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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我评估是大学英语听力课堂教学过程评估的重要手段，采用问卷、反思、进步概况记录和测验的听力

学习过程自我评估教学，有助于教师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听力水平，合理安排和调整教学，有利于学生听力

训练中的元认知策略学习，提高技能训练效能。该评估手段的应用符合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

念，是听力技能学习过程的反映，体现了学习者个体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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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是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科学的评估不仅为教学提供有益的反馈，而且有

助于学生了解自身的学习情况，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现代教育评估的开创人 Ralph Tyler
于 1930 年提出，评估的核心是评价教学目的的完成情况，而不只是区别和鉴别学生。Weir 建议教师

应采用形成性评估，有效地调节教学各个环节和学生的学习行为。[1]自我评估，作为形成性评估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在由学习者自己进行评估，了解自己所知道的、所感受的和所能够做的。其

特点就是师生共同参与评估过程，承担评估责任。 
自我评估对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学习策略，能够使学习者掌控自己的听力学习

的进程状况， 根据个人需求进行学习调整。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重在二语信息的接收与理解过程训

练，中国学生普遍感到听力是个难题，往往缺乏自信。因此，本文拟从自我评估理论研究的视角，

探讨其在高校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认知现状和应用策略。 
一、自我评估的研究状况 

自我评估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欧洲自我评估的创始人，瑞士教育学家

Mats Oscarson 的研究成果证明自我评估是行之有效的评估手段，可以帮助调节教学，适应学生需求

的潜能，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及时有益的反馈信息，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2]Boud 认为，在高校中自

我评估适应于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的的语言学习，可以达到四种目标：（1）

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去，并对自己的语言学习负责；（2）学习者能够认真反思和重构

自己所学的语言知识，促进深层次的学习；（3）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了解所要达到的学习目标，并

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4）培养学习者在完成了正规的语言学习之后，能够有效地把学习技巧和策

略运用到今后的学习中去。[3]他强调，老师和学生都应该了解自我评估的目的以及相关的内容。双

方都要对评估的成功实施负责，即：教师要转变课堂权威性的传统角色。Harris 指出，自我评估既

有助于调动学习者的主动性，充分把握自己的学习任务，又有助于学习者了解自己的优势，思考自

己的学习，有序思维，争取好的成绩。[4] 
终结性考试在我国高校课程考核中一直是主导性测试和评估手段。 但是，近年来，形成性评估

日益受到高校教育研究者的重视，并进一步普及和应用。户进菊和阎锂对形成性评估的目的、原则

作了详细的解释，并对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具体方法和意义作了大胆、有益的探讨。[5~6]2004



 
 
 
118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 

年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启动确立了形成性评估手段的地位，为大学英语教学形成性

评估的发展和实施提供了积极的环境。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估相结合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

兴趣，有利于提高学生大学英语听和说的技能。 
二、自我评估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听力一直是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难题。多年来，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真正所进行的不是“教”

听力，而是“考”听力。听力老师充当磁带播放员的角色，学生一遍遍的听课文，然后理解回答问

题，处于完全被动的学习地位。课程考核中，老师通过课堂测试、期中和期末考试，给学生综合成

绩，以此来评定学生的听力能力和水平。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模式忽略了学习过程中学生自我的评

估和监控。因此，依据自我评估理论，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科学地应用自我评估的策略和方法，

让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评估，反思自己的学习，进行自我调控，以促进英语听力技能的提高。 
（一）问卷调查提供有用的反馈信息，提高自我评估意识 
听力课程的导入，可以让学生听一篇短文、回答几个听后问题，然后反思自己完成练习的情况，

把自我评估引入到听力课堂中来。老师要鼓励学生以小组或双人的形式讨论他们的思考过程，监控

整个讨论过程并对学生进行有益的指导。其目的在于向学生提供一个进行自我评估的练习机会并提

高他们的自我评估意识。随后，老师通过设计好的调查问卷，让学生回顾并详述自己的英语听力学

习经历，并针对课程的总体目标科学地评价自己的英语听力能力和水平。此环节也可以采用小组和

双人活动的形式，让学生相互交流和比较，使自我评估更加客观、准确。同学之间的相互支持可以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自我评估过程的兴趣，保持参与的积极性。 
问卷采用“Can you…?”的形式，侧重于学生到底能够做什么，而不是注重他们知道什么，此

问卷容易设计也容易回答，有助于老师全面了解每个学生的听力能力。例如：“Can you understand the 
teacher in English class？”，“Can you understand your partner in group work？”，“Can you answer the 
questions after listening to a text only once？”等大约 10 至 15 个问题，有效地运用到问卷调查中。这

样的问卷形式重在强调学生听力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而不是所遇到难题。在课程一开始，就能够营

造一种积极的课堂气氛，让学生通过交流，评估自己在英语语言方面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二）过程反思使学生认清自我，有助于解决听力学习中所遇到的难题 
自我评估教学手段的中心就是让学生反思自己听的能力。反思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学生把自己

听的过程口头汇报给同伴或小组成员。听前，学生要对听的内容以及难度进行预测。听后，反思自

己的表现，所听内容的难易度、原因以及预测是否得到了验证等。也可以自我评估听的效度以及听

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技巧和策略。这样，自我评估就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跳板，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交

际策略的重要性。老师提出 “What were you listening to？”，“What prevented you from getting the 
answers?”以及“Why was the text easy or difficult to do？”等问题，指导学生的口头反思并，要求学

生进行小组讨论，然后汇报自己的反思情况。老师要对学生的汇报进行认真的归纳总结，以便掌握

学生的听力水平以及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寻找问题的根源，找出可行的解决对策。 
写学习日记也是一种有效的反思方法。在日记中学生要记录他们所听的内容和所遇到的问题。

老师可以提出像“What have you done?”，“What problems have you had？”，“ What achievements have 
you made？”等问题来指导学生的日记写作。每周可以安排 10 至 20 分钟的课堂时间让学生进行这

项活动。学期末，这些日记可以交给老师，作为评估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课程成绩的佐证。 
（三）进步概况评估增强学生的成就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听力教学中，设计学生进步概况（progress profiles）记录，用于学生评价自己的学习经历。教

师要鼓励学生记录自己所取得的成绩。随着课程的继续，学生定期查阅自己的进步记录。以此学生

可以回顾他们在听力上的表现，并且回答“How well have I done in this unit？”这一问题，然后思考

下一步该怎么做， 如“On what areas do I need to concentrate most？”。最后，他们要对本学期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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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成绩做一个总体的回顾和评价，回答“How much progress have I made in this semester？”之类的

问题。进步概况和老师评估结合在一起形成对学生学习情况连续的、人性化的形成性评估结果。 
（四）测试评估有利于学生检查进步，客观评价自己的能力 
带有答案并由自己批改的小测试是听力课堂教学中行之有效的自我评估活动。这项活动占时不

多，却可以涵盖前面一、两个单元所学内容。通常，小测验不记分，其目的是为了向学生提供反馈，

用来检查进步，激发学习动机。 
学期末，每个学生都应该根据“What I think about my listening a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这样的题目写一篇简短的反思报告。反思报告要认真总结自己的学习过程、方法、态度以及成绩，

对自己的学习做出正确而客观的评价。 
三、自我评估在听力教学中应用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任何模式的转变，无论是教育还是其他领域，往往都会引起争论，进而导致不安定的因素，甚

至诱发混乱。自我评估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同样会遇到阻力和挑战，其根源在于我国的大

学英语课程是必修课程。其大纲、教材、教学管理、学习目标都是相对固定的，任何个性化的教学

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此外，相当部分老师和学生固守传统，认为老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其权威性

不容置疑，有权决定学生该学什么，决定考核方式。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需要新的课程评估理念。 
（一）自我评估符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理念 
多年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一直受教育部于 1985 年颁布实施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指导。

该《大纲》为全国高等院校大学英语的教学制定了统一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测试与教学管

理等要求。与之相应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就成了部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评价和掌控大学英

语教学的标准，其结果不仅影响了大学英语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行为，而且扭曲了大学英语教学的整

个过程。为此，教育部 2004 年 1 月颁布实施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针对性地采用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自主学习，重视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评估。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意愿和需求选择是否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从此，大学英语教学开始朝着以学生为中

心的新型的教育模式转变。在这种模式下，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已逐渐地引入大学英

语的课程教学，以适应《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教学理念。 
（二）自我评估能力充分反映了学习者的综合素质 
自我评估，作为个人综合素质不可分割的一个要素，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焦点。“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这句家喻户晓的谚语其内涵就是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估。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许

多用人单位要求毕业生提程个人评估报告，评价和衡量个人素质，作为选择录用人才的一个重要标

准。所以，作为高校外语老师，有责任营造一种支持的氛围，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引入自我评估

机制，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分析、评估自己的大学英语知识水平和应用能力，评价自己的成长过程。 
（三）自我评估有助于减轻教师的评估负担 
1990 年我国高校的扩招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着一个新的、严峻的挑战，

即大班教学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无疑增加了老师的教学和评估负担。如果一个老师同时教

授 4 个大班，每班按照 70 人来计算，可以想象其课程考核与评估的负荷有多大。如果单靠老师来评

估学生的学习和表现，其负担将会成倍增加。因此，自我评估和教师评估相结合将有助于减轻老师

的评估负担。Dickinson 提出，在涉及许多学生的课程教学中，对学生的评估负担很重，自我评估是

减轻老师评估负担的有效途径。[7] 
（四）自我评估有利于提高学习者对自己学习过程的意识 
大学英语听力技能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常伴随着失望和挫折。许多情况下，学习

者会感到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并没有什么收获。其原因在于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进步，缺乏有效的成

就评估。自我评估手段的应用，要求学习者记录自己的学习过程，定期进行检查，就会逐步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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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成就感。研究证明通过自我评估练习，学习者对学习过程的成就意识就会显著增强。 
(五)自我评估激励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要求学习者自主决定自己的学习目的、内容、进度和方法，调控进步以及评估学习结

果。[8]同时，也解释自己的方法、技巧和活动。自主学习的关键就是反思和评价，以及对学习的渴

望。Nunan 认为，认识自己的学习，了解学习过程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至关重要。自我评估练习，

反思自己的学习经历，并把这种反思和同学共同分享，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意识，激励自主学习的

能动性。[9]此外，自我评估是由学习者所进行的一个不间断的、循环的自我评价过程，不受外界的

干扰。自我评估的这一过程循环特征，可以使自主学习得到不断的提升。 
四、结论 

自我评估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反映了老师教学态度和学生课堂参与过程的转变，体

现了完全不同的课程评估理念和手段。该评估手段的系统实施，不仅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

而且有助于掌控自己的学习过程，解决问题，体验成就与进步的快乐，树立自信。然而，自我评估

属于形成性评估的一部分，重在元认知过程的梳理和监控，不能用于区分、选拔、打分等高风险的

考试项目中。正如 Murphy 所说，自我评估在日常教学中的实施，是对评估机制的补充和斧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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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pplication of Self-assessment in Instruction of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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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self-assessment as vital techniques in instruction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 
creatively designs the concrete steps of questionnaire, retrospection, progress profiles and quiz 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utonomous study,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for instructors to learn of students’ listening skills, and properly adjust teaching 
scheme, and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listening skills by means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the assessment model in tune with the fresh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instruction that reflects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listening skills and learners’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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