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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境模型是在阅读理解材料的命题表征与阅读者的背景知识的相互作用下，经推理而形成的关于阅读材

料内容的心理表征，是小学儿童文本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影响因素

除时间、人物、因果和目的外，还包括公用指标、间断数量、教育环境、是否插入图画等因素。儿童情

境模型的构建能力在小学时期开始出现显著变化，由表层信息编码逐步转为情境模型编码。本文在综述

基础上，提出情境模型在小学儿童教育过程中的启示以及包括实验对象、多媒体电子阅读、情境模型的

自动化等方向的后续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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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tuation model is a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reading materials formed 
by reasoning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materials and readers’ background knowledge.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
mary school children’s text reading ability. In addition to time, character, causality and purpos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tuational model for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al-
so include public indicators, the number of interruption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whether to 
insert pictures, etc. Children’s ability to construct situational models began to change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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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imary school and gradually changed from surface information encoding to situational model 
encoding. Based on the reviews, this study put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ituation model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and the follow-up research prospects includ-
ing experimental subjects, multimedia e-reading, and the automation of the sit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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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本阅读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活动，人类可以通过文本阅读获得和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通过对文本

阅读的研究，不仅可以对文字的识别和加工机制有更清晰的认知，也能对儿童和特殊人群的文本阅读教

育进行指导。信息的理解和加工是文本阅读的核心研究领域，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信息

的理解和加工要求读者在进行文本阅读时，不仅对文字进行识别和编码，还要理清人物之间的关系、事

件发生的时间空间位置和事件中的因果关系，甚至要进一步推理事件间的逻辑关系和主人公的动机。 
情境模型(situation model)是文本信息理解的一个重要加工过程，指文本中所传达的信息和读者或听

者的先前知识相整合形成的更深层次的心理表征，由 Kintsch 和 Dijk (1978)首次提出。情境模型在信息理

解和加工中具有双重作用：首先，情境模型具有整合作用(Dijk & Kintsch, 1983)，即可以将文本命题表征

和个人经验理解结合起来，形成连贯的心理表征；其次，情境模型具有解释作用(Dijk & Kintsch, 1983)，
情境模型建立后将会在长时记忆中留下痕迹(Zwaan, Langston, & Graesser, 1995)，例如当看视频或图片时

遇到与先前建立的情境模型相似的场景，该情境模型会促进个体对当下视频场景或图片情境的理解。 
当读者建构了情境模型，就说明他成功地理解了文本(Graesser, Singer, & Trabasso, 1994)。对于成年

人而言，情境模型的建立是一个接近自动化的过程。成年人情境模型的研究已经比较系统、完整，但对

于儿童而言，其阅读理解能力正处于发展阶段，已有的相关研究内容比较零散。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

整理，分析小学儿童情境模型的影响因素，总结小学儿童情境模型的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情境

模型在小学教育中的启示和未来研究应关注的问题。 

2. 小学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影响因素 

小学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影响因素众多，研究者们还在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下面将从情境模型构建

的共有因素和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特有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2.1. 情境模型构建的共有影响因素 

2.1.1. 构成成分中的共有影响因素 
前人研究发现，任何一个维度的更新应该都会导致阅读时间的增加(Zwaan, Magliano, & Graesser, 

1995)，所以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共有影响因素可以从情境模型构成成分出发，即从时间、空间、因果、

目标和角色五个不同维度(Zwaan & Radvansky, 1998)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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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模型构建的第一个共有影响因素是时间因素。时间因素是文本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时间因素

可以将事件限制在某个范围内，并将一个事件和另一个事件关联起来，更加易于理解(Radvansky, Zwaan, 
Federico, & Franklin, 1998)。例如“昨天上午妈妈买了一个玩具，今天下午小明收到了来自妈妈的礼物”

要比“今天上午妈妈买了一个玩具，今天下午小明收到了来自妈妈的礼物”阅读时间更长，更难理解。

因为当文本指示或暗示了不同的时间框架时，读者就会创建单独的模型，阻碍信息在同一个情境模型中

集成，从而增加理解难度。 
空间因素是文本事件发生的空间位置。由于 Zwaan 等人(1998)并未找到空间不连续性在情境模型构

建的时间上的影响。所以与时间因素不同，虽然空间因素也是情境模型的构成因素，但无法确定空间因

素的改变会影响情境模型的构建。 
情境模型构建的第二个共有影响因素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指两个事件间有前后顺序、逻辑关系的

联系，前一个事件导致或促进后一个事件的发生。郭淑斌、莫雷和黄希庭(2006)证明当文本中的信息有一

定的暗示性或指引性时，读者会预期未来事件和当前事件之间的因果性联结，而 Caron 等人(1998)也证明

文本阅读中因果关系的存在使得读者对句子中所描述的事件表征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大大增加。文本中存

在的因果关系一方面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当前文本的内容，加快情境模型构建，另一方面能使读者对未

来文本做出预期，阻碍或促进后续情境模型构建。 
情境模型构建的第三个共有影响因素是目标因素。目标因素也称意图因素，指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会

持续追踪文本的目标状态。目标状态可以将整个文本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逻辑的整体，从而更好地构

建情境模型，理解文本(Paul, Lynch, Naslund, Ievers-Landis, & Verduin, 2015)。 
情境模型构建的第四个共有影响因素是角色因素。角色因素也称人物因素，Therriault 等人(2006)将

人物因素定义为故事中的实体和物品。人物是文本内容的焦点部分，有研究发现，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会

格外关注有关人物性格的信息，对于这些信息的掌控，会影响读者对情境以及人物性格、行为的构建，

从而影响读者对人物后续的预期(杨锦绵，王穗苹，黄时华，2004)。除人物性格外，人物的性别(Carreiras, 
Garnham, Oakhill, & Cain, 1996)、情绪(Gernsbacher, Goldsmith, & Robertson, 1992)，是否更换主人公(康廷

虎，王旎撰，高吴平，2020)等因素都会影响情境模型的构建。 

2.1.2. 其他共有影响因素 
情境模型的构成因素中除了空间因素，其他因素均能对情境模型的构建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情境

模型的构建还受到一些不区分年龄界限的共有因素的影响，比如公用指标、间断数量等因素。 
情境模型构建的第一个其他共有影响因素是公用指标。根据记忆组织假说，两个事件共用的指标越

多，它们在长期记忆中的联系就越紧密，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一个还在继续更新的情境模型还是两个

不同的情境模型，更多的共同索引代表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代表着更容易被构建。Zwaan 等人(1995)的研

究验证了这个假说，读者能够通过共享的索引数量，可靠地预测不同事件一起发生的可能性，并且证明

这并不是文本库或表层结构的作用。 
情境模型构建的第二个其他共有影响因素是间断数量。间断数量指的是情境模型在构建过程中，时

间、空间等构成因素的更新数量。人们在阅读文本时会监视多个情境维度的连续性，情境不连续性会产

生累加效应，句子读取时间随着随情境间断数量的增加而增加(Zwaan, Radvansky, Hilliard, & Curiel, 1998)，
导致情境模型构建的速度和完整程度不断下降。 

2.2. 小学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特有影响因素 

在情境模型构建的过程中，小学儿童和成年人在能力方面有较大差异，小学儿童有很多能力尚未发

育成熟，因此小学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影响因素也更加复杂。小学儿童情境模型构成的影响因素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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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环境、是否插入图画等。 
小学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第一个特有影响因素是教育环境。Nieding (2006)考察了 5 名 11 岁儿童的情

景模型构建情况，研究发现，儿童时期的文本理解是表面、文本库和情境模型表征同时发生。优秀的阅

读者可以调整注意资源，给情境变量分配更多的时间，让资源更多地倾向情境模型表征，而非表面和文

本库，但理解能力较差的人是相反的，他们的资源更倾向于表面和文本库(Schoot, Horsley, & Lieshout, 
2010)。教育环境在本质上是通过操作指令对记忆等资源进行分配，从而影响文本阅读，Schoot 等人(2010)
的实验结果表明，教育环境能显著提高理解能力较差者分配在情境模型上的资源，增强情境模型的构建。 

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第二个特有影响因素是是否插入图画。是否插入图画是指当给被试呈现文本信

息的同时，是否呈现与文本相关的图片。情境模型是文本的描述性表示形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取：

第一种是情境模型直接构建，该模型基于从文本库中收集的语义信息，以及一个人对世界的了解而获得；

第二种是模拟结构映射(Gentner, 1989)，它基于直接在描绘路径上收集的图片表面表示。插入图片是儿童

读物中常见的方式，虽然图片与文字的接收通道均为视觉通道，但图片增加了一种新的信息处理方式—

视觉映射，不再是只将视觉信息进行识别和编码处理。Seger、Wannagat 和 Nieding (2021)的实验研究结

果表示有插图的阅读时间明显比没有插图的阅读时间短，因此有插图的文本阅读可能更容易预测，从而

导致阅读时间更短。 
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儿童情境模型的影响因素也在不断被挖掘，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影响因

素除上述因素外可能还包括文化差异、母亲语言支架、家庭教养环境、习惯性想象叙事的角度等，儿童

自身具有的未发育成熟的、构建情境模型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也包含在其中。 

3. 小学儿童情境模型构建的发展特征 

情境模型研究的早期，研究者们就在“成熟的情境模型构建代表成功的阅读理解”这一观念上达成

了一致。很多研究者的实验结论证明，幼儿也拥有构建情境模型的能力，例如 Rall 和 Harris (2000)证明，

当学龄前的儿童在参与角色扮演或听连续的故事时也能构建一定的情境模型，但很显然，无论是从阅读

效果还是阅读时间上来看，儿童对于文本阅读的理解能力远不如成人。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的情境

模型构建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增强，这一发展特征在小学时期尤为显著。 
幼儿有获取情境模型中构建信息的能力(Ziegler, Mitchell, & Currie, 2005)，但信息理解的表层编码能

力较弱，构建的是残缺的情境模型，只能在简单的词句情境中起作用。但当儿童进入小学时期，儿童情

境模型的构建能力开始出现较大改变，文本阅读时信息处理的重点由低年级时以表层编码为主转向高年

级时以情境模型编码为主。虽然 Nieding (2006)在 5 名 11 岁儿童的实验中证明儿童时期的文本理解是表

面、文本库和情境模型表征同时发生，但不同时期的儿童在阅读文本时，三种表征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

这也会对儿童情境模型的构建产生影响。莫雷(1998)发现小学高年级儿童在阅读文本信息时的处理方式是

编码表层信息和组织连贯信息加工相结合，但后者占比重更大，而小学低年级儿童在阅读时文本信息的

处理主要是表层信息的编码，只有在有明确指令时，低年级儿童才会关注文本的内容信息。低年级儿童

阅读时文本信息处理主要以表层信息为主的原因是低年级学生对词句信息理解即表层编码能力的发展已

经比较成熟，但在文本阅读的理解能力方面仍比较羸弱(Cromley & Azevedo, 2007)，这会导致情境模型构

建中重要的因果、目的等信息缺失，从而使情境模型的构建相较于成年人更加困难。对高年级的儿童来

说，由于信息处理的重点已经不是表层信息，情境模型层次要优于表面层次，因此情境模型的构建更加

迅速。 
尽管高年级儿童情境模型的构建能力出现较大改变，但在情境模型的构建速度和处理程度上仍滞后

于成年人，这是因为小学儿童进行自动化的情境模型构建还需要具有其他能力，例如换位思考能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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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能力等，但他们的这些能力一般还处于发展阶段。8~13 岁的儿童换位思考能力相对于成年人不发达

(Devine & Hughes, 2013)；10 岁的儿童开始具备准确推断情绪状态的能力，但尚未达到成人的水平

(Diergarten & Nieding, 2015)；9~11 岁儿童和成年人相比需要更多的时间处理主角的情绪(Mouw, Leijen-
horst, Saab, Danel, & Paul, 2017)。还有少数构建情境模型所需的能力，儿童尚未具备，有研究者的实验表

明，儿童在进行时序事件的理解时，如果没有给出排列事件的线索，儿童则无法在情境模型的水平上修

正当前事件结构(Pyykkönen & Järvikivi, 2012)。 
总结来说，小学前期的儿童文本阅读的信息处理重点是表层结构，由于理解能力不足，情境模型构

建困难；小学中后期的儿童已经开始并发展较完善的情境模型，并且较低层次的编码加工达到自动化水

平。情境模型构建的自动化，则需要等儿童进入青少年时期、情境模型构建所需的各种能力基本成熟，

才会随着工作记忆的增长逐步实现(Vadasy & Sanders, 2008)。 

4. 对小学阶段儿童教育的启示 

小学儿童阅读文本的情境模型构建的研究对儿童整体阅读能力非常具有现实意义。首先从小学儿童

情景模型的发展特征来看，小学前期的儿童在进行文本阅读时主要是对书面符号进行编码，语义内容理

解不足，即使有明确指令他们也无法进行连贯的信息加工；过渡阶段的小学中期的儿童虽然仍然在文本

词句层面编码，但当有明确指导或阅读任务时也可以获得部分文本内容信息；小学后期的儿童已经获得

表层编码自动化的能力，并且可以独立形成大致的情境模型。因此，小学阶段的阅读理解应按照以下要

求和目标进行训练：前期不要求儿童深度理解，教学中采用语义简单、情节连贯的阅读文本，文本内容

仅涉及单一学科，例如数学学习中暂时不出现应用题，给予儿童充足的阅读时间，帮助和促进儿童阅读；

中期开始进行阅读指导，教师可以使用连贯一致的故事情节，在儿童阅读过程中提供涉及故事时空、因

果、目的、角色的阅读任务，辅助儿童加强对内容的阅读；后期加强指导和练习，增加文本难度，提供

不一致不连贯的新奇的故事情节，增加文本细节描写，训练儿童进行更加完善的情境模型构建。该阅读

原则并非绝对，在小学中期也可以提供同故事不同情境的阅读文本，引发儿童对故事内容的好奇心，也

可以在阅读指导过程中加入小组内容讨论，让儿童发现不同角度的内容理解。在小学儿童的文本阅读训

练中，应结合儿童阅读情境模型的发展特征，综合考虑和权衡教学方法和文本内容，更加合理有效地提

高小学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 
其次小学儿童阅读的教学重点离不开阅读文本材料的选择，不同内容的文本阅读材料对小学儿童的

情境模型构建有不同的影响。从情境模型构建的影响因素来看，教学中训练小学儿童情境模型构建能力

的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加深文本内容理解和提高情境模型更新速度。其一，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通

过选择故事的因果关系、人物关系数量、目的的复杂程度等来控制阅读文本的整体难度，也可以通过在

儿童阅读过程中辅助图片等工具来帮助儿童理解故事内容，达到帮助小学儿童在阅读中加深文本内容理

解的教学目标。其次，针对小学中后期的儿童，教师也可以通过控制整个阅读文本中故事的时间、公用

指标、间断数量等因素，来逐步增加文本阅读过程中情境模型的更新频率，达到帮助小学儿童在阅读中

提高情境模型更新速度的教学目标。为不同阶段的小学儿童选择合适的教学阅读材料能促进小学儿童阅

读理解能力的发展。 

5. 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小学儿童情境模型理论的研究已初见成果，纵观以往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国内情境模型的相关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内容大都集中在文本中的人物层面，比较片面；关

于儿童情境模型的影响因素，所选取的被试多为国外儿童，中国儿童的情境模型构建是否符合已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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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有系统权威的解释。在特殊儿童的情境模型研究领域，国内的研究更加缺乏，这将是日后研究

的一大领域。 
第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儿童在阅读时可能不再单纯依靠文本阅读，会增加音频、视频等

因素，这些多媒体科技手段可能会为情境模型的构建带来新的影响因素，例如物理情景、用户情景等(谢
涛，张领，张可，2020)，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匮乏。此外，情境模型在儿童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结合高新科技智能辅助系统等人工智能的研究，可将情境模型运用到儿童家庭教育中。未来的研

究应更多地将科技手段和文本阅读理论相结合，让研究内容与时代共同发展，相互促进。 
第三，已有研究结果证明，小学时期儿童的情境模型构建的许多能力都处在发展中，不同的能力对

情境模型的发展具有怎样不同的影响，是否有某种能力在小学儿童的情境模型构建中起决定性作用，迄

今为止也没有更加精细的研究。情境模型理论的运用在儿童的发展和教育中必不可少，对情境模型的各

个结构成分进行详尽透彻的研究能为儿童的现实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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