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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30年来国内图式理论研究的现状做了一个较为全

面的评述。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了梳理：（1）图式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2）图式理论研究的现状；（3）国

内图式理论研究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国内图式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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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图式理论逐渐发展为

一种成熟的理论，引起了国内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外语

教学等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本文拟根据中国期刊网

（CNKI）核心期刊上的发文量，对国内30年（1980—2010年）

来图式理论研究的研究发展阶段、现状及其研究趋势等做一

个较为全面的述评，以期对未来国内图式理论的研究有所帮

助。

一、图式与图式理论

早在 1781年，“图式”概念由哲学家Kant首先提出，他

认为图式就是纯粹先验想象力的产物或者说是学习者以往

习得的知识的结构［1］。随之，不同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研

究背景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图式进行了研究。

根究西方哲学家的一般理解，图式就是用来组织、描述

和解释我们经验的概念网络和命题网络。认知心理学家认

为，人们在认知过程中通过对同一类客体或活动的基本结构

的信息进行抽象概括，在大脑中形成的框图便是图式［2］；心

理学家认为图式是储存于人们记忆之中的由各种信息和经

验组成的认知结构；Piaget、Rumelhart等人认为图式由表示

概念要素的若干变量所组成，是一种知识框架及分类系统［3］；

语言学家Carroll把图式看做是语义记忆的一种结构[1]。

尽管不同的学科领域对图式有不同的表述，但有一点

达成了共识：图式首先是一种结构。

1932年，心理学家Bartlett在其《记忆》一书中首次提出

了图式理论。他认为图式是对先前反应或经验的一种积极

组织，是储存在学习者大脑中的一种信息对新信息起作用

的过程及学习者知识库吸收新信息的过程［4］。20世纪80年

代，Rumelhart又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理论，把图式理

论解释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存储于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

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认识能力的建筑砌块”。即图式

理论就是系统深入地探讨长时记忆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的

一种理论模式［1］。

从图式到图式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这200多年的历史过

程，凝聚了哲学家、心理学家、人工智能专家等诸多学者专

家的心血。

二、国内图式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

纵观国内研究内容，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90年），理论介绍阶段。这一阶段

发文量不多，研究内容主要是对图式的介绍和解读，涉及的

主要的学科领域为哲学。

第二阶段（1991—2000 年），理论介绍与应用并存阶

段。人们除了对理论继续引进和介绍外，已意识到图式理

论的应用问题，开始把图式理论应用到阅读、翻译等领域，

但研究方法主要是思辨性的，涉及的学科领域已从哲学扩

展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外语教学领域。

第三阶段（2001—2010年），理论应用阶段。这一阶段

图式理论研究的发文量急剧增加，并且图式理论的研究逐

渐从理论介绍走向理论的应用，尤其是在外语教学领域的

应用，且研究方法趋于严谨。

三、国内图式理论研究的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研究，国内关

于图式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一）图式理论在哲学领域

图式理论起源于哲学，自 20世纪 80年代传入中国后，

哲学领域首先给予了关注。纵观图式理论在哲学领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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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集中于 1980—2000年），主要是对“图式”和“图式

理论”本身的介绍、解读及对图式意义的论述，其中主要包

括康德的图式说和皮亚杰的图式理论。康德的图式说是其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十分重要的理论。温纯如等研究者

对康德的图式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述评，并指出其学说的重

要价值和意义[5]；石向实等对图式概念进行了阐释，介绍了

皮亚杰的图式理论，并指出了其图式理论的贡献和缺陷[6]。

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本身的研究，如袁

晖就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皮亚杰的图式学说结合起来进

行对比研究[7]。

总的来说，图式理论在哲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是理论的

介绍、解读与评论。

（二）图式理论在心理学领域

心理学中的“图式”最早始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心理

学对记忆的研究。英国心理学家Bartlett发现：人的记忆能

够把各种信息和经验组织成认知结构，形成常规图式，储存

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新的经验可通过与其对比而被理解［4］。

国内关于图式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不多，关于记忆的研究

更少。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法或

实验法对心理学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或检验。吴念阳

等通过实证法探讨了时、空概念的关系，并且证实时间表征

具有空间方向性，并为“抽象思维以感知—动觉经验为基础”

这一论点提供了心理学证据［8］；唐雪风等基于实证研究提出

基于概念图式的心理表征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表征形式 [9]。

图式理论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尽管数量少，但研究方法严

谨。

（三）图式理论在认知科学领域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图式理论的解释作用已为认知

学界广泛地接受。自90年代，国内的图式理论研究开始涉

及认知科学领域，就目前研究来看，主要是在图式理论的指

导下，解释与认知存在紧密联系的语言习得过程，如对听

力、阅读或翻译的认知策略、认知途径、认知模式、认知表征

等的探讨和分析，但更多的研究集中于对阅读理解过程的

研究。如李平以图式在阅读中的具体作用为基础，探讨了

读者认知结构中图式的确立和完善的过程[10]等。

（四）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领域

自21世纪以来，图式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外语教学领

域，涉及了阅读、听力、翻译、写作等方方面面。

1.图式理论在阅读理解中的应用

20世纪 70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

应用，图式理论也受到影响。Anderson和Pearson称之后的

图式理论为现代图式理论。现代图式理论出现后，被广泛

用于研究阅读理解等心理过程［11］。

国内图式理论首先被应用于外语的阅读教学中。正如

张法科、王顺玲所述，图式理论应用于外语阅读教学，标志

着阅读理论发展的新阶段［12］；鲁忠义、王哲以实验的方法说

明英语议论文图式训练能提高学习者的阅读理解水平[13]；

马俊波探讨了图式理论与 ESP 阅读网络课件结合的可行

性 [14]。这些研究都说明图式理论在阅读理解中有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读者对语篇的理解，而且也提高了

学习者阅读理解的效率。但我们知道阅读理解是一个复杂

的认知过程，任何单一的理论是无法解决的。如果在语篇

理解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图式的作用，可能会适得其反。另

外，目前的研究主要应用于静态的语篇理解，而对动态的话

语理解研究，如对电影对白、娱乐节目、小品相声等的研究

还很少见。

2.图式理论在听力理解中的应用

自2004年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颁布以来，

培养学生听的能力在外语教学中日益受到重视，关于听力

策略培养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把图式理论应用于听力理

解研究，正是人们提高学习者听力能力的积极探索。

目前，图式理论应用于听力理解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1）图式理论在听力教学中的应用。周相利从认知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图式理论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并将图式理论运用于外语听力教学中，指出丰富学生的认

知图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15]。（2）图式对

英语听力理解的影响。陆国君等通过实验对比的方法，检

验了结构图式对听力理解产生的影响[16]。当然其中也出现

了不同的声音，如杨萍和邓礼红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图式知

识有时会对听力理解产生负面影响[17]。（3）图式理论对听力

策略的影响。李文英用实验的方法，运用图式理论对历年

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听力材料进行分析，指出不

同水平的学生采用的听力策略也不同[18]。

听力理解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在听力教学

中，图式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比拟的作用，教师不仅要帮助学

生对所听到的话语材料进行解码，还要去激活他们头脑中

已有的图式，并引导学生积极建构新的认知图式，真正提高

学习者的听力理解水平。但笔者认为，目前有关图式理论

与听力理解关系，尤其是图式在听力理解中的应用研究还

不够深入。另外，由于图式理论和听力的密切关系，它不仅

可以用于听力教学中，也可以用于英语新闻和英文电影的

理解，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3.图式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

目前已有的把图式理论应用于翻译中的研究还不算

多，主要集中于知识图式、认知图式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运

用与作用方面。

翻译包括笔译与口译。要做好翻译工作，必须具备专

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王立弟运用图式理论说明知识图式

对于翻译尤其是口译过程中的源语理解、信息记忆与提取

等非专业知识的作用[19]。

目前，认知图式在翻译领域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刘

明东将图式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之中，认为图式翻译的过

程包括源语图式解码和目的语图式再编码，提出翻译即图

式翻译的翻译观［20］；杨培根认为认知图式在翻译研究中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价值，从认知图式中的内容图式、语法

图式和形式图式三种图式出发，探讨了科技翻译中的忠实

与变通的问题[21]。

图式理论应用于翻译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文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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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主要刊登在《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外语教学

与研究》等重要的核心期刊上。

4.图式理论与语料库语言学的结合

徐曼菲、何安平发表了《图式理论、语料库语言学与外

语教学》一文，将图式理论与语料库语言学结合起来[22]。

图式理论与语料库语言学的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图式

理论为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促使

外语教学理念的改革和学习模式的转变；图式理论促使我

们建立小型的语料库，为外语学习者提供大量真实的相关

语料，为认知图式的建构、扩展和重构提供良好的语言环

境，促使学习者形成相关图式，为提高学习效率、改善外语

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另外，图式理论与语言库语言学的

融合，使语料库从传统的词语研究转向图式的研究，拓展了

语料库研究领域，使得图式理论的应用更加广泛。

四、国内图式理论研究的趋势

国内图式理论研究的现状，主要呈现以下两个趋势。

（一）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从最初的阅读理解，

逐渐扩展到听力、翻译、写作、语用学、词汇习得、文学理论

和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不一而足。

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广泛应用，确实给我们的外

语教学增添了新活力，带来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为提高学习

者的语言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语言

习得，尤其是外语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要受到环境

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没有哪个单一的理

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另外，该领域的研究广度在不断

增加，而研究深度远远不够。我们目前普遍接受的图式包

括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但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

内容图式，而对语言图式和形式图式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

（二）研究的学科领域减少

国内图式理论应用到外语教学领域，尤其是阅读理解

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丰硕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外语

教学中的阅读、听力、翻译、写作等都会有重要启示。但同

时我们也发现国外的研究者把图式理论应用于文化语言

学、认知人类学和认知语言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显现其研

究领域的广阔性，而我国最早涉及图式研究的哲学领域已

基本无人问津，并且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在减少，研究越来

越集中于外语教学领域。

30年来，在图式理论研究方面，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

果，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图式在当今的意义主要在认

识论方面。如果我们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图

式问题，并把它应用到更广泛领域，深化认识论问题的研

究，将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同时，在研究方法的严谨化、

研究内容的全面性、应用学科的多样化方面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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