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情境中对其更贴切的翻译应为

" 阅读素养" 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
。 从文献上

看
，
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素养出现于上世纪末 ，

当时 " 阅读素养。

指儿童。

理

解和运用社会所需和 (或 )对个人有价值的书面语言形式的能力。

(E11ey,

1\ 2 3 ) 。
2 1 世纪初 ，

人们考虑到阅读活动的多重目的
，
提出 。

阅读素养。

不仅包括小读者构建文本意义的能力 ，
还需包括他们通过阅读进行学习

，

参与社会 、
获得审美体验的能力 (M u n is  e t a l ，

2 00 9 )
。 近几年

， 随着终

身学习观的不断深人
，

。 阅读素养
" 不再单指儿童的阅读能力

， 暨 人

生中需要持续建构的 壁继合宜挝し(O E C D
,
20 16 ) 。 同时

， 对于阅读素养

的评估也在传统 " 阅读能力" 所关注的要素 (如阅读理解能力 )基础上
，

补充了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等内容。

总的来说
，

。 阅读素养" 是对
" 阅读能力 " 概念的发展

。

《阅读素养。

的内涵要大于
。 阅读能力。

，
它不仅涵盖了 " 阅读能力 " 所涉及的各要素

，

如解码文本信息和理解文本内容所涉及的 系列知识
、 技巧和策略

、
如噶

言知识
、
音素意识 、

拼读能力
、
阅读流畅度

、
阅读技巧和策略等

，
还包含

了嘶齢塑红 态度、
习惯签促进分体参与社会活动

、
促进其全人发展需具

备的综合素养
，
即 所以

，
我们将 邓躪渎素养外 理解为

" 阅读能

力"

加罜礎遜堕
。

。

二
\ 母语阅读素养的内涵 」

P IR ı，S (国际阅读素养进步研究 ) (M u llis  e t a l ，
20 0 9 ) 和 P ISA (国

际学生评估项目) (O E C D
,
20 16 ) 是目前影响力较大的

、
涉及母语

。阅读

素养。

的两个国际性评估项目
。 前者把 。 阅读素养。 定义为

。小读者能从

各类文本中建构意义
。 他们为了学习

、 参与学校和日常生活中的阅读群体。

获得乐趣而阅读"

(M u 1lis e t a l
，
200 9 1 1 ) 后者将 " 阅读素养

" 定义为
。人

们为了达成目标
， 开发潜能和参与社会

，
理解和运用书面文本并对其进行

" 素养
。

。



反馈
，
与之互动的能力 "

( O E C D
,
2 0 16  2 )

。 虽然 P IR L S 和 P IS A 对母语 " 阅

读素养
" 均进行了界定

，
但其均指向大规模评估

，
受其局限

，
两者都只给

出了基于
。 阅读素养 " 要素的评估框架

，
未能详细讨论 " 阅读素养

" 的内

涵 。
鉴于此

，
我们根据之前对 " 阅读素养 " 的理解

，
逐 分析 " 阅读能力 "

和
。 阅读品格 " 的具体内涵 。

1
.
阅读能力

英美国家对于母语 阅读能力内涵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国家课

程标准和国家级研究报告中。 美国的国家课程标准 (T h e  C o m 田 o n  C ··e

S ta te  S ta n d a r d s  fo r  E n glis h L a n g u a g e  A r ts  &  L ite r a c y  in  H is to r y/S o c ia l S tu die s
,

S c ie ··e
,

a n d T e ·h n ic a l S u bje c ts
，
在此简称 C C S S )

、
英国的小学课程标准

( T h e  P r im a r y  F r a m e w o r k fo r  L ite r a c y a n d M a th e m a tic
, 
在此简称 P F L M  ) 和

美国国家阅读专家组 (N a tio n a l R e ·d in g P a n e l
,
N R P ) 在 2 0 0 0 年的报告 (在

此简称 R N R P ) 中
，
均对儿童母语阅读能力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 通过对比

分析
，
我们概括出六项儿童母语阅读能力的构成要素

，
即 文本概念

、
音

素意识
、
拼读並左匾溢流閥度 。

阅读技巧与策略和母语姨籠註咀匕 例

如
，

R N R P
、

C C S S 和 P F L M 均提到了拼读能力
、
阅读流畅度

、
词汇

、
阅读

技巧和策略。 当提到识别并分辨音素的能力时
，

R N R P 使用了音素意识

词
，

C C S S 使用了语音意识
，
而 P F L M 使用了语音知识 。 语音意识和语音

知识的内涵更多
，
不仅包含音素意识还包括语音单位

，
如音节和韵词 (E h ri

,

2009
, p 2 9 5 ) 。 对于刚刚开始学习阅读的低年级小学生

，
音素意识的强

弱能有效地预测阅读素养的发展走向 (S h··e
,
J·r m

,
M ·c le a n & M a tth e w s

,

19 84 ) 。
C C S S 明确提到文本概念

，
R N R P 将它融于拼读能力中

，
而 P F L M

则将它置于文本理解和诠释能力之下 。

关于这六个要素的具体内涵
，

以上文献并没有提供详细的界定
，
但如

果这六个要素是构成母语阅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我们则有必要进 步

阐释每个要素的具体内涵 。
以下是通过进 步的文献梳理对六个要素的内

涵所做出的解读 。



文本概念：T o 呷 kin n (20 10 ) 认为文本概念主要包含书本概念 (岫k.

n ri巴n tM icın  n n n c r pt ) 、
方向概念(dire c tio n a lity c o n c e p t )、

字母单词概念(alph叭，

a n d w o rd c o n c e p t ) 和标点符号概念 (c o n c e p t o lf p u n c tu a tio n )
。 书本概念化

读者知道如何拿书和如何翻页
，
明白文本意义的载体是文字而非插图

。 方

向概念指文本的书写顺序
，
如英文是从左到右 ，

从上到下进行书写
。 字母

单词概念指读者能识别大小写字母
，
明白字母和单词的作用 (T o 珀pkin s

，

20 10 )
。 此外

，
需要注意到文本中的标点符号并知道它们的名字和用途

。

音素意识：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

口语词汇音素的能力" (N IC H D
,
200 0 2 1 ) 。

L P A (2 0 0 4 ) 认为音素意

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七个能力 音素识别 (is o la tin g  p h o n e m e s )
、 首尾音混

合(ble n din g o n s e t r im ·s )、
音素混合(ble n din g p h o n e m e s )

、
音素删除(de le tin g

p h o n e · ·s )
、
音素分割 (吕·.- M tin g w o ld s  in to  p h o n e m e s ) 、

音素添加 (a ddin g

p h o n e m ·s ) 和音素替换 (s u b s titu tin g p h o n e m e s ) 。
音素意识是学会阅读的

前提 (T o 田 p ki··
，
20 10

, p 155 ) 。
母语儿童在学会阅读前积累了 定的日语

词汇
，
掌握了 定的语音知识

，
而阅读需要它们将音

，
即口语词汇

，
与词

形
、
词意进行连接。 当学生学习词形与词音的搭配知识和拼读规律时

，
音

素意识会起到重要作用 (C u n n in gh a m
,
200 7 )

。

拼读能力 指掌握并运用发音和拼写的搭配规则 。 对于儿童来说
，
根

据 K o d a (2007 ) 的理解
， 单词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形 音连接的

理解基础上的。 因此
， 掌握拼读规则可以帮助学生解码生词 (F o o rm a n  e t

a l ，
1998 )

。 掌握 定的拼读能力可有效促进读者视觉词汇的发展
，
加速

单词认知的自动化
， 继而促进整体阅读理解。

阅读流畅度 阅读流畅度指阅读的准确度
、 速度和韵律 (R a s i·s ki,

2003 )
。 阅读准确度指自动识别单词的能力 (T o 田 p kin s

,
20 10 )

，
当读者

不能准确地 iĤ 则不能准确地识别并理解单词时
， 阅读的流

p k in s
,  
Z U IU  ) ,  1 8 4 1

畅度就会受阻。 虽然阅读速度因

词的能力
， 从而为读者腾出更多的工作记忆空间

， 而过慢的阅读速度往往

读者具有快速识别单

人而异
， 但流畅的阅读是有效阅读的前提

， 因此需要读者具有快速识别单词的能力
， 从而为读者陛 山 西 乡 みム r L

音素意识指 " 关注并熟练地运用



是阅读障碍的表现 。 阅读韵律指读者根据文本内容
，
使用恰当的义群和语

调进行朗读的能力 。 根据意群阅读可以促进阅读理解的准确度和速度
，
保

持阅读的韵律可以使阅读更接近 自然话语
， 有利于理解阅读的内容 。

母语语言知识 ：母语语言知识包括语音
、
词汇

、
语法

、
篇章结构等方

面的知识
，
这些都是读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知识 。 事实上

，

以上所提到的文本概念
、 音素意识

、 拼读能力
、
阅读流畅度都是基于语言

知识的阅读能力
，
体现了对语言知识的意识

、
运用技能和策略 。

阅读技巧和策略 阅读技巧和阅读策略是达到熟练阅读的必要能力
，

人们经 常将两者等同。
G r a b e 和 S to 11·r (2 0 0 5 ) 认为阅读技巧 和 阅读策

略无明显 区别
，

因为对于熟练读者来说
，

以上技巧和策略都是 自动的
，

如阅读时跳过生词
、 为确定文本意义而重读等 。 但两者实则区别很大 。

A fo·r b·c h
,
P e a r s o n 和 P ·r is (2 0 0 8 ) 指出

，
阅读技巧是 自动的

、
无意识崆，

而阅读策略需要读曦需要读直直意识地控制和调整阅读活动 。 当阅读策略的运用逐

渐自动化
，
阅读策略才成为阅读技巧 。

2
. 阅读品格

阅读 品格 主要 包含 阅读 习惯 和 阅读体验
。

P IR L S ( M u ? s  e t a l
，

2 0 0 9 ) 的阅读评估框架将阅读品格界定为 " 阅读行为与态度 " (·e a d in g

b e h a v io r  a n d a ttitu d e )
，
主要考查学生的阅

、

阅读态度
、

阅读动机
、 自我评估多 。

P ISA ( O C E D
,
2 0 13 ) 并未在评估

框架中提及阅读品格
，
但在界定 。

阅读素养。

时强调了读者夷里布互动

( e n g a g e m e n t °的勇至쑈·而以上要素主要涉及读者的阅读习惯 (如阅读量
、

阅读态度
、

阅读动机和 自我评估 )

匡コ三
、

外语阅读素养的内涵 圈m "

1 T
鉴于已有文献尚未对学生外语阅读素养做过系统矗 )翻尹要基

于母语儿童阅读素养构成要素的讨论
，
通过比较母语与外'驾武許同

，

r ıı, I .

阅读频率 ) 和阅读体验 (阅读兴趣
、



Ç 門 我 볘 ü l小 学生外语阅读素养的内涵及其相成 。

1
. 母语与外语阅读之异同比较

中小学生进行外语阅读不仅需要上述六种阅读能力 (文本概念
， 音

素意识
、 拼读能力

、
阅读流畅度

、
语言知识 、

阅读技巧与策略 )
， 还需

要具有 目标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 。
K o d a ( 20 0 7 ) 将读者的背景知

识分为 般知\ ( g e n p ra l k n o w le d g e ) 、
特定文化知识 ( c u ltu r a l q pe c蹦。

kn o w le dg e ) 和范畴知识 (己o m a in  k n o w 】e ılg e ) 。
般知识指读者所掌握的

世界知识和目标语语言知识 ，
而范畴知识则指读者对特定领域的了解

、 以

上两种知识均存在于母语和外语阅读中
，
但母语和外语读者对具体文化知

识的掌握程度却大不相同。
母语读者熟悉本国文化

，
更容易理解文本

， 而

外语读者会因为缺乏可激活的相关知识影响其阅读理解。 对于外语读者来

说
，
背景知识

，
尤其是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与语言知识同等重要

， 因为背景

知识的缺失会影响对意义的推论
，
而语言知\ 有时可能也无法弥补对理解

该文化的背景缺失 。
例如

，
个不了解万圣节的外语读者和熟悉该节日的

母语读者在阅读与万圣节相关的文本时
，
阅读理解的程度和效果是不 样

的。
所以

，
目标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是外语阅读能力的必要组成部分。

此外
，
由于母语读者和外语读者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

，
其阅读品格也

会受到其成长环境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阅读体验和阅读习惯。

2
. 外语阅读素养的内涵

上文总结了母语阅读素养的内涵
，
并比较了母语与外语阅读的异同，

由此我们提出我国中小学生外语阅读素养应包括 " 外语阅读能力
。 和

。外

语阅读品格
。

两大要素
，

以下对这两大要素做进 步的阐述。

外语阅读素养的构成主要借鉴文献中有关母语 。 阅读素养
。 的组成部

分
，
即 " 阅读能力"

(包含文本概念
、 音素意识

、
拼i卖能力 、

阅读流畅度。

阅读技巧和策略
、 母语语言知识 ) 和 。阅读品格

。 (包含阅读习惯和阅读

体验 ) 。 同时
，
在比较母语与外语阅读的基础上

，
将母语语言知识改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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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文本概念

： 外语音京意识

外语解码能力

： 外语拼读能力 多

外语阅读流畅度 午

外语阅读能力

外语阅读技巧

与策略

中小学生

外语阅读素养
外语阅读理解能力――

外语阅读习惯 9

外语语言知识

外语国家社会

文化背景知识
ア

倒
サ语阅读品格

外语阅\ 歹
图 2 1 中小学生外语阅读素养的内涵

外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指读物中特有的相关社会文化背景知识
，

即文本背景知识
，
如特有的风俗习惯

、
宗教传统等。

由此
，
外语阅读素养

由 " 外语阅读能力。 和
。 外语阅读品格 " 两大部分构成 (见图 2 1 ) 。 第

部分
，
即外语阅读能力

，
分别由外语解码能力和外语阅读理解能力构成 。

这两个组成部分又包含了七个具体要素。 其中外语解码能力包含了外语文

本概念
、 外语音素意识 、

外语阅读理解能力包含了外语阅读技巧与策略 、
外语语言知识

、 外语国家

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等三个具体要素。
外语阅读素养中的第二 大部分

，
外语

外语拼读能力
、
外语阅读流畅度等四个具体要素



阅读品格包含了外语阅读习惯和外语阅读体验两个组成部分
。 阅读习孰

和语音知识同属语言知识和解码能力。
快速的单词识别属于解码能力

， 而

单词量又属于语言知识 语音知识是语言知识的 部分
， 而音素意识和拼

读能力等解码能力也涉及语音知识 。
同样

，
外语阅读能力中的阅读技巧与

策略同时也在外语阅读品格的阅读习惯中有所涉及 。

经过五年的探索和调整
，
我们对中小学生外语阅读素养框架的子纬度

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见图 2 2 ) 1 ) 将语言知识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从阅

读理解能力中剥离
，
将背景知识改为文化意识

，
并对两者的子纬度进行了

细化 2 ) 将阅读理解能力中的阅读技巧与策略分为信息提取
、 策略运用

和多元思维等三个维度
，
突出了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 3 ) 细化了阅读习惯

和阅读体验的子纬度。

如图 2 2 所示
，
阅读素养可分为阅读能力和阅读品格两大维度。 阅读

能力包含解码能力
、 语言知识

、 阅读理解和文化意识四企维度 1 )解码

能力指读者自下而上读取文本信息的能力
，
具体包括文本概念

、
音素意识、

拼读能力和阅读流畅度； 2 ) 语言知识指阅读过程所需的目标语知识
，
具

体包括词汇知识
、 语法知识和语篇知识 3 ) 阅读理解即读者运用阅读技

巧与策略理解文本信息的能力
， 包括信息提取

、 策略运用和多元思维 4 )
文化意识着重描述中国读者对英美国家文化不同层次的理解

，
包括文化感

知
、 文化理解

、 文化比较和文化鉴别。 阅读品格包含阅读习惯和阅读停驵。

我们结合当下中小学教学中的要求
， 从阅读行为

、 阅读频率和阅读量三个
方面

， 对学生外显性的阅读习惯进行了分类
。 罗读体验强调读者从阅读中

获得的情感成就
， 包括阅读态度

、 阅读兴趣和自我评估。阅读素养各要素间联系密切
， 相辅相成

。 阅读能力有助于培养积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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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中国中小学生英语阅读素养发展目标理论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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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品氲 而阅读品格越高
，
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空间也会越大

气
发展速

度也会越快
，
进而形成二个良性循环

，
反之亦然。

阅读能力和阅读品格子

纬度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
例如

，
文本概念和音素意识是拼读能力的基

酰 而拼读能力的有效发展才能确保阅读的流畅度 ，
进而促进阅读理解能

力 语言知识是解码能力和阅读理解的基础
，
而文化意\ 是对语言知识的

有力补充
，
能帮助读者更好地提取信息和理解文本 匱塗习垄蔓蔓鎧強垄

的外显形式
，
积极的阅读体验是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重要遵溻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