已

经成为求职者的一项必备技能。笔者认为，写作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适当将图式理论与具体写作技巧相结合。

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在交际中形成经验或背景知识并长

期储存在人脑中，以不同事物不同情境为中心形成有序

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就是图式。二语习得过程中

的图式分为语言图式、形式图式、文体图式、内容图式、

文化图式等。学生只有在头脑中建立起这些图式，才能

在写作时迅速激活相关知识结构，也就是图式，也才能

创作出高质量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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