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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丽丽* 

摘  要：外语教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作为学习实践主体
的学习者能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即学习者能否进行自主学习，有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在大学
英语教学中，教师应通过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改变学生的学习策略、改变教师的
传统作用等手段来促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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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实施由多方面的环节组成，其中较为重要的环节包括课堂教学过程的发展、教学
活动的实施以及教学效果的评估等。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利用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进行有效的交
际，而成功的语言学习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学习者因素和教师因素。学
习者因素包括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以及学习者的个人差异等；教师因素包括教师选择
使用何种教材、采用何种教学方法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起什么样的作用等。 

近年来，在外语教学中，有关学习者个人因素与成功的语言学习间关系的研究引起人们越来越普遍的关注。
语言学家们认为，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具有较强的学习动机，并能有意识地在课外运用其已经和正在掌握的语言
技能。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他们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并能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他们在课堂内外能找到
并创造出使用语言的机会并采用适当的学习策略；他们所掌握的不仅是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创造性技能。 

综上所述，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个人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应改变
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由单纯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转向以学生为主体，实施“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技能，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2. 自主学习的概念与实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自主学习（autonomous learning）或学习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在外语
教学与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自主学习也被称作“自我评价”（self-assessment）、“独立学习”
（independent learning）、“自我接触”（self-access）、“自我为导向的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学习
者控制的教学”（learner-controlled instruction）等。关于自主学习，不同的语言学家有着不同的定义。最早
关于自主学习的概念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它围绕着是培养终生学习技能还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问题而
展开讨论。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语言学家们便已形成了对自主学习的较为系统的认识。Holec 于 1981 年
提出，自主学习是学习者“自我负责管理语言学习的能力”（Holec in Garder, 1999）。Dickson 认为学习者
自主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负责有关学习的所有决策以及这些决策的实施”（Dickson, 1987: 1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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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 & Miller 则将自主性看作是一种学习手段，而不是教学手段（Gardner & Miller, 1999）。另有其他学
者，他们或者认为自主性所强调的是学习者的特点而非学习过程，或者将自主性看作是一种教育实践。如 
Little 认为学习者自主从其本质上来说，是学习者与学习内容及学习过程间的心理联系（Little, 1990: 7）。
Boud 则指出，自主性不仅是一种教育目标，更是一种教育理念和学习策略（Boud, 1988: 17）。 

尽管语言学家们对自主学习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自主学习者有着共同的特点。首先，自主
学习者要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过程中去（Dam et al.,1990）；同时，学习者要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而 Gardner 
& Miller 更认为，自主学习者要对自己的学习课程进行规划并加以实施（Gardner & Mille, 1996：vii）。由
此可见，自主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 

1）学习者的学习态度（Attitudes），学习者自愿对学习采取主动态度并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2）学习能力（Capacity），学习者具有独立完成自我为导向的学习任务的能力并注重这种能力和学习

策略的培养； 
3）学习环境（Situation），学习者应被授予各种机会去锻炼自己在学习及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做出决策

的能力。 
而从教学与学习的实际操作形式上来看，自主学习既包括由学生自己决定学习的目标、任务、过程、

评估等的完全自主学习，同时也包括有教师参与其中的、在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学习。就我国大学英语教学
现状和学生现状而言，学生们还不具备完全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条件（崔岭，2004：15）。因此，我国大学
英语教学中的自主学习是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学习。在这种学习环境下，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在课堂内外培养
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具体起什么样的作用，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3. 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在外语学习中，语言学习者对语言的掌握及语言的发展过程分为多个阶段，最高阶段包括提高语言知
觉，改变学习策略以及为自己的学习负责。在最后这一阶段，教师应通过提高学生的兴趣以及使学生积极
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使其真正成为独立的学习主体。 

3.1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大学英语教学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实践教学，其教学效果应以学习者对语言的掌握和应用为依据，

而学习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及主观能动性。在整个教学与学习过程中，各项英语
语言技能的掌握与提高，必须通过学习者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去，并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进行实践才能得以实
现。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外语学习的交际价值，认识到学生是语言学习实践
的主体，学生只有通过自己的不断实践才能将其所获得的语言知识应用到实际交际中去，才能利用目的语
进行有效交流，也才能最终实现其语言能力由理论知识向自动应用的转换。学生如果对学习持一种积极、
主动的态度，那么其学习将成为一种主动的、自发的行为，而学生也将会自觉为其学习负责。因此，大学
英语课堂教学必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
中去、并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检验学习效果的意识。 

3.2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语言教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成功与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学习

态度与动机、学习策略以及对语言的感知等都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特别考虑的因素。正如 Benson & 
Vollere 所说，学习活动的成功在某些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对待学习的态度、学习者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的
学习欲望（Benson & Vollere, 1997：134-136）。 

学生的学习动机来自于他们特定的学习兴趣和已经具有的背景知识，而其学习兴趣的保持与提高在很
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学习的效果。研究表明，学习者如果能意识到自己在学习上取得了成就，则其学习的兴
趣将大大提高，其积极参与到学习中去的热情与动机也随之大大提高。因此，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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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组织多种课堂教学活动，如老师——学生间的
单向问答及双向交流，学生——学生间的双人活动、小组讨论、小组辩论、角色扮演、融趣味性与知识性
为一体的游戏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使学生在仿
真的语言环境中，将所学语言知识有意或无意地转化为语言技能。在这种转化中，学生能清楚地看到自己
运用语言知识进行交际的能力得到了真正的体现。这种课堂学习的趣味性以及学生在学习上的成就感，将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机，进而提高其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去的积极性。 

3.3 改变学生的学习策略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近 30 年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一些最基本的

问题的认识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策略的定义和归类上。Chamot 认为：“学习策略是学生采
取的技巧、方法或者刻意的行动，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和易于回忆语言的形式及内容”（Chamot in 
Rod Ellis, 1994: 531）。而 Rubin 则将学习策略定义为“有助于学习者自我建构的语言系统发展的策略，这
些策略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发展”（Rubin, 1987）。根据 Oxford（1989）的定义，我们又可将学习策略看作是
“学习者为了使语言学习更加成功、更加自主、更加愉快而采取的行为或行动”。不管在学习策略研究上
的分歧如何，我们可以将学习策略看作是“学习者为有效学习所采取的措施”（文秋芳，2001：105），它
是学习者积极自主学习的工具。有效的学习策略能够增强学习者的学习信心和学习效果。反之，无效的学
习策略则对成功的学习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学习策略的使用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
一是学习者因素，一是环境因素。而在选择和使用学习策略时，作为语言学习主体的学习者个人因素比外
部环境因素的作用要大得多，这一点已经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 

成功的语言学习者经常采用一些有效的学习策略（Littlewood, 2000: 98），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
给他们的语言知识，而是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在课堂活动实践中利用所掌握的语言知识有意识地、有
效地实现与同学和教师的交流。他们在学习上总是采取主动的态度，为自己寻求一些语言学习的技巧和方法。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作为学习主体的学习者因素在决定语言教学与学习成功与否中的作
用，通过组织各种课堂活动，如让学生结对（pair work）学习或分组学习（group work），或者为学生提供各
种不同的语言环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role play）等，有效地将学习策略的培训与外语教学结合起来，
改变学生原有的只注重知识输入的无效的学习策略，代之以新的、强调技能产出的有效的学习策略，使学生
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使用有效的学习策略，在不同的语境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反复操练，并在不同
的语境中学会创造性地使用目标语言，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学生自主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去的目标。 

3.4 改变教师的传统作用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实施由多方面的环节组成，其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包括教学过程的发展、教学活动

的组织与实施以及教学效果的反馈与评估等。在这些环节中，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教学的重点及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语言的输入，教师在教学中

的主要职责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并带领学生对所学语言进行机械性的操练。在这种传统教学中，课堂教学
完全由教师掌控，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严
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其结果是学生对教师有着极大的依赖性，他们虽然记住了大量的单词或句型，但离开
教师的指导，便无法进行学习，更无法将已学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课堂之外的实际生活中去。 

现代的英语教学应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教师在课堂上要解决的已不再是教什么的问题，而是如
何教的问题。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认识到，学生是教学实践的主体，他们应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同时，教师
还要认识到，学生能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去直接决定着教学的成败。因此，教师的教学应以功能掌握
和技能培养为基础，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促进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使学生由被动的
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由机械性地进行语言操练变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在这种转变中，教师的角色由
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能力的培养和促进者。教师如同一架桥梁，将知识的输入与技能的产出有机地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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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主学习并不等于完全脱离教师的学习，而且学生的学习并不能够做到完全的自主。相反，在
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的作用显得越发重要。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要有效地组织各种形
式的课堂活动，为学生提供各种不同的语言环境；同时，作为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者和促进者，教师要能
够在学生需要时给予及时的帮助，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的意识，帮助学生完成独立的学习任务，帮助学
生不断改进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帮助学生对其学习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估，并帮助学生掌握运用英语
语言进行交际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此外，教师还是学生学习的监督者，监督学生自觉完成学习任务。 

4. 结 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自主学习的概念与实质，以及如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自主学习是近年来
国外比较流行的教学模式之一，如今也已在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引起人们较为普遍的兴趣与关注。这种
教学模式把“以学生为中心”作为其指导思想，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为前提，以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技能为目标。其意义在于，自觉、自愿、自主地参与到学习中去并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使得学生既
可以增强学习兴趣，又可以真正掌握创造性的语言技能，从而实现外语学习的目的。学生的自主学习应采
取课堂学习与课下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即教师不仅要对课堂教学负责，同时还要对学生课堂以外的学习进
行指导与监督，指导学生如何进行自学，如何将课堂上的学习与课外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培养学习
能力和提高综合技能等。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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