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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本文通过英语阅读课程教学对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了元认知策略的培训 ,并调查了学生对元认知策略

培训效果的看法。本研究旨在通过该培训过程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成为管理和支配学习的主人。希望

以此克服传统教学方法中的不足 ,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本文介绍了培训的内容以及学生的反映 ,文章最后讨

论了本研究的理论和教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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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study reports a metacognitive strategy training program and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the training in

an attempt to cultivate learner autonomy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manage their own studies. Students were trained on

four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i . e . becoming aware of learning processes , self2evaluation , establishment of objectives ,

and planning.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most studentsπmetacognitive awareness and ability to use those strategies have

been enhanced. The theoretical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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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元认知策略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是学习策

略 ( learning strategies) 的一种 , 它与元认知知识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同属于元认知 (metacogni2
tion)范畴。在二语和外语学习中 ,元认知知识是关

于学生对语言学习过程的认识 (knowing about learn2
ing ,OπMalley et al . 1989. 参阅 White 1995 : 210) 。

Flavel (1987 :22 - 23) 从学习者、学习任务和学习策

略三方面给元认知知识下了定义 ,即学生对自己认

知能力的了解 ,也就是自己擅长哪方面的学习 ,如是

文字能力还是空间能力 ;对学习任务及要求的判断 ,

即不同难度的任务需花费不同气力去解决 ;以及对

如何以最佳方式达到目的的知识。元认知策略则是

为了成功学习一门外语而采取的管理步骤 (regulato2

ry measures) ,如制定学习计划 (planning) 、监控学习

过程 (monitoring)和评估学习效果 (evaluating) (Brown

et al . 1983. 参阅 OπMalley & Chamot 1990 :44) 。培

养学生对学习性质的元认知意识也属元认知策略

(Wenden 1987a :160) 。元认知知识或意识是使用元

认知策略的基础。只有当学生对所学语言的特点和

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 ,了解自己语言学习的能力 ,才

能制定符合自己情况的学习目标 ,随时监控学习中

遇到的困难 ,最终找出克服困难的方法。所以 ,对元

认知意识和策略的培养是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学习”

(learn how to learn) ,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众

所周知 ,掌握一门外语仅靠课堂学习是不够的 ,而要

靠大量的实践和自学 ,包括离开学校以后的继续学

习过程。鉴于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还存在许多不足

之处 ,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受到“教师中心”传统

教学方法的影响 ,外语教学存在着严重的应试教育

倾向 ,学生主动学习的机会很少。往往是老师将要

学的一切包括重点都告诉学生让他们死记硬背 ,以

应付考试。因此 ,在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进

行元认知意识和策略的培养对学生现在和将来的外

语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

近 20 年来出现了许多对于学习策略 (包括认知

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社会与情感策略) 的研究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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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策略培训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尤其是学习

策略培训对学生产生效果的研究还不多见 (Nunan

1997) ,且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以下简单回顾一下元

认知策略培训方面的研究。

在培养二语阅读过程的元认知意识方面 ,Car2
rell (1989)对学生进行了两种元认知策略的培训 :

“语义图表法”(semantic mapping) 和“经验 —课文联

系法”(experience2text2relationship) ,目的是帮助学生

在阅读课文之前通过语义联想和新旧知识的对比了

解阅读前需要做何种准备以促进对课文的理解。结

果发现经过培训的学生在回答开放式问题时比未经

过训练的学生成绩好。为提高学生对说明文不同写

法的元认知意识 ,Tabolt (1995) 对香港大学生进行

了“图表法”(mapping) 元认知策略培训。结果发现

经过培训的学生对三种不同写法的说明文如对比

法、因果法、问题 —解决法有了较高的意识 ,因此在

考试中阅读成绩高于未经培训的学生。然而 ,也有

元认知意识培训结果与预期存在差异的例子。如

Wenden(1982)试图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二语水平很

高的学生进行语言学习各个方面的意识培养 ,如学

习中碰到的问题 ,解决问题时使用的策略以及对语

言的本质和语言学习的看法。采用的手段是将有关

二语学习的研究资料发给学生专门进行培训。然

而 ,经过 7 周的培训 ,问卷调查显示 23 名接受培训

的学生中 7 名认为他们的方法有所改变 ,5 名认为

学到了以前没有学到的东西。多数人认为这种培训

没有用处。培训开始 3 周后有一个班只剩下 7 人 ,

而且他们的目的是来练习语言技能的 ( Wenden

1987a :164) 。Wenden 对其原因的解释是单纯培养

元认知意识效果不佳。

另一种培训方法是对不同种类的学习策略如元

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同时进行培训。OπMalley

(1987) 对高中二语学习者就元认知策略 (包括自我

评估、有意注意和计划)和认知策略进行培训。结果

发现这种培训对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有显著效果 ,

但在听力方面没有效果。

Nunan (1997) 对香港大学一年级 60 名学生进

行了 15 种学习策略的培训 ,其中包括确立目标、有

意注意、反思等元认知策略。通过对培训前后学生

就同一份问卷回答的结果看 ,经过培训和未经过培

训的学生在学习动机、有关学习策略的知识和其用

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即前组学生比后组学生在这

三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只有在使用策略方面

两组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还显示了在“反思学习方

法”和“自我评估”两项元认知策略上 ,培训与未经培

训的学生没有差异。原因可能是这两项策略没有成

为课堂训练的重点 ,因此没有引起学生的注意。

第三种培训方法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运

用元认知策略。Holec (1987) 对自学中心的成年学

习者进行了案例研究 ,目的是帮助自学者确立学习

目标 ,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和技能 ,评估自己的进步

和所学课程。研究中发现 ,这些学习者一开始对学

习目标不甚明了 ,分不清“目标”(要学什么) 和“需

求”(为什么学)的区别。在老师的帮助下 ,学生开始

意识到如何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立目标 ,即学完教材

要达到什么目的。同样 ,学生开始并不知道如何评

价自己所使用的学习方法。在老师的帮助下 ,他们

开始质疑以前使用的方法 ,并考虑选择适合于自己

的最佳学习方法。最后 ,在评估方面 ,学生可以很快

对学习材料的难易程度做出判断 ,但是在评价课程

设置方面还有所欠缺。这个调查表明 ,通过元认知

策略的培训 ,学生在管理和支配自己的学习上有了

很大变化 ,从不知道如何学到主动为自己的学习设

立目标、制定计划和评估效果。

以上事实说明 ,对学生进行元认知策略的培养

有助于提高学生管理和支配自己学习的能力 ,根据

自己的目标和需求选择方法并在学习中采取主动地

位。但由于培训元认知策略的研究还不很多 ,研究

结果也不尽一致 ,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使我

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在

于找出一条培养中国大学生对外语学习过程的元认

知意识和使用元认知策略的途径 ,并且了解经过培

训的学生是如何看待这些策略培训的。培训的内容

包括四个方面 ,了解学习过程、自我评估、确立学习

目标和制定学习计划。

本文共分六部分。第二部分介绍研究设计 ;第

三部分为培训过程 ;第四部分报告和分析研究结果 ;

第五部分讨论研究结果 ;第六部分给出研究结论。

2. 研究设计

2. 1 受试

本研究选取的受试为清华大学 2000 级 (00 级)

英语辅修班一年级的本科生 ,共 62 人 ,分两个班上

课。从 1997 年起清华大学开始实行英语辅修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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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它是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88) 中因材施

教的精神创办的。考入清华的学生都是各中学的佼

佼者 ,但由于地区性差异 ,学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也

是参差不齐的。有鉴于此 ,外语系决定从每届新生

中通过分级考试和口试选拔出前 60 名左右的学生

进行因材施教。即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设计课程内

容 ,配备师资 ,两年学完八门必修课后英语达到外语

系英语专业本科生二年级水平。因此 ,这批学生在

毕业时除了领取自己专业的毕业证书外 ,还可领到

一个证明英语水平的辅修证书。笔者为 00 级两个

辅修班的英语阅读课任课教师 ,因此 ,这些学生就成

为本次研究的受试。

2. 2 工具

本研究是由培训元认知策略与调查学生反馈两

个部分所组成。本研究的性质是以案例研究 (case

study)为主、统计分析为辅 ,选用的收集数据的工具

基本上是开放式问卷、访谈 (包括正式及非正式) 、学

生对本课的书面评估意见以及封闭式问卷。使用不

同的方法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研究对象 ,从而对研

究对象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2. 3 分析数据方法

通过开放式问卷、访谈和书面反馈获取的数据

经过逐句分析 ,找出代表一定内涵的主题 (themes) ,

并将这些主题进一步归类形成较高层次的范畴 (cat2
egories) ,找出其间的关系 ,进而讨论并阐释其代表

的意义。通过封闭式问卷获取的数据拟采用频率统

计方法。

3. 培训过程

培训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四项元认知策略 ,并分

三个方面叙述 :1) 提高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元认知意

识 ;2)帮助学生做自我评估 ;3)协助学生确立学习目

标、制定学习计划。

3. 1 提高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元认知意识

培养学生管理支配自己的学习首先应该提高他

们的元认知意识 ,即对学习者、学习任务和方法的意

识。那么如何培养学生对这些因素的认识呢 ? 除了

向他们讲明这些因素外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实践

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意愿 ,

我选择了让学生参与英语阅读课的选材和讲解 ,以

此提高他们对学习过程涉及的因素的了解。因为在

选材和准备讲解的过程中能够锻炼学生对自己语言

能力的意识、对文章难度的意识以及对理解课文最

佳方法的意识。这里突出的是了解语言任务。

为了让学生明确自己的任务 ,我给他们做了选

材方面的具体规定。如文章的篇幅在一千词以内 ,

生词控制在 40 - 50 之间。要讲出选择某篇文章的

理由 ,并能从宏观上把握内容 ,如文章的结构和大意

等。还要讲解生词、词组和难句。学生被分成三人

一组 ,每周向大家汇报。每组的三个同学可以根据

对自身学习能力的判断选择老师规定的学习任务。

在完成各项任务的时候 ,学生又要对它们的性质、难

度做出判断 ,以便选择最佳解决办法。因此选材的

过程就成为培养学生对语言学习性质的元认知意识

的过程。

3. 2 帮助学生做自我评估

“自我评估”是培训的第二种元认知策略 ,指的

是反思自己的学习 ,如在完成某项语言学习任务时

做得怎样 (Nunan 1997 :60) 。单纯了解学习过程还

不够 ,学生还要知道如何进行自我评估 ,以便随时掌

握自己的学习水平和进展状况 ,有的放矢 ,学有目

标。在培养学生的自我评估能力方面我主要采取了

以下措施 :1)根据中学学习英语的情况判断自己目

前的英语水平 ;2)阅读不同层次的英语读物 ,判断其

英语水平 ,如大学英语一级、二级或三级 ;3) 网上自

测英语水平 ;4)通过完成标准试卷进行自我评估 ,找

出自己的弱点并制定今后计划。下面逐一进行解

释。

英辅班的学生大都来自各省市重点中学 ,这些

中学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相当高。如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的实验班在高中阶段已经学习了大学英

语三级教材。沈阳东北育才中学要求学生在校期间

试考托福。总之 ,一些重点中学比普通中学对学生

的英语有更高的要求。因此 ,学生一入学就让他们

评估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可以提高学生对自己英语

水平的意识。

其次 ,课堂上我还拿来一二十本不同层次的英

语读物让学生们判断属于什么英语水平。如名著简

写本、时文报道、名著节选加注释本和英文原著。每

人读 15 分钟后写出读物的水平 ,并就其使用范围提

出建议。这样做既可以增强学生对不同层次英语读

物的感性认识 ,又能够使他们了解自己的水平并为

今后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课外读物铺平了道路。

第三 ,清华外语系自学中心为学生们的自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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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 60 台电脑。其中存有“英语自适应测试”软件 ,

专供学生进行自测。这个软件里有大学英语一至六

级的单词、语法及阅读的试题。学生可以自己上网

进行测试。入学几周后我要求学生把测试的结果汇

报给我 ,以便掌握情况。通过这种方法学生又掌握

了一种了解自己的途径。

第四 ,选用标准试卷测试学生以帮助他们了解

自己的英语水平。由于多数学生认为自己的英语水

平处于大学英语三至四级之间 ,而且入学两个月后

参加“清华英语水平考试一”(较全国大学英语四级

统考稍难)的同学几乎都通过了考试。于是接近期

末时我选择了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而不是四级统考试

卷测试学生。让学生完成正规试卷的考题有助于他

们了解自己的实力和制定相应目标。测试完成之后

请他们就试卷难度、自己存在的弱点和今后如何打

算等做了书面评估。这样就达到了初始的目的 ,即

让学生了解自己、发现学习中的难点、弱点和困难 ,

为下一步制定目标和计划做好了准备。

总之 ,以上贯穿于整个学期培训计划的四种方

法帮助学生提高了自我评估能力 ,有利于学生发现

学习中的问题 ,并设法去独立解决。

3. 3 协助学生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

确立学习目标是另一种元认知策略 ,指的是学

完一门课后想要达到的目的或所能掌握的本领

(Nunan 1997 :64) 。通常确立学习目标是在一门课

程的开始。但由于一年级学生刚从中学过渡到大

学 ,对大学的体制和规定不甚了解 ,需要一个适应阶

段。因此放在了解学习过程和评估策略之后。将确

立学习目标作为培训的元认知策略之一是因为

Green & Oxford (1995) 的研究显示它是学习过程的

重要方面。还有研究发现 ,明确学习目标与学习动

机有显著相关性 (Jones and Jones 1990 , Reilly 1994 ,

参阅 Nunan 1997 :64) 。由于确立目标与制定学习计

划紧密相连 ,故将两者放在一起。

尽管课程设置上对课程目标有规定 ,起初学生

并不清楚自己在一学期之后究竟要达到什么水平。

通过参与选材和自我评估等活动 ,学生掌握了自己

的现有水平 ,同时也了解了学校的要求。于是他们

找出了自己的差距并制定出符合个人情况的学习措

施 ,以实现自己设定的和课程要求的目标。

具体地讲 ,学生为自己设立的短期目标 ,即该学

期或一年内需要达到的目标有 :1)通过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 ;2) 通过《清华英语水平一级考试》;和 3)

通过期末考试。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尽管我们实践

的是素质教育 ,旨在提高学生应用语言的能力 ,但衡

量学生的标准仍然脱离不了考试。因此 ,学生确立

学习目标还是以考试为标准。为了达到以上目标 ,

不同学生又制定了适合于自己情况的实施计划。

如 :

“针对自己的弱点进行强化补充 ,尤其是词汇方

面 ;尽量扩大阅读量 ,总结方法。通过以上问题 ,在

尽量短的时间内改进自己的方法 ,形成自己的一套

更适应大学英语学习的方法。”

“练习好表达能力 ,通过两个途径 :1) 阅读大量

材料 ,记忆 useful expressions , Build up active vocabu2
lary。2)配合有声读物训练口语表达 ,将阅读东西用

上。每周看完一份英文报纸 ,每天记忆 30 个词

⋯⋯”

从以上学生制定的计划中可以看出学习目标的

确立可以激励学生学习、帮助他们学有方向、克服盲

从、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方法去学习。

本节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如何培养学生的元认知

意识和策略 ,它们是了解学习过程、自我评估、确立

目标和制定计划。通过有意识的培训 ,学生在这四

方面的意识和能力都有所提高 ,并且他们今后把握

自己的学习、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

培养。

4. 学生对培训的态度

本节旨在报告经过一个学期的培训 ,学生在元

认知知识的了解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方面有何变

化 ,以及学生对培训的认识如何。将学生的反馈作

为研究对象不但可以衡量本培训计划是否成功 ,还

可以了解学生所持态度 ,如果这种态度是肯定的则

可以影响他们今后有意识地使用元认知策略。有文

献记载学生对学习所持的信念可以影响他们选择的

学习策略 (Wenden 1987b) 。本节由两部分组成 :统

计结果分析及定性结果分析。

4. 1 统计结果分析

期末考试时和试卷一同发给学生的是一张调查

问卷 ,内容是就本学期培训的元认知策略询问学生

的态度 ,即这种培训是否增强了学生使用元认知策

略的能力。整理出来的有效问卷共 56 份。请看表

一显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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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培训前后学生元认知策略能力提高程度

元 认 知 策 略

学 生 反 馈 提 高 程 度 占百分比

大幅度提高 提高了 和以前一样 不如以前 其他 3 前两项 后三项

确立目标 9 28 16 2 1 64 % 33 %

制定计划 10 20 23 2 1 53 % 46 %

了解学习过程 5 42 8 1 83 % 16 %

自我评估 5 41 10 82 % 17 %

学生总数 = 56

(注 : 此处的“其他”表明学生在问卷的那一项中没打勾 ,示意在“其他”栏目里解释)

　　从表一可以看出 ,学生们认为通过一个学期的

训练在使用元认知策略能力方面有了很大或一些提

高。值得注意的是 ,占总数 82 - 83 % 的同学认为自

己在了解学习过程和自我评估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本研究还表明 64 % 的同学认为自己在确立学

习目标能力上较以前有了提高。然而 ,在制定学习

计划方面只有 53 % 的同学认为较以前有了提高 ,

46 % 的同学认为没什么提高 ,其中两个学生还出现

退步现象。

从这部分调查结果看 ,学生在元认知策略使用

的能力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4. 2 定性研究分析

封闭式问卷的调查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学生对元

认知策略培训后自己能力提高的总体认识 ,但要深

入了解学生为什么如此认为以及对培训的态度 ,则

要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或阅读他们的书面反

馈。本节拟就访谈、书面反馈和通过问卷中开放式

问题答案获得的定性数据进行分析 ,目的是深入了

解学生对元认知策略培训的态度和看法。

与统计结果报告的顺序相同 ,定性研究结果也

从三个方面叙述 :1) 了解学习过程、学习如何去学 ;

2)评估自己的学习 ;3) 对学习目的的全新认识。下

面逐一介绍。

4. 2. 1 了解学习过程 ,学会如何去学

“了解学习过程”是经过培训的学生认为获益最

大的一个选项。这主要体现在学生对学习任务的了

解和策略的选择方面。如挑选什么难度的文章、怎

样准备课文和如何讲解课文等。在采访和阅读学生

对本课的评估时发现 ,由于需要自己查找材料、备

课、讲解、答疑等 ,学生逐渐培养了针对不同学习任

务使用不同策略的意识。请看学生是如何评价这项

元认知策略培训的。

“通过自己探索 ,我逐渐发现了学什么和怎样

学。”

“由于要做 PRESENTATION ,我必须到图书馆查

询资料 ,翻阅国外的文献期刊杂志 ,做了大量的阅

读 ,开阔了我的眼界 ,扩大了词汇量 , 也增强了捕捉

信息的能力。在准备发言时 ,训练了我组织语言、分

析文章、归纳总结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它培养了

我的自学能力 ,使我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

“阅读材料都很有趣吸引人。尽管要想掌握其

中的全部知识比较难 ,但我发现自己在这门课中有

了很大进步。课堂上我们不像鸭子那样被填充知

识 ,但却像猎人那样去寻找知识。”

“我学到了很多超出课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

法。”

“老师教我们如何学习 ,这项技能将使我受益终

生。”

学生通过参与选材备课不但了解了学习过程所

必备的知识 ,还提高了兴趣、开阔了眼界、看到了自

己的进步。这都成为他们喜欢这种培训的原因。更

重要的是这种培训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使他们

在管理自己的学习方面增强了意识 ,这些方法将使

他们今后的学习将受益无穷。

4. 2. 2 评估自己的学习

学生认为另一个获益较大的培训项目是“自我

评估”策略。经过访谈 ,我们发现其原因是学生以前

很少有机会这样有意识地采取具体措施去了解和评

估自己。中学的学习渠道毕竟不如大学多 ,平时接

触的读物很有限 ,而且词汇量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 ,

所以那时感觉不出词汇量不足。上了大学以后视野

开阔了 ,自学的渠道也变多了 ,如可以接触到不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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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书籍 ,进行网上自测和参加标准化考试等。这

时才感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以下是学生做的评

论。

“自己对于资料搜寻能力有较大提高 ,学习资源

更多。”

“学会通过计算机测试自己的英语水平。”

“我发现了自己英语学习中的很多弱点 ,这无疑

会促使我改进和克服它们 ,达到一个更好的水平。”

“现在发现自己有比较大的缺陷 ,词汇不够了。

以前看的文章没有涉及到这些词汇 ,好像够用了。”

由此可见 ,通过多种途径学生对自己的英语水

平进行了判断与评估 ,发现了自己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这为指导以后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4. 2. 3 对学习目的的全新认识

尽管学生认为“确立目标”和“制定计划”的培训

效果不如其他两项 ,但认为其有效的学生则感受到

这两项策略培训的必要性。原因是中学的应试教育

导致了学生对英语学习目的认识上的偏颇。经过这

两项策略的培训 ,学生对学习英语的目的从观念上

发生了变化。请看他们是如何讲的。

“我们中学特别重应试 ,到最后英语周报的试题

一篇篇的做。我觉得越做越学不好。高一、高二学

习 ,到高三每天做题 ,根本不学 ⋯⋯现在这种学法挺

好。让自己查资料很有意思。”

“那时学英语的目的就是把书后的题做会了。

也就是学完文章是为了做书后题 ,做书后题是为了

考试能做出题 ,最后学英语就是能够给一个句子挖

掉一个空 ,底下给四个词知道怎么填 ,这样才是学。

我觉得现在学习英语的概念不一样了。最明显的就

是知道学习英语就是为了用英语能表达 ⋯⋯”

这两位同学就中学和大学两种不同的学法做了

评价。认为中学的应试教育只是应付考试 ,对真正

掌握知识帮助不大。经过确立目标、制定计划的元

认知策略培训 ,他们对语言学习的本质改变了看法 ,

从单纯为了考试转变为使用英语。这一转变使他们

心中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 ,可以放开步子去学 ,不拘

于考试这惟一的目的。

5. 讨论

本文探讨了四种元认知策略的培训方法 ,即了

解学习过程、自我评估、确立目标和制定计划 ,同时

调查了学生对元认知策略培训的态度和认识。培训

结果表明 ,将元认知策略培训列入英语教学计划是

可行的 ,操作过程中应该把培训项目融入教学中 ,使

二者成为一体。

有关学生对培训的态度方面 ,本研究数据表明

学生经过培训在四方面的能力有了提高 :“了解学习

过程”、“自我评估”、“确立目标”和“制定计划”。问

卷结果显示 ,绝大多数 (82 - 83 %) 学生认为在了解

学习过程和自我评估方面的能力较以前有了提高 ,

多数 (64 %) 同学认为在确立目标能力上有了提高 ,

半数以上 (53 %)的同学认为在制定学习计划能力方

面有了提高。定性数据的分析证实了统计数据的结

果 ,即培养学生掌握元认知知识和使用元认知策略

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学习过程的认识 ,了解自己学习

中存在的问题 ,确立目标并制定计划去实施这些目

标。

本培训计划之所以取得了良好效果 ,关键在于

它帮助学生转变了一些固有观念 ,对学习目的、学习

者和老师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给予了重新定位。允

许学生参与选材和讲课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提高

了他们的自信心 ,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应该而且也能

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首先 ,我们发现学生对学习的本质从观念上发

生了转变。中学时代多数学生把通过高考作为学习

英语的惟一目的 ,偏向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和每道

习题必有标准答案的思维习惯。经过一学期的培

训 ,他们渐渐明白了语言学习的目的就是运用 ,通过

听说读写译的训练最终达到能与外国人交流的目

的。考试不是学习语言的主要目的 ,而是监测阶段

性的学习成果。不是每一道练习只有一个正确答

案 ,而可能有多个答案。因此学生的视野开阔了 ,学

习也有了明确的目的。

第二 ,通过实际参与选材、备课、讲解等过程使

学生从原先被动地听老师讲变为主动地去学。这一

转变使学生感到自己成了学习的主人 ,学习完全可

以由自己根据需求去控制 ,而不必完全由老师去规

定学习内容并指出应该学习的重点等。这一由以

“教师为中心”的方法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方法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 ,有利于引导

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这样使他们感到自己的

潜力能够发挥出来并且得到认可 ,大大促进了学习

的积极性。

第三 ,当学生发现自己存在的潜力、建立了学

习信心以后 ,他们会转变过去“老师才是绝对权

威”的观念 ,而把老师看做是自己的领路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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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咨询者。这一发现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欲

望 ,促使他们愿意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材料和

方法。

针对个别同学认为自己确立目标、制定计划的

能力不如以前 ,笔者专门进行了走访。他们认为这

两项能力与老师无关 ,应该是靠自己自觉地去做的。

一位同学觉得自己目前在确立目标和制定计划方面

还不如中学时期完全是个人原因造成的。由此我想

到 ,结果显示的近一半同学认为自己制定计划的能

力较以前相差无几 ,是否也因为他们与这位同学的

想法一致呢 ? 因为在我看来 ,清华的学生之所以能

够考上清华必然会有不同于其他学校学生的特点。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假设 ,这些学生在管理自己学习

能力方面要优于其他学校的同学 ,比如在计划自己

的学习方面 ? 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证实了 Holec (1987) 的实验结果 ,

部分证实了 Nunan (1997) 的实验结果 ,但与 Wenden

(1987a)的结果相反。它还表明 ,中国大陆的学生和

香港及国外的学生有不同之处。正如 Nunan (1997)

分析的那样 ,香港大学生从中学考入大学后对英语

学习的动力不足 ,尤其表现在讨厌做自我评估上。

而中国大陆的学生恰恰相反。他们考入大学后学习

动力非常强 ,只苦于没有好的学习方法。一旦老师

给予必要的引导 ,学生就会如虎添翼 ,迅速掌握学习

方法。接受 Wenden (1987a) 的教训 ,本研究将元认

知知识和策略的培养与教学本身结合起来 ,取得了

与 Wenden 完全不同的效果。这说明元认知策略的

培训应该与语言学习结合起来。

本研究将 Wenden (1987a)提出的学习策略培训

原则部分考虑在内取得了预期效果 ,如首先让学生

了解学习策略与其重要性 ,对提高元认知意识与具

体管理策略如制定计划、自我评估等同时培训 ,学生

对培训的态度可作衡量培训计划是否有效的一个指

标等。另外 ,正像 Nunan (1997) 指出的那样 ,教师首

先要了解这些策略才能为学生创造课堂练习机会。

总之 ,经过元认知策略的培训 ,学生对语言学习

发生了观念上的转变 ,摆正了自己在学习中的位置 ,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承担学习责任 ,在自学的道路上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6. 结论

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元认知策略的培

训可以纳入英语教学计划 ;二、允许学生参与选材是

增强元认知意识的可取方法 ;三、元认知策略的培训

可以提高学生对外语本身、自我水平和策略选择方

面的意识 ;四、元认知策略的培训可以提高学生在学

习中使用自我评估、确立目标和制定计划等策略宏

观调控自己的学习。由于本研究是在特定环境中做

的小范围实验 ,得出的结论也仅适用于受试。

总之 ,本研究证明元认知策略培训对学生的学

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培养

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方面也有很大帮助。它

对我们今后的大学英语教学以至专业英语教学都有

积极的启发意义。我们可以考虑将元认知策略列为

教学内容 ,逐步将学习的责任从老师身上转移到学

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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