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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式理论的ATR学习模式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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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基于图式理论的 ATR 学习模式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通过激发兴趣、吸收新知、调整认知、

组织信息和应用知识五个步骤，使学生在阅读中构建和优化其知识结构。本研究以“A Trip on ‘The True North’”为例，

通过多媒体导入、思维导图等资源的使用，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新情境中。该模式不仅给教师

提供有效的教学策略，而且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对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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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尽管

教师在课堂上花费大量时间讲授词汇和语法，学生仍然难

以有效理解复杂的阅读材料。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偏重知

识的单向传授，忽视了学生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导致学

习效果不理想。学生在应对复杂多样的阅读任务时，往往

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和上下文理解能力，这进一步加剧了

阅读理解的困难 [1]。

图式理论 (Schema Theory) 强调人类通过已有的知识结

构（图式）来理解和处理新信息。该理论认为，当学生能

够激活并应用已有的图式时，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

新的阅读材料 [2][3]。ATR 学习模式由 Rumelhart 和 Norman 于

1978 年提出，是图式理论的重要扩展，旨在解决当前高中

英语阅读教学中的问题。ATR 学习模式为高中英语阅读教

学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这一模式，教师能够更好

地激发学生的背景知识，增强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从而

解决当前教学中的困境，提高教学效果 [4]。

2. 理论基础

2.1 图式理论

图式理论 (Schema Theory) 由 Bartlett 于 1932 年首次提出，

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Bartlett, 1932)。

图式被定义为大脑中存储的知识框架，能够组织和解释外

界信息。根据图式理论，人类通过图式将新信息与已有知

识联系起来，从而理解和记忆新信息 (Rumelhart, 1980)。这

种理论为理解人类的认知过程提供了一个框架，解释了人

们如何利用已有知识来处理和吸收新信息。

在阅读时，图式发挥着关键作用。Carrell & Eisterhold 

(1983) 强调，阅读理解能通过三种类型的图式来解释：语言

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语言图式强调读者对语言规

则和词汇的理解，内容图式强调读者对主题背景知识的理

解，而形式图式强调读者对文本结构和组织的理解 [5]。这三

种图式共同帮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效地理解和记忆文本

内容。

2.2ATR 学习模式

ATR 学 习 模 式 将 学 习 过 程 分 为 三 个 阶 段： 积 累

(Accretion)、调整 (Tuning) 和重构 (Restructuring)[4]。积累指

的是将新知识整合到已有记忆中，这是最普遍的学习形式。

通过逐步引入新信息，扩展和丰富现有的知识网络。调整

则是对已有知识进行微调，通过不断练习和重复操作，使

知识在细节和准确性上得到改进。重构是对现有知识结构

进行大规模调整或重新组织，以形成新的概念框架或图式。

重构是学习过程中最复杂且耗费精力的部分，但也是实现

知识创新和深入理解的重要途径 [6]。

ATR 学习模式能帮助学生有效地整合和应用新知识。

在教授英语阅读时，教师通过设计不同的教学活动，帮助

学生激活和运用已有的图式，使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得到

提升。通过这种方法，学生能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网络进

行连接，还能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强化和调整这些知识，最

终形成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7]。

3. 基于图式理论的 ATR 学习模式促进英语阅读教学的

实践探索

根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英语核心素养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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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目标在于让学生能够在真实情境中灵活运用语言，进行

有效的交流与沟通。ATR 学习模式通过激活学生的背景知

识和已有图式，使他们在阅读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文

本内容，从而提升语言运用能力。此外，通过调整和重构

阶段，学生能够不断优化和更新其知识结构，提高批判性

思维和创新能力，这与英语课程标准中对思维品质的要求

完全吻合 [8]。

现以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英语必修三 Unit 5 Canada-- 

The True North 中的 Reading 版块为例，文章标题为“A Trip 

on ‘The True North’”，以此探讨 ATR 学习模式促进阅读

教学结构化知识构建的方法与途径。

3.1 激发兴趣，唤醒背景知识

在“A Trip on ‘The True North’”的教学中，教师首

先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唤醒他们的背景知识。文章讲述了

李黛玉和她的表妹刘倩从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出发，乘

坐火车横跨加拿大到达蒙特利尔的旅程。通过多媒体资源

的导入和背景知识问答，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激活已有的图

式，为后续的阅读教学做好准备。

活动设计：

（1）多媒体导入：利用加拿大地图、温哥华的图片、

旅行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引导学生了解加拿大的地理位置

文化背景。

（2）背景知识问答：通过问答环节，引导学生回忆与

加拿大相关的知识。例如，“Do you know any famous cities 

in Canada?” “What natural landscapes in Canada have you 

heard of ？”等问题，帮助学生在头脑中激活已有的图式。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在阅读前形成对文章主题的

初步理解，为进一步的阅读奠定基础。

3.2 吸收新知，扩展主题内容

在阅读过程中，学生需将新信息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

逐步积累相关知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还能丰富知识网络。

活动设计：

（1）分段阅读与集体讨论：在进行阅读前，老师指导

学生将文章进行分段，阅读后进行集体讨论，接着让学生

总结各段大意，联系先前的知识。比如，在阅读第二段时，

学生需讨论其温哥华的景点与气候特点以及其对当地人生

活的影响。

（2）制作思维导图：教师应安排学生进行思维导图的

制作，将有效的信息和文中的关键词串联，帮助在新旧知

识之间建立联系。比如，学生在制作李黛玉与刘倩旅程的

思维导图时，应包括游览的城市、景点和文中获取到的知

识等内容。

通过以上活动，学生可以更好地获取和理解文章大意

与细节，并把将新旧知识进行整合加工。

3.3 调整思维，完善认知结构

在阅读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引导学生调整和完善其认

知结构，以达到学习新知识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学生通

过分析文章结构和总结大意，能够形成清晰且具体的知识

架构。

活动设计：

（1）分析因果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

充分获取文中的逻辑因果，认真其中的因果关系。本文中

需理解温哥华吸引大量居民定居的原因以及当地气候如何

影响社会与经济发展。

（2）制作信息结构图：制作信息结构图的过程，可以

使学生对文章中的因果关系和逻辑顺序有更深的理解。比

如，绘制路线图，表明李黛玉和刘倩在加拿大不同城市的

停留和经历（见图 1）。

图 1 李黛玉与刘倩的加拿大旅行路线图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章内容，调

整和优化他们的认知结构。

3.4 组织信息，重构知识框架

获取文本语言，归纳主题知识，编码信息结构，这一

过程旨在对语篇内容进行层层提炼，形成指向主题意义的

概念框架，并建立知识之间的关联。

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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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概念提炼：引导学生总结文章中的核心概念，

并讨论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问学生：“What is the 

main theme of this article?”

（2）结构化知识建构：在思维导图和信息结构图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炼和组织信息，形成关于加拿大旅行的结

构化知识。例如，制作加拿大旅游手册。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建立起关于加拿大旅行的结

构化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文章内容。

3.5 知识应用，内化与扩展

建构结构化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深度学习，促进知

识的内化和应用。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延伸活动，学生能

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创新。

活动设计：

（1）主题反思与讨论：引导学生回顾文章的主题，讨

论他们从文章中学到了什么。例如，问学生：“What did 

you get from this article?”

（2）应用与延伸活动：设计一些应用和延伸活动，帮

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例如，学生可以制

作一个家乡的旅行指南。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将他们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

结构化知识内化，并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实现知识的迁移

和应用。

结合以上五个步骤，基于图式理论的 ATR 学习模式在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探索，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高

阅读理解能力，还可以促进他们的知识建构和应用能力，

为实现英语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有效的教学策略。

4. 结语

基于图式理论的 ATR 学习模式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提

供了系统化的教学方法，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

力和知识应用能力。通过这一模式，学生能够在阅读过程

中逐步构建和优化其知识结构。在“A Trip on ‘The True 

North’”的教学中，教师通过多媒体导入等步骤，不仅增

强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还使学生在实践中内化知识，并

能够将所学内容应用于新的情境中。这种教学模式不仅符

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对核心素养的要求，还为

教师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在未来的教学实践

中，应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一模式，以更好地适应不同学生

的学习需求，推动英语阅读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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