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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多媒体教学模式与自主学习之间的关系 ,提出元认知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生

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加强。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教学过程中训练学生元认知能力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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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4年初 ,教育部颁发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其

中心是把教学的目标从阅读教学转到“培养学生英语综合
应用能力 ,特别是听说能力 ”上来 ,并强调必须“增强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
求 》提出“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 ,特别是网络技
术为支撑 ,使英语教学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朝着个性化
学习、自主式学习方向发展 ”。新的课程要求对大学英语教
学提出了挑战 ,对于从事大学英语的教师而言 ,在转变教学
理念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在教学模式上进行根本的改革 ,使
其适应社会发展对大学英语教学的需求。

对学习而言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指出“教学模式
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
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教学模式的改变必然要求学

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在目前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的
180所大学中 ,绝大多数采用的是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
多媒体教学模式 ,其特点是“使学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 ,根据
自己的特点、水平、时间 ,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 ,借助计算机
的帮助 ,较快提高英语综合运用水平 ,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

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学习者自主。本着对新教学
模式的探索以及对自主学习精髓的理解 ,本文分析了基于计
算机和课堂的多媒体教学模式与自主学习之间的关系 ,提出
元认知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
主学习能力的加强。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教学
过程中训练学生元认知能力的可行性 ,目的在于学生通过训
练后能够学会学习 ,具有为自己的学习负责任的能力。

2. 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与自主学习
把现代信息技术 ,尤其是网络技术引入大学英语教学是

这次改革的核心。从表面来看 ,大学扩招所带来的主要问题
之一就是师资不足 ,使用网络多媒体似乎主要是帮助解决这
个问题。实际上 ,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对传统教学
而言起到了一种质的变化 ,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学
生。学习材料从单一的课本转向课本、配有多媒体音像光盘

的学习课件、网络学习平台等多层次的立体教学资源 ;学习的
地点从固定的教室延伸到任何可能提供学习资源的学习场
所 ;学习模式从传统的课堂学习转向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多
媒体学习模式 ;获取知识的渠道更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就学生本身而言 ,他们从被动的接受者逐渐成为主动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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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学习本身转向个性化和自主式 ,更好地满足了不同层次学
生的个性化要求。学生在人格平等的环境里学习 , 不但有利
于开动脑筋 ,发挥想像力与创造力 ,更能体现个人的价值 ,从
而使他们自觉地承担起自我学习的责任。但是 ,在新的教学
模式给学生带来众多有益之处的同时 ,也对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学习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教师 ,我们应该意识到基
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除了在教学手段上与
传统教学不同之外 ,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这种模式下学习必须
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即具有根据学习要求制定学习计
划、根据学习任务选择学习策略、监控自我学习过程、调整学
习策略以及评价自我学习效果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标 ,教
师在课堂上的角色必须改变 ,要从传统的知识供应商的角色
转变成为学生学习的咨询者、学习策略的指导者、学习过程的
辅助者以及网络学习的管理者。要放手让学生自己解决问
题 ,适时地向他们提供学习资源 ,起到资源提供者的作用 (顾
曰国 , 1999)。L ittlewood (1999)在阐述“自主性 ”的定义时指
出 :许多学者 (Holec 1981; D ickinson & W enden, 1995; Benson

& Voller, 1997)对“自主性”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 ,对其
定义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但中心都涵盖了以下特征 : ①学生
应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 ②“负责 ”涉及到学习者要承担部分或
全部在传统学习中原属于教师的责任。McGarry (1995: 1)精
确地总结了自主性的精髓 :受到鼓励要对自己学习负责的学
生 ,通过对学什么、怎样学和什么时候学的训练 ,更有可能设
定实际的目标 ,对学习做出计划 ,培养在新的情况下处理问题
的策略 ,然后去评价自己的学习。总的来说 ,他们能够学会怎
样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 ,由此来帮助自己在未来成为高效率
的学习者。元认知能力 (metacognitive ability)正是高效率学
习者应具备的能力 ,是自主学习能力形成的重要方面 ,其核心
是培养学生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 ,自我反馈以及监控和评
价自我学习的能力。

3. 自主学习与元认知能力
在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中有计划、

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是教师在角色转换中所面
临的一个重要任务。网络多媒体技术能为学生提供大量真
实、贴近生活、生动有趣的学习资料 ,但与此同时也要求学生
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因此并不是有了网络多媒体的介
入学生就一定会比在传统课堂中学得好 ,反之 ,如果教师不
能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培养学生的元认知意识 ,对于部分学习
习惯较差的学生而言 ,其效果就会比在传统课堂中更差。上
海大学从 2002年秋季开始进行多种教学模式改革试验 ,经
过一个学年的实践 ,学年末他们在同一时间对实施大学英语
六种教学模式的 5700多名学生进行了统一水平考试 ,其结
果显示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的学生两级分化现象比其他 5

种模式明显 ,平均成绩也略低于传统教学模式班。经过分
析 ,他们认为“该种类型的教学模式需要首先解决学习者的

学习方法或学习策略问题 ”,并提出“教师不仅是外语知识
的和技能的传授者 ,更是学习策略的培训者 ”(毛忠明等 ,

2004)。在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多媒体教学模式中 ,课堂学
习只是学习的一部分 ,学生听与说的训练主要通过网络或多
媒体课件进行。在这种模式下 ,学生的学习方式是以自主学
习为主 ,因此学习者本身所具有的元认知能力就是学习效果
的保证。元认知能力不仅指学习者具有设立目标和监控学
习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学习者通过对学习过程的反思 ,形成
自我负责 ,主动进取的自我学习意识。有关元认知的定义大
多包括元认知知识 (metacognitive knowledge)和元认知策略
(metacognitive strategy)两个方面。1971年 ,美国心理学家 J.

H. Flavell通过对儿童元记忆的研究 ,首次引入了“元记忆 ”
(metamoemory)这个术语。之后 ,他提出了“元认知 ”这一概
念 ,因而被认定是元认知研究的开创者。根据他的研究
(1979, 1987 ) ,元认知由元认知知识 (metacognitive knowl2
edge)和元认知体验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组成。元认
知知识指的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 ,是用来监控
自我认知过程的知识。元认知体验涉及到元认知策略的使
用和元认知监控。在 Flavell之后 ,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
度进一步丰富了元认知的定义 ,虽然视角不同 ,但无一例外
地都认为元认知包括个人的知识、对自我认知过程的意识以
及积极调整和监控的能力 ( B rown, 1978; B iggs, 1988;

Kurtz & W einert, 1989 ; Paris & V inograd, 1990; Butler &

W inn, 1995 ; McCrindle & Christensen, 1995; Ertmer & New2
by, 1996; Anderson, 2001)。简而言之 ,元认知指的是一种
能力 ,是人类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对自我行为的思考 ,是“对
于思维方式的思考 ”。学习者不仅应该知道什么方法对自己
的学习最有利 ,而且能了解自己的学习过程 ,选择有效的学
习策略。许多学生把元认知看作是学习过程中的“内在督
导 ”,是他们监控自我学习过程的意识和知识。在基于计算
机和课堂的多媒体教学模式中 ,学习者需要具备以下的能
力 :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策略、根据学习
目标修正学习进度和策略以及对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4. 目前存在的问题
如何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学习过程对许多学生来说都

是一种新的体验 ,但这并不等于学生完全不具备元认知知识
和策略。就国内大学英语教学而言 ,在最近一些有关学习策
略的实证性研究中 (袁凤识等 , 2004;季佩英等 , 2004) ,问卷
调查的结果显示学生在学习中对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有一
定的认识 ,这说明“学生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本身有一定的认
知 ”。但 研究者 (袁凤识等 )就他们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调
查而言 ,认为“多数非英语专业学生对于所谓的学习计划和
组织 ,也不外乎是围绕四、六级考试以及考研所从事的一些
活动而已 ”。他们是否真正具有元认知意识 ? 是否具有在网
络多媒体教学环境下的元认知能力 ? 是否能对自己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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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本届新生入学后 ,对任教的两个
班级共 82名学生进行了有关元认知知识和策略方面的问卷
调查 ,结果显示 60%左右的学生都具有一定的元认知意识 ,

知道应该为自己的学习负责。但就元认知体验而言存在的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问到“我知道在开始英语学习前 ,制
定好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对于成功至关重要 ”时 , 60%的学
生认为自己“完全知道 ”; 30%的学生认为自己“知道或基本
知道 ”。但进一步问到“在实施学习计划时 ,我意识到要按
自己所制定的计划进行 ”时 ,只有 33%的学生持肯定态度 ;

27%的学生回答在制定计划后 ,“从不或很少 ”意识到要按
自己所制定的计划进行 ;另外 40%的学生持不肯定态度。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对教师的依赖程度
是很强的 ,学习的自我意识在近年来虽然有所加强 ,但并不
真正具备自主学习所需要的元认知能力。就传统外语教学
模式带来的问题 ,我们认为元认知能力是需要教师在教学中
去逐渐培养的。从一开始督促学生制定学习计划 ,教会他们
如何选择学习策略和如何监控和评价自我学习 ,这种能力是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而逐渐形成的。因此 ,对于大学英
语教师而言 ,在教材改革 ,教学手段更新 ,教学模式改变的情
况下 ,如何尽快使学生适应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多媒体教学
模式 ,进而成为成功的自主学习者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
思考的问题。

5. 学生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元认知能力的训练在目前的

教学实践中被认为是卓有成效的 ,大量的研究结果都证明对
元认知策略进行训练会为语言学习带来积极的作用 (Car2
rell, Pharis & L iberto, 1989; Carrell, 1998; Oxford 1990a,

1990b, 1996; Oxfordet al. , 1990)。研究者认为 “不具备元
认知能力的学习者事实上是没有学习方向的 ,是不会反思自
己学习过程、学习成就和失去前进目标的人 ”。Flavell早在
1976年就相信通过反复使用元认知策略 ,会使学生逐渐形
成元认知意识 ,这种意识在随后的学习过程中很快就会成为
学生的自觉行为。Cottrell (1999)也指出 :通过训练和明确
怎样使用元认知策略 ,这种策略就会成为学习过程的一部
分。在对元认知策略的研究中 ,通过对某种学习技能的培养
来进行元认知的训练是目前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如对阅
读能力和词汇学习能力的训练中 ( Zohreh Eslam i Rasekh &

Reza Ranjbary, 2003; Carrell et. , 1989) ,教师通常是在训练
认知策略的层面上对学生进行元认知能力的培养。因而认
知策略的训练是进行元认知能力训练的基础 ,在学生具有一
定的认知策略的基础上才能培养他们的元认知能力。近年
来随着教学理念的改变 ,教学的中心从以“教师为中心 ”已
转向以“学习为中心 ”上来 ,中心聚焦在如何帮助学习者学
会学习。因此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教
会学生学习的方法 ,让他们通过有目的的训练成为具有元认

知能力的独立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 ,对学生元认知能力的
培养应包括三个方面 :元认知意识的培养 ;了解元认知策略
与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之间的关系 ;在元认知策略的
训练中采用直接和明确的方式进行。

5. 1元认知意识的培养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 ,元认知意识 (metacognitive aware2

ness)这个术语涵盖了积极的学习态度、自信心和自我意识
几个方面 ,它们在元认知意识产生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逐步
形成 ( Gail Ellis, 1999)。我们在讨论元认知意识时也就涉及
到了学生的语言意识 ( language awareness) ,认知意识 ( cogni2
tive awareness) ,社会意识 ( social awareness)和文化意识 ( so2
cial awareness)的形成过程。Anderson ( 2002b) 相信“培养
元认知意识可以促进认知技能更有利的发展 ”。在实际的教
学中 ,教师会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如下两种现象 : ①
在完成学习任务中使用了元认知策略 ,但自己并未意识到。
②了解了相关的元认知策略 ,但在实际学习中不知道什么时
候用 ,怎样用。对于前者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总结归纳 ,并明
确指出某项学习任务之所以成功高效地完成是因为他们在
学习的过程中使用了元认知策略的结果 ,让学生从理论上意
识到我已经在成功地运用元认知策略 ,这些策略给我的学习
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对于后者 ,教师应该明白了解元认知策
略并不能使学生自动成为一名高效的学习者 ,教师应该在教
学的过程中结合学习任务对学生进行训练 ,让他们通过实践
学会使用元认知策略 ,感受任务完成所带来的喜悦 ,进一步
意识到如果今后遇到相似的情况我也应该这样做 ,进而形成
元认知意识。

5. 2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的关系
元认知能力的培养必须是三种学习策略的结合 :认知策

略、元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 ,它们虽有各自的侧重点 ,

但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共同加强。根据 O’Malley

& Chamot(1990)的定义 ,元认知策略指自我学习计划的制
定 ,学习过程的监控和学习结果的自我评估。认知策略指学
习资源的使用 ,对学习任务的分类 ,记笔记 ,新旧知识的融合
等。社会、情感策略指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伙伴相互帮助共
同促进 ,培养合作学习技能 ,使用情感控制来完成学习任务。
在学生具有一定认知策略的基础上 ,如何制定计划 ,选择学
习策略来完成某项学习任务 ,在学习过程中怎样与学习伙伴
相互帮助 ,解决问题 ,就牵涉到三种学习策略的共同作用。
在传统的教学中 ,教师通常的做法是根据教材的要求讲授认
知策略 ,但学生很少把教师讲授的策略与自己的学习方式结
合在一起 ,就算用学到的策略解决了暂时存在的问题 ,但今
后遇到相似的问题大多学生不会主动问自己 :我应该选择什
么策略来完成这项学习任务 ? 我曾有过成功的做法吗 ? 因
此作为教师 ,仅意识到要教会学生学会认知策略是远远不够
的 ,我们应意识到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是相互支持 ,相互
作用的。此外 ,伙伴合作学习 ( collaborative learning)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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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功的例子已是不胜枚举。Gokhale ( 1995) 认为在小
组内积极交换学习心得不仅能增加参与者的兴趣也能促进
反思性思维的产生。共同学习的方式给学生提供了一起讨
论、为自己的学习负责的机会 ,逐步使他们成为具有批判思
维的思考者 ( Totten, Sills, D igby & Russ, 1991)。Johnson

(1986) 在研究中发现与个人单独学习方式相比 ,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 ,合作学习的方式更有利于学生元认知能力的形
成。因此在进行元认知策略训练时 ,教师的设计方案应该从
多维的角度来考虑。首先 ,我们应该确定学生已具有完成某
项学习任务的认知策略。第二步我们应该考虑学生的学习
方式 ,明确地告诉他们小组学习或合作学习对解决问题有直
接的帮助 ,有助于元认知能力的形成。在确认具备以上条件
的情况下 ,进行元认知的训练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5. 3采用直接、明确的方式进行元认知策略训练
O’Malley & Chamot (1990)发现在教授学习策略时有两

种选择 :指令明确式 :明白无误地告诉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
目的和价值 ;隐嵌式 :学习策略的意图包含在训练中 ,但其目
的不告诉学生。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用后一种方式训练学
习者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学习者并没有由此而学会学
习。但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指令明确、直接的训练方式有助于
学生形成元认知意识 ,逐步自觉地把元认知策略用到学习
中。这种训练方式帮助学生最终成为优秀、独立和自信的学
习者 ,当他们知道在语言学习中使用策略与成功的关系后会
更有学习动力 ,也会更自觉使用元认知策略 ( Chamot &

Kupper, 1989; Chamot & O’M alley, 1994)。就元认知训练
的具体内容而言 , Anderson (2002a) 提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计划学习任务、挑选学习策略、监控策略的使用、评
价策略使用的效果等。因此 ,在新的学习阶段开始前教师应
对要进行的训练有完整的计划 ,选择指令明确、直接的方式
对学生进行元认知能力的训练。

6. 结语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为大学

英语的教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更新自
己的教学理念 ,学习新的教学手段 ,尝试多种基于网络多媒
体的教学模式是我们英语教师目前面临的任务。但更重要
的是要意识到我们的责任 :帮助学生尽快地适应新的学习模
式 ,培养他们的元认知意识 ,使他们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对目前和未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提
出了奋斗的目标 ,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是我们每位英语教师应
该为之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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