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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模式已经在全国各地高校

逐步建立起来。研究表明,网络自主学习者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元认知水平的高
低。因而,对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元认知培训势在必行。元认知培训包括

元认知知识培训和元认知策略培训两部分。在网络自主学习环境中, 元认知培训的途径主要有

三种:讲座、融合元认知策略的在线活动和形成性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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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认知 ( metacogn it ion)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约
翰 #弗拉维尔 ( J. H. F lavell )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
出来的,之后其内容得到中外学者的扩充和发展,并很
快成为学习策略研究的重要内容。

弗拉维尔认为,元认知一般指任何以认知过程和

结果为对象的知识, 或者是任何调节认知过程的认知
活动,其核心意义是对认知的认知 ( F lavel,l 1985)。元
认知实质上是个体以自身认知活动为对象的认识, 是
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自我体验、自我调节和自
我监控。

大量研究证明,元认知能力对于语言学习者有着

极为重要的意义。O . M alley & Chamo t发现, /学习者
的学习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元认知策略使用
的成败 0 (O . Malley J. M. & Chamo ,t 1990)。文秋芳的
研究也表明,英语学习成功者与不成功者在元认知策
略的使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前者使用元认知的
意识比较强,英语学习富有计划性和主动性; 后者使用

元认知的意识比较淡薄,英语学习处于盲目、被动的状
态 (文秋芳, 1996)。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而又深入
的改革,一种新型的、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
为支撑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模式正在各地高校逐步建
立起来。新的学习模式注重学习者个性化学习方法的

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需要。自主学习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
/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0,学习者需要自主进行以下
决策活动: ( 1)确定学习目标; ( 2)决定学习内容和进
度; ( 3)选择学习方法和技巧; ( 4)监控学习过程; ( 5)

评估学习效果 (H olec, 1981), 这些正是元认知的主要
内容。

在网络自主学习环境中, 元认知更是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不少学习者在学习材料的选定、学习时间
的安排方面缺乏计划;在面对困难时,不会运用网络寻
找答案或求助于教师及同学; 在学习过程中, 很多学习

者自控能力差,难以抵制网络的诱惑,对学习缺乏监控

和评价 (覃新宇, 2008)。因此, 为了实现成功的网络学
习, 在网络环境中对学习者进行元认知培训势在必行。

Flave ll认为元认知包括两部分 ) ) ) 元认知知识和
元认知策略。因此,对学习者进行元认知培训亦需要从
这两方面进行。

一、元认知知识的培训

元认知知识是有关认知的知识, 指个体所存储的
既和认知主体有关又和各种任务、目标、活动及经验有
关的知识片断。它能够激活和引导个人管理, 从而引
起新的元认知体验 ( F lave l,l 1979)。元认知知识是使

用元认知策略的先决条件。
林璐 ( 2008)对其所在学校 06级 108名非英语专

业的学生进行了元认知知识和监控方面的问卷调查,

发现学习者关于学习任务的知识、策略的知识等比较
匮乏,而这些正是元认知知识不足的表现。因此, 在指
导学习者应用元认知和认知策略之前, 很有必要向他
们传授元认知知识。

元认知知识包括三个方面:关于认知个体的知识,

关于认知任务的知识, 以及关于元认知和认知策略的
知识 ( F lave l,l 1979)。

1. 关于认知个体的知识
关于认知个体的知识, 指认知个体关于自己及他

人作为认知加工者在认知方面的某些特征的知识。在
网络自主学习环境中,学习者应了解自身的认知特点、
个性、兴趣、学习方式以及在语言学习中的优势和弱
点, 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学习中选择恰当的学习资料、制
定科学的学习计划,从而充分发挥个人优势。

2. 关于认知任务的知识
关于认知任务的知识指关于认知任务的性质、目

的及要求的知识。E llis认为 /学习者对语言和语言学
习越了解,越能有效的管理他们的学习 0 ( 1989: 2)。在
网络自主学习环境中, 学习者应该了解每学习单元的
目标和重点, 知道网上学习的特点和难点, 学会在线学
习所需的技巧,如文字处理、在线交流、信息查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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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这些技巧会成为他们进行网络学习的障碍 (庄志
象, 2005)。

3. 元认知和认知策略的知识
元认知和认知策略知识, 即关于元认知策略、认知

策略及其有效运用的知识。Pressley et al认为,在进行
策略培训的时候, 与那些只是简单地被告知使用策略

的学生相比,那些被告知策略在其实现任务或达到目
标中所起作用的学生更可能继续使用策略 ( P ressley,

Borkow ski& O . Sullivian, 1984 )。朱晔 ( 2005)指出网
络环境下最显著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是如何帮助英
语学习者了解并采取合理的语言学习策略, 以改善其
英语网络学习的效果。网络环境下学习策略缺失的具
体表现有: ( 1) 缺乏有效的英语网络学习手段,学习缺
少计划性和系统性; ( 2) 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 3) 学习准备不足, 导致学习心理问题严重 (朱晔,

2005)。事实上,这些学习策略的缺失正是第一生产力
策略知识掌握不足所导致的。

只有当学习者对自身、对认知对象和必要的认知
策略以及元认知策略有了清晰的了解, 他们才能够在
网络学习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因此, 在网络学习环境
下,首先应该培养学习者的元认知知识。

二、元认知策略的培训

对元认知知识的了解只是网络学习成功的先决条
件而不是全部。教师还必须帮助学习者在学习中熟练

应用元认知策略,如计划策略、监控策略和评价策略。
1. 计划策略
计划是指明确学习任务, 对成功完成任务的方法

等因素进行组织计划 ( O . M alley, J. M, & Chamo,t

1990)。计划活动包括建立学习目标、设定学习程序、
选择学习策略、分配学习资源、预计学习时间等等。计
划对学习者来说至关重要, 是学习者 ) ) ) 尤其是网络
学习者 ) ) ) 学习的指导方针。网络学习有如下特点:

老师和学生不处于同一个空间, 同步学习与异步学习
并行, 学习工具多样化,学习资料丰富等等 (M cCorm ack

and Jones, 1998, cited in Astleitner, 2003)。在这种环
境下,没有教师的指导,学习者往往在众多的选择面前
迷失方向。

刘洋 ( 2006)发现,许多学习者都不会为学习作计
划,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学习
方法,结果往往被无关的信息干扰, 造成网络学习效率

低下等问题。
为了制定全面、细致、科学的计划, 关键是要有效

地使用和控制个人的注意力, 合理分配学习资源,科学
地设计完成任务需采取的步骤, 选择设定合适的学习
强度或速度。

2. 监控策略
监控是指评价对现行的任务所付出的注意力, 并

实施监督。监控在网络学习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因为

在网络环境中, 学习者在面对海洋般的知识而不知道
如何取舍时,很容易受到娱乐视频、游戏等各种与学习
无关的信息的影响。更糟的是, 他们身边没有监督者
提醒他们偏离了学习。如果这样的问题持续下去, 他
们往往会放弃解决问题的尝试并最终放弃学习。因

此, 在网络学习环境中, 学习者必须调用监控策略, 经
常检查他们是否理解了学习资料, 是否在遵循学习计
划, 学习进度的设置是否合适, 使用的学习策略是否有
效等等。监控策略能够帮助他们及时调整学习策略,

适时地采取措施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3. 评估策略
评估指在完成学习任务后, 学习者对自身学习任

务的执行和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和思考 ( O . M alley &

Chamo,t 1990)。教师应该鼓励学习者经常反思其自身

能力提高的程度、参加网上学习活动的主动性、使用认
知策略的意识和使用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在网络学习
环境中, 系统的评估方法不仅能够帮助学习者认识到
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还可以帮助他们发展必要的
技巧和策略。评估还能增加学习者的信心,对出现的
问题进行评价和改正也有助于完善他们的认知策略。

三、元认知培训的主要途径

到目前为止,为了培训语言学习者的元认知, 语言

教学研究者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方法。在网络学

习环境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三种: ( 1) 讲座; ( 2) 融

合元认知策略的在线活动; ( 3) 形成性评估体系。

1. 讲座

讲座是一种古老而且至今普遍流行的教学方法。

它的特点是能够简单、系统、高效地传递大量的信息。

在学习者进行网络学习之前, 教师可以做一两次的讲

座, 使学生了解元认知知识, 帮助他们理解个人的认知

特点,语言学习的目标, 以及网络学习的特点、所需的

技术和在网上可以从事的各种学习活动。最主要的

是, 教师应设法使学生熟悉他们在在线学习中可以使

用的多样的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 尤其是要强调元

认知策略使用的意义。一旦学习者开始了在新的学习

领域的探索, 教师必须观察他们的学习活动,每周安排
必要的讲座, 讲授更多关于元认知的知识, 化解学生关

于元认知的疑虑和问题, 帮助学生评估和调整他们的

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 从而帮助他们在网络学习活

动中熟练地使用这些策略。

2. 融合元认知策略的在线活动

Cohen指出意识培训和知识培训 /也许并不能给学
习者提供足够的信息和策略练习, 从而使他们能够完

全自主的指导学习过程 0,很多学习者 /可能在面对各
种策略时,不知道何时、如何使用它们 0。我们需要将
策略培训与日常的语言学习活动结合起来,使学习者

在语言学习活动中练习并且巩固这些策略,尤其是元

认知策略,这样学习者才能逐渐掌握这些策略,提高元

认知水平,改善自主学习的能力。
事实上, 网络学习平台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活

动, 如通告、在线作业、论坛、提问等等, 这些都可以用

来有效地培养网络学习者的元认知能力。

每学期开始, 教师可以将该学期的教学大纲以在

线通告的形式贴在网络上, 使学习者了解该学期的学

习目标、要求和任务安排,从而帮助他们制定个人的学

期计划。在每个单元的学习中, 具体的课程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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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求可以列在相应的通知里, 比如说,分析文章的结

构和写作风格, 总结课文大意,弄明白关键词、词组的

意思和用法,甚至探索文章的背景信息。在学期中, 可

以设计一些在线通知来提醒学生他们预期应取得的进

步,以便帮助他们修订个人的学习计划。通过以上的

做法, 学习者就能够逐渐地学习直至最终掌握元认知

策略中的计划策略。

在线作业是学习者练习监督策略和评估策略的有

效途径。每单元的在线作业可以帮助学生检查他们是

否完成了计划、计划是否恰当、他们的学习成效如何、

认知策略是否适当等等, 从而提高他们的监督和评估

策略水平。

论坛是教师和学习者自由发表观点的地方。教师

可以提出与元认知相关的话题从而强化学习者的元认
知意识,也可以提供关于元认知策略的必要的指导, 了

解学习者的元认知水平, 减轻他们元认知使用中的困

难。

提问是学习者在元认知方面遇到麻烦时求助的途

径。教师应该鼓励学习者时常反思自己的元认知知识

和对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 在遇到疑惑或困难时提

出问题。这样, 学习者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元认知知

识,而且还能完善他们的元认知策略。网络中丰富的

资源也能用于帮助学习者培训元认知。当选择恰当的

学习资料时,可以培养计划策略和评估策略, 而监督策

略可以用来保持注意力, 使他们不会被与学习无关的

资料干扰。

3. 形成性评估的运用

形成性评估是由美国教育评论家 G. F. Scriven首

次提出的。它是一种注重 /过程的0、以人为本、关注学
生 /全面发展0的评估理念。它注重素质教育, 强调对

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关于它的定义多种多

样。B lack and W illiam ( 1998a: 7)把形成性评估定义

为:教师和学习者 ) ) ) 为了获得反馈,从而改进教学和

学习活动 ) ) ) 所进行的所有活动。 Sadler ( 1989) 声

称,形成性评估应该是学习者具备的必要的评估手段,

用以管理他们的学习, 如: 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学习目

标,明白目前的学习状态,最终了解存在问题和解决的

办法。形成性评估就其本质上来讲, 是通过多种评估

手段和方法,比如批改家庭作业和课堂练习等等对学

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反映

出的情感、态度、策略等方面的发展做出评估,旨在 /确
认学生的潜力,激励学生学习,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

就感, 增强自信心,培养合作精神0 (刘秀芳, 2008)。

形成性评估可以由教师、学习者自己、同班同学等

在课内或课外进行。在网络学习环境中, 当建立学生

成绩簿的时候,老师可以将以下因素加入评估之中: 学

生上网学习的频率, 网上学习的时间, 对课程的贡献,

论坛中的活跃性,在线作业及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 学

习进度,课外阅读,访问学习资源的多少等等。形成性

评估不仅在提高学生的元认知知识方面非常有效, 而

且也可以形成、改进和提高他们的元认知策略。

四、结语

/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 0。在网络自主学习环
境中,学习者才是学习的主体。作为主导者,教师应该
教会他们如何学习。因此, 在网络自主学学习环境中,

培养学习者的元认知意识、提高他们元认知策略的使
用水平是每个教师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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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 (如父母的期望价值 ), 学校以及大众传媒中
受到的社会期望可能比女性更高, 这一原因可能也是
造成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原因。

(四 )所选择的专业的影响。 (在结果分析中已有
详细论述 )

(五 )经济因素的影响。 (详见结果分析 3. 2. 5)

五、结论

在本实验的研究中,运用经过改编的 /总体主观幸
福感量表0调查问卷对长春市某高校大二 294名在校
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考察了长春市某高校大学生的
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与性别差异,结果经分析显示,

当代某高校大二在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显
著,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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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 Being
based on different s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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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uangH ua Co lleg e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Ch ina)

Abstract: Recen tly, the Sub ject iveW ell- Being o f the co llege students drew the socia l attention. The Sub ject iveWe ll

- Being reflects the human socia l funct ions and adapt ion, wh ichmeasures the qu lity o f ind iv idua l life. This paper in-

troduces the sexua l d ifferences into the research of the sub ject iveW e ll- Be ing of the co llege students to further discuss

the sexua l- or ien ted happiness.

Key words: co llege students; sub ject ive w ell- Being; sexua 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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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metacognition in the web- based college English
autonomous learning approach

WANG Y an- fe,i GONG Hong- Q,i KANGM e,i ZHANG Wei

( Co lleg e of A rts, H ebe i Eng ineering University, H andan 056038, Ch ina)

Abstract:W 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o llegeEnglish teaching reform, thew eb- based co llege Eng lish autono-

mous learn ing approach has been g radually estab lished in co lleges and un iversit ies across China. Studies ind icate that

the success of on- line Eng lish learners depends largely on the ir use o fm etacognition. Therefore, it is o f great necess-i

ty to cu lt ivate m etacognition purpose ly among them. The cultivat ion o f metacogn ition in the w eb - based autonomous

learning env ironmen t falls into two parts: m etacognitive know ledge cultivation and metacogn itive strategy cultivat ion.

And three ch ief approaches can be adopted for the cultivat ion: g iv ing lectures, integrating metacogn itive strateg ies into

diverse on- line activ ities, and constructing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web- based autonomous learn ing; metacogn ition; cultiva tion; colle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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