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阅读策略是读者在阅读前尧阅读时和阅读后为促进阅读理解而采取的认知或者行为活
动遥 本文首先回顾了阅读策略教学的发展脉络曰然后评介了互惠教学模式尧互动策略教学模
式尧概念导向阅读教学模式和主动阅读与思考的交互策略训练模式等国外著名的四种阅读策
略教学模式袁最后阐述了它们对我国阅读策略教学的启示院要积极教授学生使用有效的认知
阅读策略尧要将阅读的认知策略融入到自我调控学习领域尧要让学生在互动中使用阅读策略遥
关键词 阅读理解曰 阅读策略曰 教学模式曰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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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阅读策略的教学模式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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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阅读策略教学的发展脉络

年 美国的 教育心理学杂志 创刊

对阅读策略教学给予了较大关注 是西方阅读策略教学研究的重要事件 自此

关于阅读策略教学的研究得到了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探讨 世纪初到现

在 关于阅读策略教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研究取向 行为主义取向 认知取向和

社会建构取向 咱1暂

渊一冤行为主义取向
世纪初期到 年代末 行为主义居于心理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 教育心

理学家对于阅读的研究无疑也是在行为主义的取向下展开的 行为主义将阅读

简化为外在文章刺激和读者对这些刺激的反应 这一阅读观指导下的直接教学

法强调应该用系统 清晰和直接的方法训练学生的基本阅读能力 特别是语音能

力和解码技巧

行为主义者认为阅读策略教学中最优化的教学模式就是进行基本阅读技能

的分析与练习 做练习题是行为主义者所推崇的主要教学方式 学生通过做大量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渊课题编号院CBA130127冤和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
基金渊项目编号院J1210024和 J1310031冤的成果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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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强化阅读技能 现在西方许多学校的语文教学特别是专为困难学生设置

的辅导教学仍以此模式为主

渊二冤认知取向
认知科学革命将关注点从可观察的行为转向不可观察的心理过程 世纪

年代末 教育心理学家开始广泛关注阅读过程中潜在的认知过程和元认知过

程 关于阅读过程的认知和元认知的研究形成了阅读理解的认知观 将意义作为

阅读过程的核心概念 强调阅读过程就是读者主动建构文章意义的心理过程

认知心理学家强调阅读策略教学应该激发读者的背景知识 使用各种图式

帮助学生理解篇章 同时注意教导学生利用各种策略监测自己的阅读理解过

程 学会因地制宜地使用策略以促进学生对篇章的理解

渊三冤社会建构取向
社会建构主义则将行为主义和认知科学所忽视的社会维度带入人们的视

野中 社会建构主义向认知科学和行为主义发起挑战的核心是认知论上的转

变 它在社会维度上考虑知识 思维和个体 强调知识和思想的符号本质 消除

了所谓的 知识基础 的观念 认为知识是物理世界与人类相互作用达成的一致

信念

社会建构论认为 任何高层次的心理功能的发展都是外在的社会活动经验

转化成内在心理结构的过程 所以教学须考虑社会因素的重要性 让学生在情

景中学习 参与同伴讨论 在彼此的互动中获得新的知识

大量的阅读策略教学研究均基于后两种研究取向 下文介绍四种经研究发

现对学生阅读理解能力提升帮助较大的 著名的阅读策略教学模式

二尧国外著名的阅读策略教学模式

渊一冤帕林萨渊Palincsar冤和布朗渊Brown冤的互惠教学模式
互惠教学模式是帕林萨和布朗根据维果茨基 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发展起来的一种阅读教学模式 咱2暂在互惠教学模式中 师生互换 教学领导者 角

色 轮流承担教的任务 教师 引导 学生 运用预测 提问

澄清 和总结 等阅读策略进行教学对话 共同实现对文章意

义的建构

预测要求学生对作者在下文中的内容做出预测 此时学生必须激发相关的

背景知识并将新旧知识联系起来 提问要求学生就所阅读的文章提出问题并尝

试回答 它能引导学生阅读时的思维 有助于集中注意力 澄清要求学生对文中

难以理解的地方进行辨析 这对于阅读困难学生尤为重要 因为他们往往重视

词的含义而忽视了文章意义 澄清可以使他们意识到理解困难产生于何处及其

原因 总结要求学生确定和整合文中最重要的信息 实际操作时采取循序渐进

的方式 由对句子和段落进行总结到整合段落和文章的信息

罗森珊 等人综合了 个采用互惠教学的研究 发现大部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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