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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学习策略是促进自主学习的关键,而学习策略的关键则是元认知策略, 培养学生的元认知策略是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主要渠道。本文介绍在某高校进行的一项运用元认知策略培训提高学生英语学习自主性和学习成绩的

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元认知策略培训, 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英语成绩, 在外语

教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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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M etacognitive Strategy Trainging U sed

in Improving Learner Autonomy and Language Achieve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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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ing strategy is the key to fac ilita ting learner autonom yw hile the key to learn ing strategy ism etacognitiv e strategy. Fos

te ring students me tacogn itive strategy is them a in channel to deve lop students autonom y. This paper m akes an introduc tion a

bout an em pirical study of using me tacognitive strategy tra in ing to im prove Eng lish lea rner autonom y and language achievem ent.

The resu 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 t the college Eng lish instruction in teg ra ted w ith m etacognitive strategy tra ining can sign ifican tly

promo te learne r autonomy and learner language ach ievem ent, wh ich show s its prom inent prospect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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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学习策略的深入研究 ,研究者逐渐意识

到元认知策略对于培养学生学习自主性的重要性。

W enden认为学习策略是促进自主学习的关键, 而学习策

略的关键则是元认知 ( W enden 1985)。但目前关于这方

面的实证研究较少,而且在二语学习研究中, 学习者训练

经常包括综合性训练,即包含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情

感策略的训练, 或仅集中于听、读、写的某一个方面。学

习者培训集中于元认知策略的非常少, 而集中于大学生

的元认知策略培训则更少。实际上, 中国大学生缺乏的

是管理策略 (元认知策略 ) (文秋芳 1996, 庞维国 2003)。

徐锦芬等发现, 中国大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水平总体上

很差,在英语课堂上有必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徐

锦芬 彭仁宗 吴卫平 2004)。基于以上原因, 我们进行非

英语专业大学生元认知策略培训的实证研究, 探讨元认

知策略培训对学生英语学习自主性的影响及元认知策略

培训是否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

1 元认知策略与自主学习
1. 1元认知策略

O M a lley& Cham ot根据信息处理模式将学习策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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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元认知策略 ( m etacogn itive strategy)、认知策略 ( cogn itive

strategy)和社交 - 情感策略 ( so cial a ffective strategy ) ( O

M a lley& Cham ot 1990)。元认知策略是一种高级执行性

技巧,是学习者利用认知处理的知识, 通过对语言学习的

规划、监控和评估等手段调节语言学习, 是为了成功学习

一门外语而采取的管理步骤。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元认知

策略包括: ( 1)预先准备。预先概括性, 全面了解要学习

的概念和原理。 ( 2)预习。预先计划和演练语言结构, 为

即将学习的语言任务做好准备。 ( 3)定向注意。预先决

定主要注意力放在哪一项学习任务上, 忽略不相关的干

扰因素。 ( 4)选择注意。预先决定注意语言输入的哪些

具体方面或者哪些情景细节, 以帮助对语言输入的短时

记忆。 ( 5)自我管理。认识有利于学习的各种条件, 主动

创造这些条件。 ( 6)自我监控。注意语言表达的正确性

和得体性,对不正确的语音、语法和措辞进行更正。 ( 7)

延迟表达。有意识地在初始阶段推迟表达, 通过听力理

解先吸收。 ( 8)自我评价。检查自己语言学习的结果。

1. 2自主学习

语言学习领域的自主学习是 H olec提出的 ,他把自主

学习定义为 控制自己学习的能力 ( Ho lec 1981: 3), 即对

自己学习负责的一种能力。L ittle认为自主学习是学习者

批评性反思、做出决定、独立行动的能力 ( L ittle 1991:

28),这种自主能力表现在学习方式上和将所学知识迁移

到更广泛的情景方式上。他认为在学习中能独自或在小

组活动中计划、监控并评估自己的学习者才是完全自主

的学习者。而 D ick inson认为自主是一种情景, 是学习者

作出相关学习决定和对决定的执行完全负责 ( D ickinson

1993: 330- 331), 自主学习 既是一种学习态度, 也是一

种独立学习能力 ( D ick inson 1995: 87), 一个自主学习者

应该: ( 1)能够理解正在教的东西; ( 2)能够形成自己的学

习目标; ( 3)能够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学习策略; ( 4)能够监

控自己使用的策略; ( 5)能够监控自己的学习。

1. 3元认知策略与自主学习的关系

元认知策略与自主学习紧密相关。一个自主学习者

需要确立学习目标,决定学习内容, 选择学习方式和朝着

目标进行监控与评估进步 ( H o lec 1981)。这与元认知策

略要求的积极管理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习行为、学习环境

和评估学习结果一致。W enden同样认为, 元认知是 自

主学习的一个方面 ( W enden 1991: 15), 学习者元认知地

意识学习过程和恰当使用元认知策略。可见, 元认知策

略能使学习者对自己的语言学习更负责, 能使他们分析

自己的学习需求和诊断自己学习的优势和弱势, 从而自

我主导语言的发展过程。另外, 元认知策略能使学习者

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评估, 有助于学习者成为有目的和有

目标的自主学习者。

2 实验研究
2.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湘南学院 2007级两个班 60名非英语专

业学生:一个临床班和一个电子班;其中, 24名女生, 36名

男生。其年龄在 18- 20岁之间,平均年龄 19岁。临床班

是实验班,有 30名学生,其中 11人为女生, 他们在大学英

语学习中接受元认知策略训练。电子班是对照班,有 30

名学生,其中 13人是女生, 接受常规教学。实验班和对照

班都是经过测试选取的。测试结果表明, 两班成绩无显

著差异 ( t= - 0. 350< 2. 000; P= 0. 729> 0. 05)。统计数

据同样表明两班性别差异 ( P> 0. 05)。实验班采用嵌入

式元认知策略训练。两班学生的英语水平基本相同。

为证实两班的元认知和自主学习水平基本处于同一

水平,实验前进行元认知策略水平和自主学习水平测试。

结果显示, 两班无显著差异 (元认知水平 t = - 0. 491<

2. 000; P= 0. 627 > 0. 05; 自主学习水平 t = - 0. 309 <

2. 000; P= 0. 759> 0. 05)。

2. 2研究假设

在实验开始前, 提出以下假设: ( 1)元认知策略训练

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元认知策略水平; ( 2)元认知策略训练

能极大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水平; ( 3)元认知策略训练能

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为了测试以上假设, 进行为

期一年 160节课的训练。

2. 3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一个是 元认知策略问卷 , 一个是自主学

习量表,两套水平测试题。其中, 一套 3级 (高等学校实

用英语水平测试题 )用于前测,一套 4级用于后测。前者

用于挑选研究对象并帮助实验班学生了解自己英语方面

的长处和短处。后者主要用于实验前后的比较, 力图让

实验班的学生看到自己在训练后的英语进步和提高。

2. 31元认知策略问卷

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研究对象的背景

情况,包括性别、年龄、专业。第二部分由元认知策略的

32道题组成, 题目来自文秋芳 ( 1996 ), Ox ford ( 1990 )和

Cham ot et al( 1994)。问卷包括 9个计划策略、7个选择性

注意、8个监控和 8个评估题目。该问卷在实验前、后都

使用两次。量表采用利克特 5分制。回答者根据他们的

实际情况选出一个真实答案, 根据答案就能测出他们语

言学习元认知策略总的使用情况。

测试前对问卷进行试测和信度分析。信度 0. 8765,表

示问题的可靠性高。训练后问卷题目与训练前一样。

2. 32英语自主学习量表

该量表由庞维国 ( 2003)、文秋芳 ( 1996)、O M a lley等

( 1990)和 Ox ford( 1990)等文献编制而成, 包括 84个题

目,由学习动机、学习内容、学习环境、自我评估、学习过

程、学习结果及学习计划几个方面组成。信度分析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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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 8665大于 0. 85, 量表非常可靠。

2. 33水平测试题

语言水平测试题是全国高等学校实用英语测试卷

( 1999)和大学英语测试卷 ( 2002)。采用已考过的四级测

试卷,主要是因为其信度和效度可靠。

2. 4数据收集和分析

数据包括: ( 1)学生的水平测试分数; ( 2)关于学生元

认知策略水平的分数; ( 3)关于学生自主学习水平的分

数。SPSS 12. 0用于分析数据, 当 t> 2. 000和 P < 0. 05

时,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培训前后,对学生的英语成绩、元认知策略和自主学

习水平进行数据统计, 并对实验班和对照班这三个方面

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配对样本 T检测。

2. 5元认知策略训练

2. 51提高学生的元认知意识

从培训开始,学生就通过元认知策略问卷、自主学习

量表、认知风格测试和水平测试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优

势与不足。同时,给学生介绍关于元认知知识, 讲解元认

知和语言学习的关系, 使学生清楚元认知策略训练在英

语学习中的意义。这样, 学生能有意识了解元认知和英

语学习的关系。接着,通过策略展示、策略练习和策略评

估提高学生有意识使用元认知策略的能力。事实证明,

学生对训练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2. 52计划和安排学习

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策略。在完成某项任务前,

元认知策略学习者总是倾向于根据所学元认知知识制定

计划。他们或许会问自己: ( 1)为什么要完成这项任务,

( 2)以前的什么知识有助于完成这项任务, ( 3)思维应该

朝向什么方向, ( 4)完成这项任务得花多少时间。记住这

些问题,他们将在各种学习中制定出完善计划。因此, 首

先帮助学生根据他们个人的需求、动机、自我效能和对语

言学习的理解确立积极、现实、可测、可控的目标。同时,

要求他们制定长期和短期目标。这些计划包括听说读写

能力的目标, 学习的时间、学习和方法。在每期开始, 要

求学生根据老师建议检查和完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

为了避免制定混乱的计划, 教师在期中敦促学生检查和

修正计划并要求上交执行计划的情况报告。

2. 53监控学习过程

监控是很重要的元认知活动。学生在这个活动过程

中评估他们的学习并在学习陷入困境时采取某些补救措

施。监控要具有两方面策略意识: ( 1)一般策略: 自我调

节意识, ( 2)选择性策略: 给不同任务安排不同策略的意

识。如在训练学生监控阅读理解时, 训练包含以下三个

方面: ( 1)方向监控: 使学生监控阅读的目的、重点。明

确阅读目的, 确定阅读方式 ,根据所读文章及阅读目的确

定采用快读或慢读、粗读或精读等。 ( 2)进程监控: 监控

阅读深度。在阅读过程中, 边阅读边思考, 观察识别材料

提示的重要信息,通过上下文猜测词义, 根据文章措辞判

断作者态度, 要随时概括, 找出中心句及关键词。 ( 3)策

略监控: 知道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如何恰当运用各种策

略。策略监控即善于自我提问, 检验自己的答案正确与

否, 多角度分析推理, 懂得有效运用阅读策略处理问题,

根据一定阅读目的选择认知策略, 在阅读过程中随时调

控自己运用认知策略的情况, 同时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使

用 why对自己提问,检验自己的推断是否正确, 从多角度

推断自己的问题,理解整篇意思。

对于学习过程中监控训练的效果通过课堂讨论等其

它方式得到加强。同时,要求学生完成每周监控表。

2. 54评估学习表现

评估有回顾性和预期性功能, 它反思过去的学习经

历并转化到将来行动的计划中。本研究将学生置于需要

自我测试和自我监控的教学活动中; 当他们在有目标地

提高英语应用能力时, 学会控制自己的学习。通过自我

评估,学生了解自己是否达到了学习目标和学习策略使

用的效果。通过激励学生评估相关效果, 教师帮助学生

积极进行元认知活动。为了评估他们的学习结果, 采用

Anderson的建议让学生思考并回答以下问题: ( 1)正要完

成什么, ( 2)正在使用什么策略, ( 3)使用情况如何, ( 4)

结果怎样, ( 5)还能做些什么。

2. 55元认知策略训练检查表在课堂中的应用

教学中, 无论我们教听、说、读或写, 都要求学生使用

K ing的调节检查表 ( K ing 1991),培养他们的元认知策略。

这个调节检查表包括计划、监控和评估 3大类。K ing的

检查表包括:计划: ( 1)任务的本质是什么, ( 2)我的目标是

什么, ( 3)我需要什么信息和策略, ( 4)我将需要多少时间

和资源; 监控: ( 1)我对我所做的有清楚的理解吗, ( 2)任务

有意义吗, ( 3)我正在达到目标吗, ( 4)我需要改变吗; 评

估: ( 1)我达到目标了吗, ( 2)是什么起了作用, ( 3)是什么

没起作用, ( 4)下次我做事情的时候会有所不同吗。

3 结果
3. 1元认知策略培训有效提高学生元认知策略水平

在实验前后对学生的元认知策略水平进行描述性统

计,结果如下 (表 1 )。

可以看出,在前测中 ,实验班元认知策略水平的均值

是 80. 8667,标准差是 10. 009859;对照班均值是 82. 0000,

标准差是 9. 50862。在后测中,实验班均值是 94. 3333, 标

准差是 7. 89558; 对照班是 83. 0667, 标准差是 9. 92362。

实验班的元认知策略水平从实验前的 80. 0667提高到后

测中的 94. 9333,进步显著, 而对照班的元认知策略水平

改变很小 (从前测的 82. 0000到后测的 82. 6000)。实验

班的标准差从 10. 09859减少到后测中的 7. 89558,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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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最小值从 56提高到 79, 说明学生间元认知策略水平

差距、两级分化缩小了; 与实验班的标准差相比较, 对照

班的标准差几乎没有改变 (从前测的 9. 50862到后测的

9. 94675),学生间的元认知策略水平差距有所增加, 说明

两级分化有所加大。

表 1 实验班和对照班前测和

后测元认知水平描述性统计

N 极小值 极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前测
EC 30 56. 00 102. 00 80. 8667 10. 09859

CC 30 64. 00 105. 00 82. 0000 9. 50862

后测
EC 30 79. 00 113. 00 94. 9333 7. 89558

CC 30 67. 00 108. 00 82. 6000 9. 94675

有效的 N 30

配对样本 T检测 (表 2 )显示, 在对照班和实验班前测

中,学生元认知策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t值是 - 0. 491,

小于 2. 000, P值是 0. 627大于 0. 05。而在后测中, 实验

班和对照班的元认知策略水平差异显著, t值是 5. 563大

于 2. 000, P值是 0. 000小于 0. 05。

表
2
元认知水平前测和后测配对样本 T检测

成对差分 t df
S ig.

(双侧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前测 EC CC - 1. 133312. 64293 2. 30827 - . 491 29 . 627

后测 EC CC 12. 3333 12. 14377 2. 21714 5. 563 29 . 000

配对样本 T检测的历时性分析显示,实验班学生在培

训前和培训后的元认知水平差异非常显著 ( t= 11. 343>

2. 000, P= 0. 000< 0. 05) (见表 3 )。而在对照班,前测和后

测元认知水平差异不显著 ( t= 1. 126 < 2. 000; P= 0. 270>

0. 05)。

表 3 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前后的历时性

配对样本 T检测

成对差分 t df 双侧

平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配对 1
前测 -

后测
14. 0667 6. 79215 1. 24007 11. 343 29 . 000

配对 2
前测 -

后测
. 6000 2. 91961 . 53305 1. 126 29 . 270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明确结论: 元认知策略训练能有

效提高学生的元认知水平。

3. 2元认知策略培训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水平

对实验班和对照班自主学习水平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如下 (见表 4 ):

表 4 学生自主学习水平前测和后测描述性统计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前测
EC 30 116. 00 209. 00 171. 1333 23. 10804

CC 30 126. 00 210. 00 172. 8333 22. 85348

后测
EC 30 179. 00 221. 00 204. 8333 10. 35269

CC 30 128. 00 210. 00 173. 1667 23. 71829

实验班的自主学习平均水平是 171. 333, 标准差是

23. 10804,而对照班是 172. 8333, 标准差是 22. 85348。配

对样本 T检测显示, 在实验班和对照班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 ( t= - 0. 309< 2. 00; P= 0. 759> 0. 05) (见表 5 )。在后

测中,实验班自主学习水平平均值为 204. 8333, 标准差是

10. 35269,而对照班自主学习水平是 173. 1667, 标准差是

23. 71289。因此,得出结论: 实验班学生自主学习水平在

经过培训后得到很大提高。配对样本 T检测也显示在实

验班和对照班之间的自主学习水平差异显著 ( t= 7. 227

> 2. 000; P= 0. 000 < 0. 05 ) (见表 5 )。以上分析表明, 元

认知训练确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水平。

表 5 前测和后测自主学习水平配对样本 T检测

成对差分 t df 双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前测 EC CC - 1. 7000 30. 09657 5. 49486 - . 309 29 . 759

后测 EC CC 31. 6667 23. 99904 4. 38161 7. 227 29 . 000

历时性分析同样显示元认知策略训练对学生自主学

习水平有很大影响, 能极大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水平 (见

表 6 )。实验班学生培训前、后的自主学习水平差异显著

配对样本 T检测显示, 实验班和对照班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 ( t= 7. 581> 2. 000; P = 0. 00< 0. 05)。然而, 对照班自

主学习水平在前、后侧中差异不显著 ( t= 0. 065< 2. 000;

P= 0. 949> 0. 05)。

表 6 实验班和对照班前测和后测自主

学习水平历时性配对样本 T检测

成对差分 t df 双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配对 1
后测 -

前测
33. 7000 24. 55135 4. 48244 7. 518 29 . 000

配对 2
后测 -

前测
. 3333 28. 18575 5. 14599 . 065 29 . 949

3. 3元认知策略培训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成绩

实验班和对照班前测和后测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

(表 7 ): 在前测中, 实验班平均成绩是 65. 5667, 标准差是

9. 34652, 对照班平均成绩是 66. 4667,标准差是 8. 73255。

配对样本 T检测显示, 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英语水平无

显著性差异 ( t= - 0. 350< 2. 000, P= 0. 729> 0. 05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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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中, 实验班平均成绩是 73. 7333,标准差是 8. 68186,

而对照班平均成绩是 65. 2333,标准差是 8. 1489。

表 7 前测和后测英语成绩描述性统计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前测
EC 30 34. 00 86. 00 65. 5667 9. 34652

CC 30 45. 00 88. 00 66. 4667 8. 73255

后测
EC 30 60. 00 93. 00 73. 7333 8. 68186

CC 30 46. 00 86. 00 65. 2333 8. 81489

配对样本 T检测显示, 实验班和对照班的英语成绩

差异显著 ( t= 3. 551> 2. 000, P= 0. 001< 0. 05) (见表 8 )

表 8 英语成绩前测和后测配对样本 T检测

成对差分 t df
S ig.

双侧

平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前测 EC CC - . 9000 14. 06475 2. 56786 - . 350 29 . 729

后测 EC CC 8. 5000 13. 10896 2. 39336 3. 551 29 . 001

实验班成绩在元认知策略培训后远高于对照班, 差

异显著。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元认知策略培训能有效提

高学生的英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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