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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derived from an investigation on 94 Chinese college undergraduates about their 
reading habits and the use of different reading strategi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93% of the 
students read English less than an hour everyday outside the curriculum schedule and 70.5% 
of students do not have a reading habit after class. Only 15.9% use reflective strategies such as 
summarizing and questioning. Dewey (1913) used to point out that interest is critical in school 
learning. In theory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men-
tal process that happens both from “top-to-down” and “down-to-top”. He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English teachers need to 1) stress th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derivation as well as adapt 
their teaching of reading strategies corresponding to the nee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
terial contents and students interests; 2) help students practice “visualization” and “post- 
reading strategy” so as to inspire motivation for reading; 3) cultivate students to set up a bidi-
rectional reading habit as from “text to meaning” and “meaning to text” to improve efficiency of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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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对94名理工科大学生的英语阅读习惯和阅读策略的调查问卷发现：93%的学生每天课外阅读

英语不超过1小时，70.5%的学生没有形成课外阅读的习惯；只有15.9%的学生会在阅读后概括总结阅

读内容。教育家杜威(1913)曾指出，兴趣是学习的关键。认知心理学认为阅读理解不仅是“自上而下”

而且也是“自下而上”的复杂过程。教师在英语阅读教学中，首先要同时重视词汇习得和意义衍生的双

重作用，根据教学内容和个体差异随时调整阅读策略的培养；其次，通过前导的调查，“可视化”的建

立以及“后策略”的培养等方式激发学生的阅读动机和兴趣，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从“文”到“意”再

从“意”到“文”双向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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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第二外语习得的听、说、读、写、译几项基本技能中，阅读技能是广泛快速获取语言和文化知识

最为有效和便捷的技能。因此，英语阅读是一直以来都是英语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提高学生的英语阅

读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虽然经过多年的英语学习，很多大学生还是对英语阅读望而生

畏，感到吃力和困扰。这其中，除了词汇和语法基础影响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对英语阅读的

认识了解不够，对阅读策略的使用不得当，还没有培养起良好的阅读习惯。 
中外学者对阅读的本质、阅读的心理机制、阅读的策略与方法、阅读教学的理论、阅读课教学的模

式等作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阅读过程的复杂之处在于英语阅读过程不仅是一个对一系列的字母、单词

进行认识和判断以及对句法进行分析，对语言进行识别的过程，还是一个涉及各种非语言因素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部分理工科大学生英语阅读策略的运用和阅读习惯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合中外阅读

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大学生英语阅读的教学和培养提出实用性和建设性意见，以便于英语教师在阅

读的课堂教学中和课外培养上做出全新的改革。 

2. 阅读的心理机制 

2.1. 阅读的心理学定义 

通常说来，阅读是获取和理解信息和概念的过程，其中信息和概念通过一定语言形式呈现出来，比

如视觉符号或触觉感知(盲文)。也存在非语言形式的阅读，如音乐和图画。在心理学理论中，对于阅读有

着更多复杂的和深层次的概念。道林和莱昂总结了一些心理学家对阅读的定义，认为主要从两个方向来

强调阅读过程：一类过程强调的是译码；另一过程则强调意义的获取。强调译码过程认为阅读是从视觉

信号转变为听觉信号。强调意义获得则认为，阅读是读者根据已有的经验和概念通过阅读、思考构建新

的意义(Downign & Leong, 1982, [1])。 
其实，阅读的这两种定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强调译码过程不能否认意义的获得；而强调意义获得

也不能否认译码过程。由此，对于阅读更为综合性的，被更多人广泛接受的定义来自于吉普森和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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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son & levin, 1975, [2])，他们认为：“阅读是一种从文字中提取意义的过程。”为了提取意义，阅读

者需要完成以下过程：1) 把字面符号译码为声音符号；2) 拥有其符号相对应的心理词典，因而可以中获

得书写符号的意义；3) 对这些词的意义重新整合。这一定义包括了阅读加工过程中的各级水平。 
我国的教育家也对阅读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叶圣陶(1980, [3])先生在《略谈学习国文》中指出“阅

读是‘吸收’的事情，从阅读，咱们可以领受人家的经验，接触人家的心情”。朱绍禹(1988, [4])在《中

学语文教育概说》里指出“阅读文章是透过书面语言，领会其意义，从中获取思想和学习语言的活动程

序，是人们学习和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手段”。朱绍禹阅读“通过直觉、联想、想象逻辑分析和综合判

断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把符号及其作品还原为具有特定个人特征和社会情境特征的‘意思’，把言变

为‘意’”。 

2.2. 阅读的心理过程——图式理论 

通过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家对阅读过程主要成分总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阅读者

的认知能力，一是阅读者的语言能力，一是文章的组织结构。阅读者的认知能力即指其对于外部世界和

环境所存在的一般知识，语言能力包括语音，语法，句法，语义等基础能力的处理技巧，文章的组织结

构强调文本本身对阅读者的重大影响。研究者依据对于以上三要素的不同侧重，将阅读理解的模式分为

三种：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和相互作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的代表是古德曼(Goodmen)，认为阅读是

阅读者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理解在阅读过程总拣选最为重要和简短的信息，随后进行预测和判断的过程；

自下而上的模式的代表是高夫(Gough)，认为阅读是开始文字，经过读入－辨认－赋予意义等阶段获取最

终的内容；相互作用的模式的代表是鲁姆哈特(Rumelhart)。相互作用模式又称作图式理论，较好的弥补

了前两种模式的不足，成为现今广泛被认可的阅读心理模式。 
鲁姆哈特(Rumelhart, 1980, [5])提出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图式理论)认为阅读者对信息的处理既有视觉

的处理也有认知的处理，其中认知处理是关键。视觉处理需要文字等视觉信息；认知处理则是读者根据

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图式”，或通俗地称为背景知识来处理视觉信息。其中，图式在读者头脑

中是按照一定等级排列的。阅读过程中，一方面人脑在不断的搜集信息，然后进行筛选，识别，判断等

从低到高的处理；另一方面，读者根据已有的经验和背景知识进行预测，判断对错，再预测，再判断等

反复识别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作用，最终产生满意的阅读理解结果。 
图式理论观点中，如果读者背景知识丰富，那么就会更多的集中于高级的预测和判断的过程。根据

图式理论，文本本身不存在意义，但读者可以运用一定的策略来创造意义。文本可以激发读者脑海中与

文字有关的概念和意义，并将这些概念和意义相互连接。而文章的结构正是帮助读者建立连接的重要载

体。 
鲁姆哈特的相互作用的图式理论能够说明阅读过程中的许多现象，比如同一读者对不同材料的理解

能力不同，不同的阅读材料如何影响阅读的理解和速度等，这些现象无法用高夫模式或古德曼模式来详

尽解释。然而，阅读的复杂性决定了“图式”理论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要进一步具体说明这种相互作

用过程还需要不断深入地进行研究。 
上述阅读以及阅读过程的研究，对英语阅读教学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3. 对学生阅读习惯和阅读策略的调查研究 

3.1. 问卷设计 

根据上述理论研究结果并结合日常教学实践和观察所得，笔者设计了针对大学生阅读习惯和阅读策

略的调查问卷。问卷共 53 题，分为阅读动机，阅读策略运用和阅读习惯三大部分。前 49 题为客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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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4 题为主观题。阅读动机部分主要调查了学生对阅读能力的重要性，自主阅读习惯和自我监控能力的

了解。阅读策略部分包含了对快速浏览文章大意，主题句的寻找，文章结构的分析，对生词难句的处理，

对文章的预测和反思等主要阅读策略的使用和了解。阅读习惯主要针对学生课外英语阅读的习惯和内容

进行调查。 

3.2. 调查对象 

此次调查对象包含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一年级四个行政班 94 名学生。其中，男生 76 人，女生 18
人。调查共回收问卷 94 份，其中有效问卷 88 份。调查对象已经经过了一学期的大学英语阅读课程的教

学，并参加过了四级考试。因此，调查对象的英语阅读能力以全国英语四级考试和上半学期英语阅读期

末考试的平均成绩为参考依据。调查对象的四级考试平均成绩为 488分，英语阅读考试平均成绩为 76分。 

3.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3.1. 阅读动机 
阅读动机部分主要调查了学生对英语阅读能力的重要性的了解和阅读中自我监控能力的情况。要求

调查对象根据题中描述评价自己的符合程度，1 为完全不符合，2 为通常不符合，3 为一般，4 为通常符

合，5 为完全符合。统计数据中，将 1，2 项合并为不符合，4，5 项合并为符合。表格中还将一些同类的

描述进行了合并统计。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学生都意识到英语阅读在大学英语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63.6% + 31.8%)，

并在阅读过程中及阅读完成后能够篇章进行一定的思考。但是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和自主阅读意识还比较

差。只有少部分学生能够自己选择阅读材料，运用自我设计问题的方法自主学习，绝大部分学生还是依

赖于教师和教材进行阅读训练，并机械的根据已设定问题寻找答案。 

3.3.2. 阅读策略 
阅读策略部分主要针对各种阅读技巧调查学生的掌握和运用情况。要求调查对象根据题中描述评价

自己的符合程度，1 为完全不符合，2 为通常不符合，3 为一般，4 为通常符合，5 为完全符合。统计数

据中，将 1，2 项合并为不符合，4，5 项合并为符合。阅读策略中，一部分是学生在上半学期的学习中

已经学习过的阅读技巧，一部分是还未学习过的阅读技巧。表 2 和表 3 中分别列举了学生掌握得最好的

阅读技巧和掌握得最差的阅读技巧。 
从表 2，表 3 可以看出，获取阅读的准确性是大部分阅读者所追求的最大目标。绝大部分学生对已

学的基本阅读技巧如浏览，预测，猜测词义等有了一定的心理定义，并能有意识的在阅读中使用这些技

巧。但是，阅读者对于篇章更深层次的理解有所欠缺，所以在阅读过程中并不重视篇章的写法和结构，

阅读后也很少做进一步的理解和反思。这些阅读策略的运用习惯虽然有助于学生在科普性文章中获取必

要信息，但不利于阅读者思考文学作品和自主学习专业知识。 

3.3.3. 课外阅读习惯 
对于学生课外阅读习惯的调查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个部分。客观题要求调查对象选择符合自己习

惯的选项，主观题要求调查对象真实简明进行回答。调查的一部分结果在表 4 中。 
调查显示，虽然 75%的调查对象曾经读过各种课外英语读物，但是 70.5%的调查对象没有形成课外

阅读英文读物的习惯。超过 93%的学生每天进行课外阅读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尤其在大学学习阶段，

很多学生表示课业压力比较大，课程安排紧张，没有很多时间进行课外阅读。65.9%的学生表示阅读英语

读物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单词和句法知识的欠缺。而且，即使有课外时间，由于我国的应试教育压力，学

生依然把通过四六级考试作为首要目标，所以把绝大部分课外时间放在看复习材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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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vestigation on reading motivation 
表 1. 阅读动机调查 

描述 符合 一般 不符合 

我充分了解提高英文阅读能力的重要性 63.6% 31.8% 4.6% 

能自主选择阅读材料，制定详细的阅读计划 15.9% 50% 34% 

阅读过程中能自我，反思对篇章的理解并监控自我阅读速度 38.7% 46% 15.3 

阅读中能自我设计问题并找出答案 11.4% 29.5% 59.1% 

阅读后的对文章思考 56.8% 29.5% 13.6% 

阅读后的自我评价 17.1% 44.3% 38.6% 

 
Table 2. Investigation on more frequently-used reading strategies 
表 2. 符合度最高的阅读策略 

描述 符合 一般 不符合 

在提高阅读速度的同时尽可能保证所得信息的准确性 70.5% 25% 4.5% 

根据标题预测内容 70.5% 22.7% 6.8% 

遇到难句会反复读 70.5% 22.7% 6.8% 

遇到过难的单词会忽略它 68.2% 20.5% 11.3% 

划线或标记重点帮助回忆 66% 20.5 13.5% 

利用背景知识理解文意 63.6% 25% 11.4% 

 
Table 3. Investigation on less frequently-used reading strategies 
表 3. 符合度最低的阅读策略 

描述 符合 一般 不符合 

阅读后进行概括 15.9% 36.4% 47.7% 

从文章提取关键点并记录 20.5% 36.4% 43.1% 

较好分析篇章结构和组织 20.5% 47.7% 31.8% 

较好把握文章写法 25% 47.7 27.3% 

遇到生词习惯查字典 34.1% 25% 40.9% 

结合文章非文字信息推测语义 36.4% 52.2% 11.4% 

 

另外，通过学生的主观回答可以看出，学生阅读过的课外读物主要是哈利波特，疯狂英语，英语角

等简单易懂的小说和杂志。阅读兴趣是主导学生选择阅读材料的最大动因。 

4. 结合心理阅读的图式理论对英语阅读教学的评析意见 

4.1. 英语教师要充分认识阅读的认知过程，帮助学生双向阅读 

教师对于阅读的认知过程的理解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如果教师认为篇章结构对于阅

读理解的影响较大，那么在课堂上就会强调句子理解，结构分析等文字符号的解码能力；如果教师认为

阅读是对文意的追求和重建，那么就会更加注重分析文章主旨，讨论观点和结果。我们目前的阅读教学

中，大部分还是侧重于对文字的解码，而轻视理解的过程。大部分学校的教学目标，更重视的是对于理

解的评价，比如测试阅读能力时更多的是要求学生选择正确的答案，排出正确顺序，给出词句的正确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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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Investigation on reading habit out of curriculum schedule 
表 4. 课外阅读习惯调查结果 

描述 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选项 D 

您有阅读英文课外读物的习惯吗 
有 没有 以前有现在没有 从来没有 

11.4% 70.5% 18.1% 0% 

您每天花多少时间看英文读物 
20 分钟内 20~40 分钟 40~60 分钟 一小时以上 

59.1% 34.1% 2.3% 4.5% 

阅读最大的障碍 
英语知识 书本内容 时间 合适自己的书 

65.9% 18.2% 9.1% 6.8% 

阅读英语读物提高哪方面知识 
词汇量 阅读能力 写作能力 文化背景知识 

20.5% 50% 2.3% 27.3% 

您认为大学生目前英文阅读情况 
只看考试相关书籍 不看课外书 为了娱乐消遣 状况良好 

63.6% 27.3% 2.3% 6.8% 

读过课外英文读物 
读过 没读过   

75% 25%   

 
义等等。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是阅读理解的过程。因此，教师对于阅读的概念和对阅读的认知过程的

理解极大程度上影响了阅读教学的效果。 
从图式理论的角度来看，阅读理解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认知技巧获取文字，再通过个人经验

理解衍生出意义的过程。阅读教学的根本目标就是帮助学生掌握行之有效的阅读理解策略而成为优秀的

阅读者，让他们能够自由的选取和运用各种技巧。根据阅读理解的过程是从文到意，再从意到文的双向

过程，教师的阅读教学要加强三个方面： 
1) 加强文字解码能力。词汇量对于阅读理解的影响毋庸置疑，大量的研究也已证明了词汇量少的阅

读者不可能达到良好的阅读效果。但是，单纯的记忆单词表和词汇讲解并不是有效的加强词汇量的方法。

根据心理词汇的研究，心理词库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存储，这里面既受到文化差异、教学方法的影

响也存在复杂的个体差异。那么，如何让学生在大量的阅读中更快速自然的习得新的词汇，如何通过篇

章理解选择正确的词义，需要教师们根据学生的特点和认知能力设计好学习任务，帮助学生克服因为词

汇所带来的阅读挫败感。二语词汇教学是另一大有待探讨的研究领域，教师们应该学会重新审视传统的

教学方法和词汇习得方法，不断探索新的理念。 
2) 丰富学生的背景知识和个人经验。衍生出有意义的阅读，是阅读理解的重点。鼓励学生投入到更

多的环境里，体验生活、适应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教室－宿舍的小天地里。教师要用丰富的情感感化

学生，教会他们打破常规，加强对哲学，艺术和真善美的追求。告知他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品味人生，

把阅读时事新闻和真实生活相连接。有了这些储备，不仅可以使许许多多的“意”化为“言”；也可以

以此更好地理解别人的“言”，将理解意义延伸到更高的判断和思考的层次。 
3) 根据阅读的材料和对象调整教学方法。绝大部分教师在课堂上都会重视阅读技巧的培训，但是很

多培训都是从教师本身的知识储备和认知出发设计课堂任务。有些教师从始至终只重视词汇习得和理解练

习题；有些教师每堂课都侧重于讨论和概括。更为有效的教学应该是教师具备丰富的阅读理解认知技巧的

前提下，根据每次教学内容的特点不断变换教学方法。比如，说明型的篇章侧重于信息查找和词汇习得技

能；议论型的文章加强提问，反思，合作和讨论等理解方法；文学艺术类的文章加强概括，欣赏和对不同

篇章和背景特色的介绍等。同时，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个体特点和需求有的放矢地筛选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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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阅读动机的激发与指导 

阅读动机是指直接推动学生进行阅读的一种内部动力, 是激励和指引学生进行阅读的一种心理需要

(洪云，2005 [6])。教育学家杜威(Dewey, 1913 [7])很早就指出兴趣是学习中的关键因素。很多后来的研究

也发现，不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当阅读感兴趣的文章时，对于篇章的理解和记忆都远远超过没有兴趣

的文章。可见，兴趣是产生动机的源泉。要做到激发兴趣，教师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1) 材料和主题的选择要符合学生特点。教师可以在组织教学之前对学生的背景和兴趣做一个调查和

访谈，了解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事情是什么，从而对现有的材料进行筛选。杜威(1913)也曾指出，如果

一件事情使之被有兴趣了，那么它就没有任何兴趣可言了。教师不能强迫学生对不感兴趣的内容产生兴

趣，勉强为之即使可行，那么效果也大打折扣了。国外一些研究也发现，读者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有赖于

他们的知识背景(Kintsch, 1980 [8])。因此，了解学生的生活背景是设计阅读任务前的重要步骤。 
2) 充分利用多媒体功能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联想。视觉化(visualization)也是阅读理解的重要

技巧之一。当读者能够将阅读的文字和脑海中的形象产生连接，让文字生动起来，理解的深度就会加强。

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视觉形象，比如用图片和影片展示文章的背景信息，让学生通过表演和模仿重述

文字内容等，这些都可以加强文章的实用价值也激发了学习热情。 
3) 培养阅读习惯。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的缺失如今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和繁重的压力导致我们的学生甚至是教育者本身对于阅读这件事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是英语阅读。

在对学生调查中也显示出学生的课外阅读大部分还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学业压力。一些有意愿多读书的学

生走入图书馆，却又陷入了不知道怎么选择和胡乱选择的困境。这时，教师作为引导者，起着至为重要

的作用。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定时定量的帮助学生选择好的合适的阅读材料，并帮助他们制定阅读计划，

鼓励他们建立阅读小组，分享阅读后的心得和体会，逐渐的培养学生把英语阅读不仅仅当作必须完成的

课堂任务，而是成为一种可以用以陶冶自己情操，提高自身修养和思维能力的终身可用的好习惯！ 

4.3. 阅读后策略的培养 

本调查的结果显示:学生对英语阅读的客观性信息获取的主要策略都有了一定的掌握。主要体现在: 
1) 大多数学生知道根据文字标题，题材预测文章内容，概括文章大意。 
2) 大多数学生具有较好的生词策略。他们懂得如何处理生词以保持阅读的流畅性。 
3) 一些学生在做阅读理解题时具有多种解题技巧。他们在阅读中可能会遇到某些困难，但他们有自

己的办法去解决它，使阅读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但是一些不可忽视的不良习惯也同时妨碍学生对文章进行深层次的理解从而影响新知识贮备于大脑

中。主要有： 
1) 相当高的比例的中学生有心译及回视的不良习惯。 
2) 多数学生未养成根据主题句来理解段落主旨及细节、段落间逻辑联系的习惯。 
3) 阅读后没有总结，记录，评价，欣赏的过程。 
因此，英语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形成读前的引导和预测，读中的获取和认知以及读

后的评价和反思的完整的心理阅读习惯。克服学生在阅读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阅读习惯。教师要有效

的训练学生形成语篇图式的双向阅读过程。 

5. 结论 

综上所述，英语阅读过程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作用过程，英语阅读的提高过程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

程。要提高阅读能力，阅读教学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学生的阅读心理，积极激发学生阅读动机，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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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学、乐于学，并注重阅读过程中对学生的指导，使其拥有良好的自主阅读习惯。好的阅读过程又会增

强阅读动机，这样不断良性循环，最终会提高阅读能力，也会拓宽学生各种知识范围，培养发展思维能

力, 最终提高整体学习理解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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