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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从中亚留学生的阅读困惑入手结合阅读策略,对影响中亚留学生的阅读因子进行
分析,寻求比较理想的教学方法,以提高阅读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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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语言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它是一种智力技能。阅读既是
对文字信息进行感知和理解的复杂认知过程，又是对文字信息内化吸收并将外部语言转
化为内部言语、转化为思维工具和表达工具、形成语言能力的复杂的语言实践活动1。中
亚留学生从书面语言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中常常遇到以下的困惑①严重的汉语生
词障碍使阅读理解进展艰难。②有时候一句话里的汉字都认得，就是不知道这句话的意
思。③到底该具体怎么做才能提高阅读水平？④每天该花多长时间进行阅读？该什么时
候练习什么题？⑤做了很多篇阅读感觉就没长进。⑥分析句子和语法结构能否提高阅读
效率？⑦读过原文之后怎么什么也记不住？⑧阅读考试时读完题干不知道怎么定位？⑨
考试时感觉都是按照正确的方法做阅读的并知道这道题考的是原文什么句子，但是答案
还是选不对，有时候感觉两个答案看着都挺对的，简直分不出来谁对谁错，这种细微的
差别到底怎么分辨呢？⑩习惯障碍，为什么遇到生词或长句，不知不觉就会降低阅读速
度而不能跳跃？本文从学生的困惑入手，结合阅读策略特点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建立和
使用有效的阅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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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二、研究设计二、研究设计二、研究设计 

1.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均来自新疆师范大学汉语教育学院2008年秋季入校的中亚学历班的留学生
和非学历班的留学生。调查中收到不同水平的学生的调查问卷共60份，得到实际有效问
卷60份，其中初级水平者(汉语水平在3-4级) 

40份中级者(5级)20份。各个水平级别上的问卷数量均达到了教育统计学上的样本数量要
求。从调查对象的分布看，全体60人分布在3个不同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国的学生36人
，塔吉克斯坦的学生13人，吉尔吉斯斯坦学生11人。 

2．．．．调查工具 

参照国内学者对学习策略的研究，我们将阅读策略分为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两大
类：认知策略是指在对学习材料进行直接分析、综合和转换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所采取
的有效步骤或具体操作,具有操作加工或认知加工的功能,它与完成具体的学习任务有直接
的联系；元认知策略是指利用对认知过程的认识,试图通过计划、监控和评价来规范语言
学习活动,具有执行和控制的功能。在此分类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留学生汉语阅读的实际
情况及研究的需要编制了阅读策略量表。采用SPSS14. 

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均数比较分析。（表1、表2） 
 

认知策略 定义 

猜词 阅读中遇到生词先跳过去根据文章猜测生词的策略 

心读 阅读理解中不出声的利用心智的策略 

有声阅读 阅读中小声阅读的策略 

指字阅读 阅读中手指着正在读的地方 

翻译策略 阅读中边阅读边译成母语 

回视、回读 阅读中反复回读不理解的句子或生词 

做标记 阅读中对不理解的或重要的地方标出来 

利用上下文策略 通过上下文判断生词的含义 

做笔记 阅读中觉得重要的知识记录下来 

总结 读完一篇文章后，进行小结 

注意预设 利用文章中的句子理解生词 

参考资料 平时阅读中运用哪些工具或资料 

表1：认知策略类型 
 

元认知策略类 定义 

预测 阅读前预测难点和重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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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阅读前计划好时间及阅读方法等 

监控 阅读理解前对哪些信息进行监控等 

评估 对将要阅读的材料做怎样的评估 

注意性选择 对哪些信息要特别注意的选择 

注意文化差异 阅读前是否注意文化间的差异 

自我评价策略 评价自己的阅读效果 

表2元认知策略类 
 

3．．．．调查结果 

本文对学习者阅读理解特点的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侧重通过对初级水平学习者
阅读理解策略的调查，揭示该阶段学习者在阅读理解中的特点，并且和中级水平的学习
者的阅读理解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阅读课堂教学的设计寻找依据。 

3.1初级水平学生区别于中级学生的认知策略使用差异 

为研究学习者的阅读理解特点，调查学生已经能够使用哪些有效的学习策略、是否使
用了一些消极的策略，如指读、回视等、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学生学习策略使用情况
与他们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其与初级和中级水平的学习者的策略使用情况进行
对比(见表3)，发现二者阅读策略上的差异。按照 Oxford 

提出的方法，每个策略平均值的大小表示了被试使用该策略的频率2。具体对应关系为：
平均值在 1.0 ~ 1.4 之间表示“从不使用该策略；平均值在 1.5 ~ 2.4 

之间表示“很少使用该策略；平均值在 2.5 ~ 3.4 之间表示“有时使用该策略；平均值在 3.5 

~ 4.4 之间表“经常使用该策略；平均值在 4.5 ~ 5.0 之间表示“总是使用该策略。见表3。 

级别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Sig.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Sig. 

初级 1 2.1333 .55029 .199 10 1.5333 .96320 .074 

中级  3.9000 .84486 .208  3.9000 1.99481 .008 

初级 2 2.6333 1.14269 .380 11 2.4000 1.00333 .941 

中级  3.8333 1.01992 .542  3.0333 1.27261 .005 

初级 3 3.2667 .98027 .010 12 1.1000 1.16333 .702 

中级   1.4667 1.20583 .999  3.3451 1.12403 .401 

初级 4 3.2000 1.18637 .885 13 1.4663 0.60589 .802 

中级  1.1333 1.14269 .007  3.6556  .97143 .001 

初级 5 4.3222 .81720 .049 14 0.94667 .68145 .237 

中级  2.5663 .63310 .291  2.1333 1.25213 .709 

初级 6 3.2333 .85836 .149 15 1.9333 0.67248 .615 

中级  2.1556 .94989 .113  3.2333 1.1656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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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 7 3.5000 1.12495 .993 16  1.8467 1.16685 .763 

中级  2.3111 1.10153 .161  3.0000 1.17443 .612 

初级 8 1.3322 1.23042 .913 17 1.3667 0.9855 .022 

中级  3.6322 0.21721 .102   2.7000 1.14921 .014 

初级 9 1.9667 1.20583 .240 18 1.8333 1.0134 .652 

中级  2.1667 1.21331 .003  3.4333 2.26658 .366 

表3两个水平级别的学习者在各策略项目使用上的差异的方差分析：策略项目1=猜词；2=

心读；3=有声阅读；4=指字阅读；5=利用母语；6=回视；7=做标记；8=利用上下文9=做
笔记；10=总结；11=利用参考资料；12=预测；13=计划，14=监控；15=评估；16=注意性
选择； 
 
 

17=注意文化差异；18=自我评价  

数据显示，中级水平学习者与初级水平学习者在多数策略上均产生了显著差异，从
显著性程度上看，认知策略的“以猜词、心读、做标记、总结、做笔记”的显著程度(** 

p<0.01)又比“有声阅读、指字阅读、利用母语、回读”的显著程度(*p< 

0.05)明显。初级水平学习者在认知策略的“有声阅读、指字阅读、回视”的显著程度(*p< 

0.05)比较明显。中级学习者在项目1, 2, 

8,9,10项上与初级学习者产生显著差异，平均值和标准差表明中级学习者在这几项策略使
用的频率上都比初级学习者高，而项目3，4，5，6数值表明中级学习者在该项目的策略
使用上比初级学习者频率低。在阅读过程中，他们都能合理地使用一些认知策略，对信
息进行积极、准确的加工；同时他们也都存在着如心读、有声阅读、指读、回视、利用
母语等不良习惯。首先应帮助学习者掌握一定词汇量和语法知识，使他们能理解字面意
义，具备识别技能。其次，让学习者尽可能多的世界性知识，增强运用文化背景知识的
技能。第三，传授语篇结构知识，训练抓住读物主题和要旨的技能。第四，培养逻辑推
理、评价和判断等技能，提高识别词语、理解文章和评价作品的能力。第五，训练快速
阅读技能，增加获取信息的量，扩大知识面 

3.2.两者在元认知策略使用上的差异 
 

元认知策略往往是制约学生阅读能力高低的主要因素。根据学生阅读课成绩、问卷、任
课教师评价分出了二者在元认知策略上的差异。 

 
 

表4元认知策略 

学生类别 初级水平（平均值
） 

中级水平（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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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1.1000 3.3451 

计划 1.4663 3.6556 

监控 0.94667 2.1333 

评估 1.9333 3.2333 

 注意性选择 1.8467 3.0000 

注意文化差异 1.3667 2.7000 

 自我评价策略 1.8333 3.4333 

数据显示，“计划、自我评价、预测、监控、评估”等的显著程度(*p< 

0.05)比较明显，但初级水平学习者的不明显。各类元认知策略平均值显示，二者在各类
元认知策略的使用频率上的排序差异很大，中级水平阅读者从高到低依次是以计划、自
我评价、预测、评估、注意性选择、注意文化差异、监控; 

初级水平阅读者依次是以评估、注意性选择、自我评价策略、计划、注意文化差异和监
控。两类学生中使用监控策略和注意文化差异的策略都比较低；在计划和预测策略方面
差异也非常明显。可见，二者在元认知策略使用上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因此我们认为元
认知策略使用情况对阅读理解效果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是比较直接和明显的。对两类
学生在各类策略差异上的方差分析，进一步证明，两类学生在元认知策略使用上的差异
都呈现显著性。初级水平阅读者在阅读时很被动，他们很少对阅读进行计划、监控和评
估，也不太善于运用预测策略，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速度， 

 
 

是造成他们与阅读成功者之间差距的主要原因。 

三、影响阅读策略学习的其他因素分析三、影响阅读策略学习的其他因素分析三、影响阅读策略学习的其他因素分析三、影响阅读策略学习的其他因素分析 

影响汉语阅读策略学习的相关因素很多，分析其中主要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强度及
作用方式，对采取相应的调控策略，促进策略学习效果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学生自身素质 

一般来说，学生掌握和运用汉语阅读策略的能力是在阅读活动中随着经验的增长，经
过训练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要受到学生自身素质特别是其认知发展水
平和个体差异，学习动机等内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3。本次调查的中亚留学生大多是18岁
左右的成人。阅读策略对学习的影响极为明显。从数据中发现中级水平的学生对阅读策
略的选择及使用的效果方面都比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强。他们较多地选择和计划、自我评
价的阅读策略。所以针对初级水平的学习者要告诉他们某些阅读策略的知识，培养和训
练他们自觉地利用这些策略来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 

2阅读的内容与阅读策略 

阅读策略与阅读内容有密切的联系4。策略性的知识必须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转化为
策略能力迁移到与以往不同的阅读情境中去，才能达到改进阅读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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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阅读策略的学习要借助一定的阅读内容进行，其阅读的效果也要借助一定阅读内容
的学习得到验证。虽然阅读策略有相对的独立性，同一阅读材料可以采用不同的阅读策
略，包括个体读者可采用不同的阅读策略，不同的读者采用的阅读策略也有所不同。但
不可否认任何一种阅读策略都有自身适用的条件与范围，当它脱离了自己所适用的条件
与范围时，运用这种策略的效果也就无从显现，这种阅读策略的学习也会因失却了对象
而在读者看来是不怎么重要的了。只有当阅读策略与特定的阅读材料结合，并确实促进
了学生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和领悟，这种阅读策略的学习才能有助于学生认识阅读策略在
促进阅读方面的独特价值，进而提高学习阅读策略的有效性。阅读内容的难易、深浅也
直接影响阅读策略的学习。 

 

一般来说，阅读内容难度大，有利于策略的学习，难度但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所
以在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时，应该选择针对性的阅读材料，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阅读训练
的效果。 

四、本研究对教学的启示四、本研究对教学的启示四、本研究对教学的启示四、本研究对教学的启示 

4.1认知策略的培养和训练 

学习策略的数据显示，中亚留学生在阅读策略的知识方面比较薄弱。在阅读教学中
不仅需要适宜的阅读方法，还要借助一定的阅读策略，着重培养留学生的以下技能1）推
断不熟悉词语的意思。2） 理解陈述的字面意思。3） 理解陈述的隐含意思。4） 

理解概念的意义。5） 理解句子的交际含义。6） 理解句子的内部关系。7） 

通过词汇连接手段来理解文章各部分之间的关系。8） 

通过语法手段来理解文章各部分之间的关系。9）用文章之外的东西解释文章。10）辨认
文章中的指示语。11）找出语段或文章的主题。12）区别主题与细节。13）提取要点进
行概括。14）从文章中选出有关的论点。15）抓住文章中的预设。 

 4. 2元认知策略的训练和培养。 

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效果，应该把微技巧和元认知策略结合起来对学生的阅读的给
予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指导和训练。1）对预测策略进行解释和训练，阅读过程中，读者经
常要借助逻辑、语法、文化等线索，对文章的主题、体裁以及结构进行推测，这就是预
测。预测是对下一步阅读与管理的理解的一个导向性的铺垫。2）对计划、监控和评估策
略进行解释，使学生认识到在实际阅读中，阅读开始之前要对阅读策略、阅读时间、注
意力分配等问题做出计划；阅读进行之中要对阅读进展情况有所意识，当发现早先选择
的策略无效导致理解失败时，要选择适当的补救措施；阅读后还要对自己是否已达到阅
读目的、阅读效果如何做出正确评价。 

 

3）学生仅仅知道这些元认知策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使用这些策略
和为什么使用这些策略，否则难以灵活地运用，难以把学得的策略应用到新情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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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要向学生示范执行哪些步骤来完成阅读任务，更要示范自己的元认知，即阅读前怎
样做计划、怎样思考和监控自己的阅读过程而且这种示范越明确，学生发展元认知能力
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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