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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建构主义的学习观探讨和分析外语学习能力发展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学习

者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因素构成外语学习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因素；影响外语学习能力可持

续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教师因素、学习内容因素和学习环境因素。学习者、教师、学习内容和学

习环境四种因素缺一不可，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成个体外语学习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这便是外语学习能力发展的机制。旨在为实际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外语学习能力提

供具体的、可操作性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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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外语学习能力指“学习者能

够保持持续的、长久的、有效的外语学习的能

力。……它包括基本学习能力、拓展学习能力和调

节学习能力”
[1]
。在学习型社会中，外语学习者的终

身学习能力如何，意味着其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

有怎样的适应与变化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

力是当今乃至未来外语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培养外

语学习者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是学校外语教学的

首要任务。只有了解外语学习能力发展的机制及其

影响的因素，才能在外语教学中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有效培养。本研

究将依据建构主义的学习观探讨和分析外语学习能

力发展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实际外语教学

中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外语学习能力提供具体

的、可操作性思路。 

一、外语学习能力发展的机制 

我国虽然有众多有关外语学习能力的研究，但

提及“可持续发展”的不多。即便在题目或讨论中

涉及“可持续发展”一词，也基本止步于外语自主

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及对某种外语学习能力（比如

阅读能力、听说能力或写作能力等）的培养；还有

关于对外语学习的情感因素（如外语学习动机、外

语学习焦虑以及自我效能等）的研究，以及外语学

习能力的评价等。研究对这些要素与可持续发展的

外语学习能力的关系没有深刻讨论。这种现象表明，

我们对外语学习能力还存在片面的理解，对影响外

语学习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缺乏全面、宏观的认

识。首先，影响外语学习的因素既包括个体的智力

因素，也包括其非智力因素，即包括认知、思维、

情感和行为四个方面。同时，外语学习能力的可持

续发展还有外部环境影响，是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学习的社会文化观和建

构主义理论，能力的发展，是个体在某种特定的文

化环境中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以及自

身内化（internalization）的结果；个体发展除自

身的内化外，离不开文化中介者（ cultural 

mediation）以及环境的作用。如果说在外语教学中，

个体的内化过程构成其能力发展的内部动因，那么

教师、学习内容和学习环境无疑是构成个体之外的

社会互动对象，是促使个体能力发展的外部因素。

学习者、教师、学习内容和学习环境同时促成个体

外语学习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这便是外语学习能力

发展的机制。 

二、影响外语学习能力发展的内部因素 

（一）学习者对学习能力的认知对其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学习者对外语学习能力的自我认知包括对外语

学习能力的理解、对外语学习能力的信念和对自己

外语学习能力的判断。 

在外语能力的基本学习能力、拓展学习能力和

调节学习能力中，既包括语言知识，又包括语言技

能；既包括学习者在语言学习方面的认知能力，又

包括其思维能力以及动机、态度等。然而，有些学

习者容易把语言能力与语言学习能力混为一谈。通

常来说，语言能力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即有

语音知识、语法知识、语篇知识、语用知识、交际

策略知识，以及听说读写等融语法、词汇 、语篇、

语用、交际策略与知识于一体的等实际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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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运用口笔头测验的方法考量语言能力。然

而，语言学习能力，既包括上述与语言有关的知识

和技能，还包括与学习者有关的认知、思维、情感

与行为方面的能力。对语言能力的测验，虽然能从

一定意义上判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能力，然而测验

无法直接体现学习者自身的语言学习能力方面的诸

多因素。因而，如果学习者片面地把语言能力理解

为语言学习能力，势必会对其外语学习能力的可持

续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斯滕伯格曾用很多实例证明学习者对自己能力

的知觉对其成就的影响。其一就是男女学生在数学

上的胜任感会影响他们在学业评估测验（SAT）中的

数学成绩。男生和女生对自己的能力有不同的知觉，

女生倾向于认为自己不那么能干，而男生倾向于认

为自己很能干。研究表明，认为自己很能干的人所

达到的水平比其能力所预测出的水平要低。一般来

说，对自己的能力具有消极观念的学生不会专心学

习，也不再关心学习任务，有时还会停止学习、止

步不前。因此，这些孩子就会在那些最需要联系的

内容上联系的越来越少。Claude Steele 的研究也

发现，学生对自己的消极观念会降低自己的成绩。

他用对自己数学能力的消极刻板印象来解释了两组

女生在成绩上的差异。正是这种刻板印象降低了女

生在复杂数学测验中的成绩（在这个研究中只评估

了复杂测验的成绩）。但是，如果告诉她们已经有

研究证明那份测验男女生成绩没有差异，那么她们

就能挣脱刻板印象的束缚，成绩也就随之而得到了

提高。在这一情境中，Steel认为由于女生事先被告

知男女生可取得一样好的成绩，那么她们就能不受

刻板印象的阻碍。Steel把这种现象称为“刻板印象

威胁”（stereotype threat）。刻板印象威胁会引

发焦虑、注意力转移、过度谨慎以及自我否定。如

果学习者认为自己不适合学习外语，或者认为自己

缺乏学习外语的某种“天分”，将会对其外语学习

能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威胁，甚至产生学习外语的

心理障碍。 

学习者对自己外语学习能力自我概念实质上就

是一种自我判断。随着学习的进程，学习者对自己

的能力有了更多的认识，其自我概念也就逐渐开始

分化了。有些学习者认为自己在外语学习方面是很

优秀的，但有些学习者却不然。这种判断一方面来

源于对自己外语能力增长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

来源于别人对我们的判断。通常，与对自己能力评

价过低的学生相比，对自己做出恰当评价的学生更

倾向于寻找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相反，就会缺少对

自己的积极感知。自我效能理论强调，我们完成某

个目标的能力是以我们对能否完成这一目标的信念

为基础的。人们对自我效能的期望有很多来源：直

接经验、对他人经验的解释、别人对自己能力的评

价、别人对自己情绪和动机状态的评价。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水平越高，那么他就越有可

能获得他所期望的目标
[2](P340)

。只有帮助学生客观、

积极地判断自己的外语学习能力，才能有效促进其

可持续发展。 

（二）学习者的思维方式与特征对其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如前所述，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独创性、

批判性和敏捷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语言知识

的迁移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外语学习能力中思维方

面的影响因素—拓展学习能力。 

根据有关教育心理学理论，思维指概念的形成、

推理和问题解决。有效的思维不仅包括分析性，同

时包括创造性和实用性
[3](P277)

。Nickerson早就指出学

习者有效地思维对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

有效的思维并非局限于帮助学生在学校中取得成

功，当其离开学校时，独立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仅将成为求职的必要条件，而且，有思维能力的

人能更好地解决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复杂问

题，包括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从邻里间到有一个

城镇，再到一个国家，甚至大到全球范围的问题。

早在1991年，美国教育部的国家教育目标委员会就

确定了一个目标，即要在2000年前使研究生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取得明显的进步。

Nickerson还以实例提供了分析型、创造型和实践型

三种有效思维的模式。分析型的学生通常能够指出

事件发生的原因或通过推理预测其后果；创造性的

学生则能够根据所学内容，创造性地复述并生成相

关内容来，或将其迁移至其他情境中；而实践型的

学生能将所学知识迅速用于实际情景中并解决实际

问题。 

有效思维的形成受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学习

者如果在理解概念时通过定义性特征形成网络信息

或者图式，并且善于引入实例，避免单纯死记硬背

的方式，则会有助于概念信息的深层加工；学习者

还应该善于将获得的信息融会贯通而不是简单地记

住这些信息；应该善于发现问题，并通过归纳法、

演绎法、类比法以及反向思维的方法培养有效推理

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者在学习中应该更多

地接触开放式的问题并努力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方



 
 90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 2 期 

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除了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还应该掌握有效解决问题的思维技能，比如，对问

题的定义、比较异同点、筛选信息、比较不同解决

方案以及预测可能的后果等；学习者还应该善于使

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即把知识从一个问题或情境中

迁移到新的问题或情境中。而有效思维的培养要通

过相应的训练而获得。学习者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上

述思维方式与特征对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这就需

要学校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授课方式等方面帮

助学生建立该方面的意识，并且通过有效地教学使

学生获得有效地思维方式并实现学习能力的可持续

发展。 

（三）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对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包括语言学习动机、态度与

信念、语言学习焦虑、语言学习自我效能、身份认

同等，是影响其可持续发展外语学习能力的调节学

习能力。 

所谓学习动机就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

种动力，是激励和指引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需要。

学生的学习及其能力的提高与发展主要是受学习动

机的支配，但也与其学习态度、对学习的信念、学

习中的焦虑程度、对于学习的自我效能感、学习中

的身份认同有关。 

学习动机有多种分类方法。教育心理学领域中，

多将其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指人

们对学习本身的兴趣所引起的动机，动机的满足在

活动之内，不在活动之外，它不需要外界的诱因、

惩罚来使行动指向目标，因为行动本省就是一种动

力。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决定着学生们是否持续掌

握他们所学的知识。具有内部动机的学生能在学习

活动中得到满足，他们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而且

在教师评估之前能对自己的学业表现有所了解，它

们具有好奇心，喜欢挑战，在解决问题时具有独立

性。而具有外部动机的学生一旦达到了目的，学习

动机便会下降。另一方面，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往

往采取避免失败的做法，或是选择没有挑战性的任

务，或是一旦失败，边一蹶不振
[4](P122)

。 

我国学者高一虹等
[5]
在一项对“中国大学本科生

英语学习动机类型”的调查中将动机分为工具性、

文化性、和情境性三大类型。“工具性动机”是指

将目的语当作工具达到特定目的，成绩、信息媒介、

个人发展都属于这个范畴，其差异在于工具所服务

的目的。“文化性动机”涉及对文化的兴趣和关注，

其中内在兴趣指向目的语文化，社会责任指向母语

文化。情景型动机体现了微观学习环境对学习者的

影响。其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工具性、文化性、

情境性动机并存；外语文化指向与母语文化指向并

存；社会责任与个人发展目标并存；持久性与近因

性并存的特点。 

研究表明，影响学习动机形成的因素有内部条

件和外部条件。成熟的内部条件加上不断地外部激

励往往会形成比较持久的动机，而持久的学习动机

是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形成之关键因素。内部条

件包括学生根据自身需要确定恰当的学习目标；学

生对学习本身拥有积极的学习态度与信念；学生有

效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材料和学习方式以避免过

度的学习焦虑，提高自我效能感；以及学生能够在

学习中找到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等。这些都与不断地

外部激励伴随而来，比如，得到积极的评价与鼓励、

实现某种愿望等。上述积极的情感培养要在学生学

习的整个过程中获得，包括课上与课下、认知过程

与实践过程以及对学习的反思与评价中。 

（四）学习者的行为因素对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学习者的行为因素是指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

20世纪80年代西方语言学界的学者与专家们从不同

的视野探讨了自主学习。Dickinson
[6](P11)

的自主学习

理论认为:自主学习是指完全由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负责有关学习的所有决策并负责实施这些决策。

他还认为:自主学习即学习者能识别教师的教学目

标，他们知道该学什么，知道如何确定自己的学习

目标，并且能构建教师的教学目标，以满足自身不

断变化的需要，他们能选择、使用合适的学习策略，

并对策略进行监控，必要时做出调整，以监控学习

的效果
[7](P4)

。Gardner等认为“自主学习是指由学习

者制订计划并实施计划”
[8](P6)

。Holec
[9](P3)

称自主学

习为“学习者对自己学习负责的能力”。Little
[10](P75-76)

认为:自主学习，一般是指学习者确定学习目的、学

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监控学习过程和评价学习

结果的过程。Ryan
[11](P208-238)

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语言

学的角度探讨了自主学习，他认为自主学习是学习

者“自我决定、自我调控”的过程，不受他人的支

配，但与他人可以有相互依存关系，及时得到教师

的指点、同伴的帮助。Dam
[12](P49)

指出:自主学习不仅

仅依赖于个体，而且更依赖于群体,学习者只有通过

与他人合作才能很好地获得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习者应该最大程度地为自己的学习负起责

任，对学什么和如何学做出决策，并且在学习过程

中不断反思、调整，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直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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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学英语学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尽管国内外学

者对学习者自主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但是他们

都强调学习责任从教师到学生的转移。在这种学习

责任的转移中，虽然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等影响自

主学习的外在因素在不断起着重要作用，但最终起

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学习者个人的内在因素，包括

学习者的学习态度、意愿、能力和意志努力等自身

条件。 

而自主性并非一种稳定不变的状态，学习者获

得自主性后还可能发生变化
[13](P7)

。在受到自我效能

感、归因、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风格、学习

策略和学习者自尊等等诸多内在因素的影响的同

时，自主学习也受到教师、教育技术、同辈群体、

学习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具有不同学习能力和需求的学习者应该自主

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时间等等，对自己

的长久发展有整体规划以便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能

继续学习。 

由于学习者欲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必

定是一个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人，因此，其可持续

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学习能力的自主发展过程。外语

自主学习者应该具备的七种基本能力要素：能够独

立、主动的分析自己的学习需要、设定学习目标、

确定学习内容、选择学习资源、设定学习速度、选

择学习方法、监控和评价整个学习过程。而这些能

力的培养也是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形成的。 

三、影响外语学习能力发展的外部因素 

影响外语学习能力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教师因

素、学习内容因素和环境因素。 

（一）教师因素 

首先，教师是带着自己的信念走进课堂的，正

是这种信念支配着他们的教学行为，而教师的教学

行为将对学习能力的发展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

响。对于外语学习者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而言，

这些信念包括教师对学习者能力的认知与评价、教

师对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的认知与使用、教师对学

习内容的认知与把握以及教师对学习环境的认知与

调控。而这些信念都是高度个人化的，是教师在个

人经历中自我构建而成的，因而是根深蒂固的；教

师信念一般难以用语言表达，而是表现在教学行动

中。教师只有不断反思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教学信念。 
比如持智力本体观的教师会认为学习者是带着

固有的外语学习能力参与学习活动的，这种固有的

能力会决定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不同表现，其差异

会从学生的考试成绩中表现出来，而这种差异是稳

定的，不会通过努力而改变。这样，在对学生进行

概括性的能力评价时，可能会使用“某某学生很聪

明，是学习外语的料”、“某某学生很笨，不适合

学习外语”等言语。而这样的评价不仅影响学习者

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和定位，教师本身也不会采取积

极措施帮助学习者改变局面。这将对学习者学习心

理和学习能力发展都可能造成极大的伤害和威胁。

反之，如果教师认为外语学习者的学习能力是可以

发展变化的，则在对学生的能力评价以及教学行为

上均会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从而能够帮助学生实现外

语学习者的学习能力的发展。 

教师应该不断对其教学信念进行反思，增强教

学效能感；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客观的评价与归

因；在教学中扮演好助手与引导者的角色，与学生

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使教师的信念与行为既能帮

助学生形成对自己能力客观的评价并采取积极的学

习态度，又能对学生的能力发展观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 

（二）学习内容因素 

由于学习者在学习风格和认知水平等方面存在

个体差异，因而，对学习内容的选择及其呈现方式

有着不同的需求。就是说对学习内容及其呈现方式

的选择构成了学习者基本的学习方式方面的差异。 

首先，为学习者呈现和中难易程度的知识内容

才适合其个体需求及发展？对此，教育心理学理论

与二语习得理论从各自角度为我们找到了异曲同工

的答案。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观指出，新知识的呈

现应该高于学生的现有知识水平——使学生“跳起

来就够得着”，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为学生搭建

“脚手架”——采用“支架式教学法”帮助学生达

到高一级的水平。与此同时，克拉申在其二语习得

的“输入假设”理论中指出，对于学习者而言，我

们应该为其提供“i+1”难度的学习内容。即在学生

现有水平“i”的基础上加上“1”。如何才能为所

有学生提供如此刚好难度的学习内容？这需要师生

的合作来实现。首先，教师要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

个性化教学，使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基于学生的

需求分析，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和可能性，帮助学

生基于问题解决的研究性学习；同时，要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面对多种选择可以准确地

对自己和学习内容进行评估，选择适合自己学习的

学习内容和相应的学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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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等人
[14]

提出了一个多维度的学习方式分类

的概念模式。虽然，对此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见解，

但是，它在我们对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与学习

策略培训中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教师首先要对学

习者学习方式的差异有所了解，才能对学习者进行

客观而全面的需求分析，从而为学习者提供相应的，

可供多种选择的学习内容。同时，在对学习者进行

学习策略培训时才会跟有针对性。在对学习者进行

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时，能够帮助学习者提高元认知

能力与资源管理能力。 

为此，建构主义教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合作学

习、基于问题解决的研究性学习、自我调节性学习

以及支架教学、体验式学习等教学模式。通过小组

合作中的不同分工，使学生发挥其学习方式偏好中

的优势；通过研究性学习培养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善于反思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

支架式教学使学生建立学习的信心，帮助其形成持

久的动机；通过自我调节性学习和体验式学习学会

正确评估与选择适合自己策略，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进而使其学习能力的到不断的发展。 

（三）环境因素 

所谓教学环境，是一个内涵与外延较广义的概

念。可以说，学习者主体以外，与语言学习和运用

有关的一切周围事物都是语言教学环境，即从国家

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政策、教育政策等所形

成的宏观语言环境，到使用目标语的社会大环境和

课堂学习的微观环境
[15](P96)

。本研究在研究背景中已

经对宏观环境有所阐述；但本研究中的环境因素不

仅仅指外语学习的课堂学习环境。本研究的环境因

素既包括课堂学习环境，又包括课外学习环境。因

为，课外学习实质上是课堂学习获得的延伸。对于

外语学习而言，要想营造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外语

学习环境，必须把课堂学习环境与课外学习环境结

合起来讨论。 

合作学习是一种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发展的课

堂教学环境模式。Deutsch
[16]

给三种不同的课堂目标

结构下了定义：合作型、竞争型和个体化型。在合

作型结构中，个体指向目标的努力有利于他人的目

标达成；在竞争型结构中，个人指向目标的努力会

阻碍他人的目标达成；而在个体化结构中，个体指

向目标的努力对他人的目标达成没有影响。从动机

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合作学习的目标结构创设了一

种情境：只有通过小组成功，小组成员才能达到个

人目标的。因此，要达到个人目标，小组成员必须

相互合作，帮助其他成员达到预期目标。Slavin 验

证四份有关合作学习回顾的文章后提到：只有整个

团体目标与个人责任感融合于合作过程，合作学习

才能成为增进学习成就的有效方法。 

目标精致理论认为，当一个人教授或者解释材

料时，他对材料的掌握最好。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证

明，若使信息保持在记忆中，并与记忆中已有的信

息相联系，学习者必须对材料进行某种形式的认知

重组。合作学习增加了练习和背诵材料以达到熟练

掌握的机会。在同伴的共同活动中，表达者与倾听

者共同受益。精致教育的推动，着重于提供学生良

好的学习文化刺激环境，以让学生有较好的感受与

心得。集体动力理论认为：当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

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时候靠的是相互团结的

力量。相互依靠为个人提供了动力，使他们互勉，

愿意作任何使小组成功的事。另外，假设合作学习

的小组是异质群体，成员具有不同的智慧水平、知

识结构、思维方式等，那么他们在学习活动中还可

以相互启发，实现互补。合作的集体学习有利于学

生自尊自重情感的产生。社会凝聚力理论认为合作

学习对于成绩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社会凝聚力

（cohesiveness）为媒介的。在合作学习中，学生

都承担一定的角色，学生们在学习上互相帮助是因

为他们相互关心并希望彼此都获得成功。学生之间

存在着一种积极的互赖关系。 

而如果课堂学习活动与课外的实践活动有机地

结合起来，则会使学生能够即时地得到对学习效果

的反馈与评价。因为，只有当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

时，才能够真正判断是否已经掌握。体验式学习能

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外学习环境。课外的学习活

动仍可采用合作学习方式。可以充分发挥计算机网

络媒体的优势，进行基于网络与多媒体的自主学习。

利用网络媒体学习不仅能使学生之间更好地交互，

提高沟通效率；还可以使学生的学习方式更为灵活

多样，实现更多的自主选择。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

信息获取能力、自学能力和社会交往技能。还可以

通过组织课外活动创设课外学习环境，使学生进行

不间断的体验式学习。通过课外活动，使学生在自

然语言环境下学习第二语言，其优势是容易获取大

量相关的非语言信息，不仅能够帮助验证学习策略

的有效性，而且能够促进语言的正确使用。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

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培养学习者可持续发展的外语

学习能力必须将内因和外因同时调动起来，即，应

该探究一套有效地策略，将学习者、教师、学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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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学习环境等因素共同调动起来，共同作用于学

习者可持续发展的外语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以

建构主义的视角，从理论上论证了影响外语学习能

力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研究将进一步通过实践获取

更多可靠证据，也期待同行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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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sustainabl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ies 

LIU Yu-dong1, FENG li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2.The Experimental 

School of Shijiazhuang No.2 Middle School, Shijiazhuang 0514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View of Learn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stainabl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i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are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the sustainabl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ies; and teacher, learning 
material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are the external factors. Learner, teacher, learning material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are the four indispensable integral factors which interact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thus they 
constitute the mechanism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i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some concrete and practical theoretical ideas in developing the students’ sustainabl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ies in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