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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语教学的成功与否不只是一个教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态度

和方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教学模式意味着学生将承担更多的学习责任。以学习自主

性的理论认识为基础 ,探讨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学习自主性的若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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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 ,西方的教育家就开始倡导把培养

学习者的学习责任心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到了 60 年代末 ,随着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出现了一种进步思潮 ,即强

调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尊重个人自由 ,强调尊重社会中的个体。

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尤其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许多教育理论家便

把研究的重点从受教育者的外部环境转向受教育者自身主观能动

性的开发。语言教育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学习的自主性产生浓厚的

兴趣。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语言学习自主性这一概念逐渐成为

语言教学领域的热门话题。由于语言教学越来越趋向交际化 ,学

习自主性也被看做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先决条件 ( Wenden ,

1998) ,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多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教

会他们如何学习 ,并逐步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良好习惯 ,为终身教

育奠定基础。但是 ,学生学习自主性的提高并非意味着教师是多

余的 ,放弃对课堂教学的控制 ,相反 ,由于学习自主性是在学习过

程中不断培养而获得的 ,它需要以接受教育的经历为基础 ,需要不

断的“教育干预”(Candy ,1991) ,所以 ,我们绝不能把它视为一个静

止的、一旦获得就一劳永逸的心理机制。本文将着眼于学习自主

性的相关理论 ,并讨论如何培养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更多地承

担课堂内外自主学习的责任 ,帮助其认识和挖掘他们已经使用的

或潜在的学习方法和策略。

二、学习自主性

1. 学习自主性的概念及解释

不同的学者对自主学习有不同的解释 ,除了 learner autonomy

和 autonomous learning 外 ,还有不少别的名称 ,如“独立学习 (inde2
pendent learning)”、“自我导学 ( self - directed learning)”或“自学
( self - access learning)”等。

一种观点认为 ,学习自主性主要与提供学习者锻炼独立性程

度的环境和机会有关。它们包括提供学习者各种选择机会、决定

自学的各种课堂活动 ,在自修中心独立学习或是参加由学习者自

己组织的课外学习项目活动。换句话说 ,自主性就是自我导向。

笔者以为 ,自主学习的外部环境在培养自主学习的初级阶段尤为

重要。如果没有教师、教学设施和学习资料 ,我们就无法培养学习

者的自主学习态度和能力。

另一种观点认为 ,学习自主性其实是对自己学习做出有见解

的决策的一种能力。而且 ,这种能力的开发需要通过学习者的自

我反思 ,并以“培训”的方式进行实验 ,或在其他教助人员的帮助下

才可获得。总之 ,学习自主性是一种潜在的自学行为 ,有待于借助

他人的协助去开发。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学习者的这种能力只能通过社会合作方

式的学习才有可能得到发展 ,而无需任何形式的教师干预。

不难看出 ,自主学习既是一种学习态度 ,又是一种独立学习能

力。Dickinson (1995)认为 ,态度就是一种对自己的学习做出决策

的责任 ;能力就是对学习过程的决策和反思。而能力是指既具备

为自己的学习做出选择的知识 ,又具备为能够执行自己选择的技

能。正如 Lit tlewood(1996)强调的 ,“学习者独立行动的愿望取决

于他们的动机和信心的程度 ;学习者独立学习的能力取决于他们

知识和技能的程度。”

虽然对学习自主性概念的解释众说纷纭 ,但真正将这一概念

引入外语教学的首推 Henri Holec 。Holec (1981 :3) 将这种自主性

界定为是“一种担负起自己学习责任的能力 ,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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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过程 ;5. 评估学习效果。”同时 ,学习者也被也被赋予了新的概

念 ,如具有自我判断能力、反思能力、决策及独立行动的能力。这

151

3 [收稿日期 ]2007 - 11 - 23

[作者简介 ]高尚昆 (1959 - ) ,男 ,重庆市人 ,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 ,副教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高尚昆 :论学习自主性与语言学习自主性的同源效应 2008 第 1 期

种能力不仅反体现在学习者的认知过程中 ,也体现在学习者能够

把他学到的知识扩展引申到更广阔的领域 (Little ,1991 :4) 。

由此可见 ,具有自主性的学习者面对学习要求和目标的态度

是积极的 ,他们不断地产生新的思想 ,时刻抓住学习机遇。他们不

仅仅被动地接受知识 ,更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寻求知识。

这完全符合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个人独立思考和独立行为

能力的理念。

2. 语言学习自主性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语言心理学家将学习自主性的各种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教学

过程中并发现 ,学习自主性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 ,其主要表现为自主学习语言的人 :1. 对自己的学习风格和学

习策略有着深刻的了解 ;2. 采取积极的方法完成学习任务 ;3. 积极

与他人交流目标语言 ;4. 善于猜测 ;5. 重视准确性更重视适当性 ;

6. 以外向型学习方法获得目标语言。所以 ,态度、能力和环境理应

成为自主学习在外语学习上的主要成分。

当我们认识到学习自主性及其表现特点以后 ,头脑里自然就

会想到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问题。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学

习自主性并非一种信念 ,一种唾手可得的产品 ,也非个人的品质。

它与其他思维活动和心理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学习动机、学习

态度、学习策略等。虽然每个人都具有很大的学习自主性潜力 ,但

不能否认 ,因人而异的学习自主性同样也是一种个人心理行为 ,它

也会受到学习环境、学习任务、学习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3. 学习动机与学习态度

动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Crookes 和 Schmidt (1991)指出 ,动机

体现了学习者获得第二语言目标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一般分为

融合性 (integrative)与工具性 (inst rumental) 。融合性动机的特点

是学习者对目标语人群持正面态度 ,如喜欢目标语人群的语言、文

化并希望融入目标语社会 ,与目标语入群交流 ,最终成为其社会一

员。工具性动机的目标是要通过第二语言的学习获得某种实用

的、具体的回报 ,如通过大学的语言考试获得毕业学分 ,精通一门

外语以谋取更高薪金的职位等。近年来又出现了第三种动机 ,称

为“个人动机”,指为了个人娱乐 ,如读外语书报、上互联网与外国

人聊天等。无论是融合性动机、工具性动机还是个人动机 ,学好任

何一门语言都离不开动机这一内在驱动力。理论界始终把融合性

动机看作比工具性动机更重要 ,认为它是长期成功习得第二语言

的重要保障 ( Ellis ,1997) 。然而 ,Lukmani (1972) 则认为 ,当学习者

没有 (或较少有)机会使用目标语 ,或没有 (或较少有) 机会与目标

语人群进行交流时 ,工具性动机在第二种语言学习中就显得格外

重要了。可见 ,我们没有必要将融合性动机与工具性动机相互排

斥 ,因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也很少只选择一种动机形式。随着学

习条件的改善和学习环境的变化 ,他们往往是将两种动机形式结

合在一起。

学习态度是与学习动机息息相关的。态度是一种对自己的学

习做出决策的责任 ,那么这种责任体现的则是态度的认知成分和

情感成分。当学习者的信念之间产生不协调时 ,他会力求获得一

致。因而了解新事物的概念和信息当属态度形成的内部条件。而

学习者善于吸收成功者的经验 ,为我所用 ,把成功的体验 ,期待的

实现视为建立积极态度的有利因素。这便是态度形成的外部条

件。从态度的功能作用来看 ,动机明确了 ,学习态度也就自然端正

了 ,加之学习策略的扶助 ,将会有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

4. 学习策略

认知心理学认为 ,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有效的

学习策略是能够促进获得、存储和使用信息的一系列过程或步骤。

一般而言 ,学习方法直接作用于信息加工过程 ,用于编码、保持、提

取和运用信息 ;学习的调控则作用于个体 ,用以维持、调节和控制

学习者的内部状态 ,使学习方法能够有效地发挥加工信息的作用。

由于学习策略是对学习方法的选择、运用和调控 ,所以 ,语言学习

者采用的学习方法对其学习成果的形成影响很大。

常用的语言学习策略一般有认知策略和无认知策略。美国心

理学家加涅认为 ,认知策略是学习者用来调节自己内部注意、记

忆、思维等过程的技能 ,如重复、查阅资料、推理、转换以及提问。

元认知策略是指用来计划、监控以及评估学习活动的技能 ,如注意

力导向、自我监控、自我评估及自我加强等。在培养学习者自主性

的过程中 ,元认知策略是非常关键的环节。O’Malley (1985a :24)

等指出 :“没有掌握元认知策略的学生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方向和没

有能力评估自己的进步、自己的成绩和确定自己未来学习方向的

人。”这是因为元认知对策略学习所起的作用在于 :1. 促进学生认

识到自己的认知过程、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 ;2. 促进学生对学习情

况变化的敏感 ;3. 诱导学生考虑在特定的学习情况下 ,哪些学习方

法与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特点最相适应 ,从而选择最佳的学习方

法 ;4. 使学生能客观评价自己的学习成绩 ,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学

习方法。可见 ,能够管理或监控自己学习的学习者就可以称为是

一个自主学习者。

三、如何培养语言学习的自主性

综上所述 ,学习自主性是一种承担自身学习责任的能力 ,这种

能力是有待于开发的。语言学习也有其自身的规律 ,它需要大量

的语言实践。因此 ,我们只有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和培

养学生的语言学习自主性。

1. 以“学习者为中心”策略

传统的语言教学把课堂当做传授信息与知识的“输送带”(con2
veyor) ,教师通常扮演着知识与信息的供应商角色。因而 ,要想培

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必须改变 ,要从知识供

应商的角色转变成学习顾问 (counselors) 和课堂活动的组织者与

管理者 ,要放手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适时地向学生提供学习资

源 ,起到资源提供者的作用 (顾曰国 1999) ,创造以学生自主学习为

主的课堂氛围。另一方面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困难还在于学习者

对信息不是完全被动的 ,而是有选择的 ,并不是你讲什么 ,他就听

什么 ,你说什么 ,他就相信什么 ,这就说明不同的学习者有着不同

的信息需求 ,因而才会选择性接受、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之

说。这对老师首先是个挑战。由于教师的“教”必须通过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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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来实现学生主体对知识技能客体的内化 ,因此导方法、导学

法、导做人就成为帮助指导学生自我构建学习自主性的重要途径。

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精通教学内容 ,更重要的是要针对学生实际 ,

设计出一套“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实施方案 ,包括教师与学生

在课堂的交流、知识输出与知识输入的过程与技巧、学生获取新知

识可能采取哪些对策的预测、教师对学生可能遇到困难的预测等。

总之 ,创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学习环境关键在教师 ,教师的

观念改变了 ,教学方法灵活了 ,课堂气氛积极了 ,学生的学习自主

性就会逐渐地得到发展。

2. 协作学习策略

维果斯基认为 ,人的高级心理技能是在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发

展起来的 ,或者说 ,人的高级心理活动起源于社会的相互交流。课

堂协作学习的主要形式有一对一和小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 ,学

生通过协商和讨论 ,一方面群体的思维与智慧可以被大家所共享 ,

另一方面 ,“多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辩证思

维、发散思维”(冯秀琪 2001) 。更重要的是 ,学生在人格平等的环

境里学习 ,有利于开动脑筋 ,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 ,更能体现个人

价值 ,从而更自觉地承担自己学习的责任。

3. 自述策略

Wenden (1998)提出 ,要想知道学生怎样完成学习任务并帮助

他们意识到他们所采用的学习策略是一个好的方法 ,教师在给学

生布置学习任务时 ,就应该要求他们汇报完成这项任务时的思维

过程。这种反省式自述 (int rospective self - report ) 的方法不仅能

反馈学生学习过程中使用的策略 ,而且 ,学生也可以通过叙述自己

的思维活动过程 ,提高对自己采用的学习策略的认知 ,以此来评估

所采用的学习策略的可行性、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学习成果 ,从而

为下一步学习筛选出最佳学习策略或方法。Wenden (1998) 认为 ,

如果没有这种意识 ,学生就会重新掉进老套的学习观和学习行为

的陷阱里 ,完全自主学习的目标将永远无法实现。

4. 资源利用策略

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语言教学中多媒体技术的日益普

及 ,无疑为外语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让学生在自修中心

自由使用语言实验设备 ,听材料、看电视录像带 ,或是使用计算机

进行专项语言练习 ,如做练习题、在互联网上阅读文章、进行实时

网上交谈等。这样 ,一方面可以检验学生所学语言知识的实际应

用情况 ,同时也给学生提供充分的自主学习机会和环境 ,客观上起

到培养学习自主性的效果。

四、结束语

现代社会对于学习概念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学习 ,

更多的是校园以外的学习 ,学习已成为一个社会人的终生任务。

因此 ,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才谈得上学会怎样学习 ,进而才谈得

上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教育

的最终结果 ,就是培养一个独立的学习者”(McDevitt ,1997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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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omogenous effect bet ween learning autonomy
and language learning autonomy

GAO Shang - kun
( School of Forei gn L anguages ,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niversit y , Chongqing 400067 , China)

Abstract :Whet he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successf ul or not is not a teaching issue , however , to
mo st extent , depends on learning altit ude and learning met hods of t he st udent s. Learner - Centered
Course Teaching Mode means t hat the st udent s will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 heir learning task.
Based on learning autonomy t heory , t his paper gives a lot of st rategies for how to cultivate language
learning autonomy of t he studen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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