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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的学生英语阅读能力提升方法探析 

李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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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讨的目的就在于针对当今我国英语阅读教学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现状，研究如何将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恰如其分地应

用于其中，使英语教学进行得更加顺利、有序、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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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阅读教学的现状 
阅读是学习英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可以从文本

中获得很多信息。但是，阅读能力不容易获得。我们唯一要做的就

是阅读各种材料，以提高这种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阅读

能力。新的英语课程标准（2018）对阅读能力的定义如下：掌握主

要思想和要点；了解全部内容及其详细信息；从上下文中推断新词

的含义；了解论文的基本结构；通过广泛阅读来获取关键信息；阅

读后回答问题。 

1.1 学生面对的问题 

1.1.1 智力水平 

智力是指学生学习和使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朱纯（1994）认为

阅读是思考和认知的过程，因此阅读技巧和背景信息都是必要的。

毫无疑问，智商高的学生比智商低的学生更容易完成阅读任务。在

中国，多数学生处于这两个极端间，因此本文不认为这一因素对学

生很重要。 

1.1.2 生理条件 

众所周知，女性在语言学习上要比男性好得多。英语阅读也是

如此。另外，人体器官的功能可以说是影响阅读质量的核心因素。

在中国，大多数学生的智力都是差不多的，因此这个因素几乎不会

在阅读教学中产生问题。 

1.1.3 兴趣和个性 

一方面，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有关。较高的阅读兴趣有助于拓

宽阅读范围并改善阅读习惯。但是，兴趣不是先天的，而是通过不

断的训练来培养的。在中国，为了提高入学率，教师总是尽可能地

安排阅读任务，这导致一部分学生对阅读失去兴趣。另一方面，性

格也是阅读教学的重要因素。那些外向，意志坚强的人可能适合各

种阅读任务和教学方法，而那些内向和自负的学生将陷入阅读的麻

烦中。遗憾的是，中文老师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 

1.1.4 家庭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 

首先，中国存在贫富差距大的问题。显然，有钱的学生不会因为

购买课外书的内容质量不好或金钱所困扰。但是，当我们思考贫穷的

孩子时，他们不仅需要花费空闲时间做家务，而且甚至没有钱买课本。

至于文化背景，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父母升

入高素质的圈子，这将带来有利于孩子阅读能力的学习氛围。 

1.2 教师面临的问题 

朱纯（1994）指出，中国教师通常在阅读中使用两种教学方法。

一种是呈现一个线性阵列，在该线性阵列中，教师开始教新单词，

然后学生默默地阅读并做练习，然后，教师检查答案。另一个易于

全过程控制。教师逐句讲解课文，学生忙于做笔记，这使全班同学都

无法自拔，最后，学生会失去兴趣。这两种方法在中国的阅读教学中

很常见。显然，第一种方法更好，但不是最好的。原因将在下一章中

进行分析。顺便说一句，毫不夸张地说，中文老师从不指导学生注意

阅读材料中存在的文化知识，这也许应该归因于考试方向。 

2.建构主义理论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阅读是书面信息的意义建构。换句话说，阅读理解是指将书面

信息中的信息与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以进行理解和提取。文章中

的相关信息尽可能有效。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想成

功地教阅读，他就需要适当地运用建构主义理论。 

2.1 阅读教学中的模式 

2.1.1 脚手架模式 

脚手架模型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首先，搭建脚手架。程晓堂（2008）指出，在上课之初，教师

不应要求学生盲目阅读阅读内容，因为这不会激发学生的阅读兴

趣。因此，教师必须首先摆好脚手架，例如播放有趣的视频或听相

关演讲。当然，上下文的脚手架应该是真实的。其次，进行学情分

析。约翰·杜威（1986）认为，教学应基于学习者已经了解的知识，

并使学习者参与学习活动。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个目

标，使他们能够了解材料中的特定信息，然后通过演示，启发和提

供揭示问题的方法来诱使他们进入问题状况。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

帮助读者更好地将它们置于情况中。然后，独立探索。新颁布的《高

级英语课程标准》（2018）认为，英语教师应逐步提高学生的自学

能力。因此，与传统的教学方法（即按字面意义阅读材料的方法）

相反，这种新模式非常注重独立探索，可以培养学习者的发散思维

和创造性思维。之后进行协同教学。英语课程标准强调了自学和协

作学习。通过合作，学习者可以彼此分享他们的阅读思维，这可以

使其他人进一步了解该内容。最后，做有效性评估。传统评估非常

重视总结评估，总结评估仅在期末成绩中评估学生的阅读能力。在

脚手架模式中，除了总结性评估外，教师还应强调形成性评估和自

我评估。 

2.1.2.自上而下模式 

舒白梅（2013）认为，在阅读理解中，背景知识比新单词和新

结构更重要。例如，我们都有阅读不包含任何新词或新结构的内容

的经验，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理解其整体含义。因此，教师应优先考

虑背景知识，以便具备这些知识的学生可以从他们先前的知识中猜

测含义。这种阅读过程就是所谓的自顶向下模型。正如古德曼

（1967）曾经说过的那样，阅读是一种“心理语言猜谜游戏”。 

2.1.3.交互模式 

当前的理论认为阅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意味着大脑在接收

视觉信息的同时，会翻译或重构作家在创作作品时脑海中的含义。

这个过程不仅包括印刷页面，还包括读者对世界的了解，文本类型和

语言能力。该模型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在阅读过程中会相互影响并相

互补偿。因此，它确实相信熟练的读者应该具有良好的阅读能力：识

别新单词，分析句子结构，从内容中获取关键字，理解文章的深刻含

义。然后，读者应该交换这些技能，以便对文章有更好的理解。 

3.总结 
本文通过对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的探析，提出了对于提升英语

学习者阅读能力的部分方法。希望能够为今后的阅读教学起到一定

的引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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