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 卷第 4 期               温 州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2009 年 7 月 
Vol 22, No 4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Jul, 2009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体验式英语教学 
 

施慧敏 

(浙江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学习者自主”和“学习者中心”理论的提出使英语教学转向关注学习者和学习过程。体验模

式即源于这种理论，这种模式的学习体现了建构主义教学原理。通过展示体验式英语教学的过程，发

现每个环节都牵涉到网络教学平台的利用，继而探讨了网络教学平台在体验式英语教学中的具体作用：

一，语言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双重培养；二，高效而有针对性的语言学习支持；三，多媒体互动学

习资源的提供；四，学习策略的获取和提高。同时，揭示了使用网络平台可能带来的新课题：一，师

生角色的变化；二，对网络教学平台的过分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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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自主”这个概念是 Henri Holec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在这之前，英语语言学

习和教育方面的研究往往关注教学方法而不是学习者。80 年代初，随着交际法理论的提出[1]，研

究的方向开始倾向学习过程和学习者个体。学习技能[2]、学习策略[3]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设

计[4]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英语语言教学的研究重点。 

80 年代初，欧洲现代语言项目委员会得出结论：成人教育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终

身教育”、“平等教育”等理念日益受到重视[5]。语言学习的研究更关注学习者的个体特性[6]和个

体差异[7]。与这种世界性的教育研究潮流转向相呼应的是，我们国内教育环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

化：高校学生的人数大幅增加，以“教师为中心”和“千人一面”式的传统教学模式受到了极大

的挑战。 

此时，多媒体网络技术为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促进自主学习提供了技术支持。如何使网络技

术更便捷有效地促进语言学习也成了语言研究的热点。有的学者设计了以网络为支撑的大学英语

教学模式，以期推进个性化的教学[8]；为使英语专业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有的学者尝试采

用网络技术开发课件，建设语言文学素材库，建立视频点拨中心[9]；国外也有学者对网络教学模

式的评估标准进行了探讨[10]。 

我们基于“学习者自主”和“学习者为中心”理论，在多媒体网络技术的支撑下，开始尝试

体验式英语教学模式，力求体现语言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训练学习者提高学习策略来更多地为

自己的语言学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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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验式英语教学 

Nunan 认为，现在的课堂教学正从传统的传播模式（ transmission model）向体验模式

（experiential model）转变[11]。传播模式是由教师把语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体验模式是在教学

过程中为学习者创设条件，使学习者自己构建知识和发展技能。 

体验模式源于“学习者自主”和“学习者中心”理论，这种模式的学习体现了建构主义教学

原理。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知识建构过程。学习者是认知

的主体，他根据自身特点，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加工和处理。知识习得过程是一个重新构

建新意义的创造过程，学习者对新信息进行认识和重新编码，建构自己的认知体系。因此，建构

主义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调动学习者主体能动性，教师只对学生的意义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

建构主义理论主张教学环节中包含情景创设和协作学习，并在此基础上由学习者自身最终实现对

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我们探索的体验式英语教学就是受 Nunan 的体验模式启发，以自主学习为理论依据，旨在通

过使用基于网络的英语教学资源平台及其综合与视听说课程系统，为语言学习者营造良好的体验

英语应用的环境，培养学习者良好的语言应用意识，进而开发自主学习策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体验式英语的教学过程如下： 

 

图 1  体验式英语教学流程 

如图 1 所示，除了课文学习这一个环节外，体验式英语教学中的其他每个环节都牵涉到网络

教学资源平台的利用。那么，计算机或网络教学平台在英语语言教学和学习中具体应该发挥什么

样的作用呢？ 

二、网络教学平台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通过分析，我们确定网络教学资源平台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四个。首先，它同时

促进了英语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这是一个双重的功能。其他三个作用体现在学习者个体

学习过程中：作为课本之外的一个自学平台，它帮助学习者高效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独立学习；作



 

施慧敏：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体验式英语教学 75

为资源平台，它提供多媒体互动的学习资源；作为学习互动平台，它使学习者可以同时与同伴和

教师通过邮件或 BBS 互相交流，从中综合获取合适的学习策略。 

（一）英语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双重培养 

体验式英语教学过程中，每单元的预习和导入这一步，都需要学习者课外自行到网络平台上

了解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内容。学生上英语网络平台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所需的信息。因为这一

步的学习是在课堂之外进行，故学习者需要自己科学合理地安排好时间。这对他们培养时间管理

能力也是个训练和挑战。 

网络教学平台的利用是学习者开发自己独立学习能力的过程。学习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选取合适的学习内容和相应的学习手段（如听力、阅读或娱乐性的视频材料）。他们可以自主

决定学什么，何时学，如何学。网络平台上学习的成效如何，完全取决于学生自己，选择适当的

方法，适当程度的内容都靠学生自己。丰富的内容，漂亮的画面容易使学生上来后偏离自己原先

定下的学习目标。这就需要学生培养自制力，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要有控制能力。 

有效地使用自主学习中心是达到完全的学习者自主（complete learner autonomy）的一个重要

途径[12]。网络教学平台可以理解为一个自主学习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利用有助于学习者

达成语言学习的完全自主。 

促进语言学习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双重培养也正符合 2007 年发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精神：“为实施新的教学模式而研制的网上教学系统……鼓励教师有效地使用网络、多媒体及其

教学资源。教学模式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

展。新教学模式应能使学生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材料和方法进行学习，获得学习策略的指导，逐

步提高其自主学习的能力。”[13] 

（二）高效而有针对性的英语学习支持 

自主学习中心的研究人员 Greg 认为“自主学习中心给学习者们提供了试验的机会”[12]。作

为已经受到认可的一种学习策略，试验性地进行学习可以被认定为自主学习者的一个责任。网络

教学平台上所提供的资源是面向不同专业背景和兴趣的学习者的，而要从中选取自己所需要的材

料，学习者必须对众多的学习手段和资料进行试验应用，而后加以汲取。 

例如，在资源补充这一学习步骤上，学习者甚至能够在网络平台上搜索与他们专业相关的资

源，并在课堂上为其他学习者带来新的认知角度和知识亮点，这使他们真正体验到英语的应用，

并与自己的实际需求挂钩。这无疑促使了学习者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学习，并加强了学习动机。由

于有了选择权，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进度进行学习，学习动机明显加强。 

网络教学平台通过灵活而便捷地提供各种语言学习手段和资源来鼓励学习者进行试验性的

学习，从而使得个体学习者能够“量体裁衣”，有的放矢地高效学习语言。 

（三）多媒体互动学习资源的提供 

网络教学资源平台是语言学习的资源库，这一中心作用勿容置疑。体验式英语教学模式中的

预习和课后补充两个步骤都体现了网络平台的这个作用。 

为了使网络平台充分发挥资源库的作用，其建设必须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首先，作为教材

的有效补充，平台内容的选择和设定应该以教材内容为参考，以便学习者无需再携带配套课本或

辅导用书就能在平台上进行学习；其次，平台上的学习资源需要全面，不同专业不同兴趣的学习

者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材料进行学习；再次，平台上的资源需要定期更新，能够提供最新的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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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材料，比如英语时事、英语新歌、影视资料以及最新的试题等。正是由于材料新颖有趣，紧跟

时代发展，是对课堂信息的有益补充和拓展，网路平台才吸引得住学习者，学习者才能真正以英

语语言为载体来了解世界。另外，平台还需要配以用户友好的导航界面，学生能够快速便捷地找

到资料。 

这个“一站式”的语言学习大超市必须有足够的合适资源，并且利用网络技术使资料的呈现

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学习者上网络平台是以接受信息，了解世界为目的来促进英语学习的，在

使用平台的过程中他们能够加强语言的实际运用意识。 

（四）学习策略的获取和提高 

如同前文已经提到的，学习者一方面通过试验性的学习逐渐培养了探究精神和自主学习意

识，并更多地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另一方面，网络教学平台能提供在线辅导，网上答疑和实时讨

论。这种在课堂以外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的学习，使学习者得到同伴和教师的帮助，从而促进

了学习交流和参照，学习者适时对自己的学习进行监控和调整。 

Greg 认为，自主学习中心的关键是促使学习者进行个体化的语言学习，个体化是指学习者根

据个人具体情况自行选择内容和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独自进行隔离性的学习[12]。 

即使是课堂外的网络平台学习，教师的帮助依然不可缺少。在网络平台上的答疑和讨论区，

学习者可以得到教师的点拨，另外，伙伴的讨论也能够促进学习者更好地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比

较客观地判断自己的水平和努力的方向。 

网络教学平台上的 BBS 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同伴和教师的支持和帮助。体验式英语教学的评

估和交流两个步骤都涉及了对网络平台的利用。在线交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面对面交流所带来

的焦虑感，学习者相对更自如地运用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来借鉴对比同伴，进而对自己进行需求

分析，明晰自己的学习方向，更好地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对于评估未通过的学习者，通过交流模

块，能够在课堂之外获得指导帮助，改进学习策略，尝试新的学习策略来掌握欠缺的知识点，及

时赶上下一个阶段的语言学习。通过对比参考，学习者逐渐形成自己的学习计划，并学会监控自

己的语言学习过程，以及如何评估自己的学习结果。 

三、网络教学平台利用的新课题 

（一）师生角色的变化 

缺乏一定学习策略和技能的学习者对网络平台的利用往往不尽如人意。学习者上网络平台进

行学习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往往随兴而为，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即便是比较自律的学习者

也容易受视频资料或热门话题的吸引而忘却本次的学习目的。为使学习目的更明确，教师的事先

指导和任务布置非常重要。体验式英语教学中教师需要承担多种角色。首先，教师是研究者。只

有对学习者做过充分的学习需求分析，才能够引导和帮助学习者在体验语言应用的过程中对语言

知识进行选择、组织和加工；其次，教师是协调者，应该对学习者进行一定的策略培训和指导。

因为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学习，学习者的被动接受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从众多的网络教学资

料中搜索自己所需的东西，实际上部分地承担了原先由教师承担的筛选资料这一工作；最后，由

于网络平台强大的交互功能提高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教师本身的知识储备受到挑战，除了关注

语言学的专业知识外，教师必须扩大自己的知识空间，了解相关、相近学科的知识体系及其与语

言学的学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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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英语教学中师生角色的变化很大程度是因网络教学平台的利用而起的，师生，尤其是

教师，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才能保证网络平台的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二）对网络教学平台的过分依赖 

由于网络教学平台能使学习者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并具有资源丰富、图文并茂、音形俱佳

等优势，学习者可能对网络平台形成依赖，造成思维惰性，这点类似于过去传统教学模式下对教

师的依赖。另外，语言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

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学习者在体验英语运用的过程中，还需要主动积极

地探索和培养跨文化意识。再则，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强的课程，仅凭网络的虚拟语境远不能达到

习得语言的目的。如何防止产生新的网络学习依赖性，是值得探索研究的一个问题。 

四、结  语 

随着网络技术在语言教育领域的应用，网络教学资源平台在英语教育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部

分。为了使之充分有效地服务于语言学习，我们必须对于网络平台在英语教育中的位置和作用有

清楚的了解。通过对体验式英语教学过程的综合分析，网络平台的作用凸显出来。最关键的是它

突破语言课堂的时空限制，促使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另外，作为资源库，网络平台也有别于传

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因为它能提供实时的交流和咨询，从而使学习者能够即时调整学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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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ti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odel and 

Web-based Teaching Platform 
 

SHI Hui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18) 

 

Abstrac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ories of learner autonomy and learner-centeredness transferred the focuses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ELT) into concentration of learners themselves and learning courses. Combined 

with these theories and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the experienti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odel was 

developed.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experiential ELT model, the usage of web-based teaching platform 

was founded in every stage of ELT. And the four main functions of the platform were discussed as follows: 1. 

developing learners’ capac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while developing their ability of language learning; 2. 

maintaining a more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3. providing interactive multimedia 

language resources; 4. gaining and improving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At the same time, two constraints, 

including adjustment between teachers and learners and overdependence on the platform, were identified in 

the using of web-based teaching platform. 

Key words: Experienti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Web-based Teaching Platform; Autonomous Learning 

   

(编辑：杨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