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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高职英语阅读教学中对学生元认知能力培养的研究 
徐耀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摘要：英语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该着力于学生元认知能力的培养，指导学生确立阅读目标，创造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情境，

采用适当的评价方式进行阅读策略的迁移，以提高他们阅读中的元认知能力，让学生真正实现自主阅读。然而当今职业学校英语阅

读教学效果不容乐观，大多数五年制高职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很少阅读英语报刊杂志，更未曾读过英语文学名著，甚至连英语阅读理

解类题型都做的不多，英语教师在阅读教学中也没有着力来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很多英语教师虽然在英语阅读教学中遵循

Pre-reading,While-reading 和 Post-reading 的教学模式，但是阅读教学效果不高，并没有真正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那如何使学

生的阅读能力上升到“自我提升”的境界呢？培养学生阅读中的元认知能力是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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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认知能力及阅读中的元认知能力 

元认知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弗莱维尔于 1976 年提出的，一些

当代学者对元认知能力做了很多研究和探讨，他们都认为元认知和

认知一样，应该成为我们认识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弗莱

维尔的观点，元认知是人们对自己认知活动进行评价、控制和调节

的心理过程。说简单一点，元认知就是对认知的认知。①  

对元认知的掌握就形成元认知能力。元认知能力包括：善于调

节和培养自己的非智力因素，激励自己勤奋学习，刻苦学习；善于

为自己确立适当的奋斗目标；善于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和措施，去

努力实现目标；善于监视、调控、检测达标情况；善于总结成败的

经验教训，从而采取补救措施，改进方法，达到对思维和学习活动

的再认识。总之，元认知理论认为人是积极主动的机制，其主体意

识能监视现在，计划未来，有效控制自己的思维和学习过程②。 

根据元认知能力的认识，学生阅读中的元认知能力应包括：善

于确立明确的阅读目标，善于在目标的指导下安排阅读计划，善于

监控阅读过程，善于进行阅读策略的迁移。如果学生能做到以上四

个“善于”，就上面学生已经学会了阅读。我们英语教师在阅读教

学中就应该着力于学生阅读中的元认知能力培养，提高他们阅读中

的元认知能力，让学生真正实现自主阅读。 

二、阅读教学中的元认知能力培养 

1、指导学生确立阅读目标 

元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很强的目标意识。目标确立

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以后行动的质量。因此，确立的目标必须适当。

过高的目标，经过努力很难达到，这样会形成过度焦虑；过低的目

标，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达到，这不能激起人的兴奋，不容易激起兴

趣。 

五年制高职学生的英语阅读必须求精，不能求多。读一篇文章

必须要把它读懂、读透，这是阅读的基本目标。五年制高职学生特

点是课后在学习上花的时间很少，教师只有在阅读课堂上抓紧时间

对学生进行元认知策略的培训并让学生进行相关的训练。根据五年

制高职学生的实际，我们指导五年制高职学生确定阅读目标时所确

定的量不能太大，也不适宜阅读篇幅长的作品。五年制高职学生用

来课外阅读的时间虽短，但如果每天坚持下来，还是可以阅读很多

作品，更重要的是培养了阅读习惯，良好的习惯一旦养成将终身收

益。 

我们指导五年制高职学生制定的阅读目标还要符合他们的认

知水平。有些文章明显超过了他们的认知水平，这样的文章即使学

生认真研读了，也会云里雾里，一知半解。试想，让一名五年制高

职学生去阅读海明威或雪莱的作品，阅读后很难产生体验。同学与

同学之间的阅读水平也是有差异的。有的同学阅读水平较高，他们

理解又快又准；有的同学阅读水平较低，他理解作品的效果又慢又

差。对于阅读水平层次不同的同学，确立的阅读目标应有所不同。

阅读水平较高的同学可选择一些理性思维较强的作品去阅读，并可

加大阅读量。阅读水平较低的同学可选择理解较易的作品去阅读，

并可降低阅读量。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在不同的

阅读层次里都能获得进步，都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2、指导学生进行阅读策略的迁移 

在精读过程中，教师可向学生传授一些具体的阅读策略。如评

点法，角色换位法、想象法等。教师通过精读把阅读方法传给了学

生不等于学生已掌握了这些方法。任何方法的掌握都要必须经过大

量的训练，经过反复训练后方法就会成为习惯，这时才算真正掌握

了这种方法。因此教师要重视学生阅读策略的迁移。这种迁移能力

的培养教师在课堂阅读教学中也应作精心指导。如通过精读让学生

明白了“评点法”的方法，教师在课堂上就要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

生实践，运用“评点法”阅读浅显的文学作品，并且让学生了解进

行这项迁移训练应注意的问题，随后要布置一些课外的迁移训练作

为家庭作业。其实，由于时间有限，阅读策略迁移的工作主要在课

外完成。教师要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迁移训练进行监控和指导。这种

监控和指导不是一朝一夕的，而应是长期的，因为从方法到习惯转

变的过程是一个长期训练的过程。 

3、创造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情境 

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情境中，学生容易形成元认知能力，

因为此时学生的思维是自由和积极的，学生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思

维过程。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中阅读，学生会积极关注自己的阅读过

程，会及时发现阅读中存在的问题，会适时调整阅读策略，对阅读

过程进行不断修补，因而阅读过程会不断得到优化，这样学生的阅

读元认知能力就能得到积极的锻炼和提高。 

4、采用适当的评价方式 

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它对学习活

动具有反馈、调控、改进等功能，因此，对学习活动进行科学评价，

既是培养元认知能力的重要目标，又是培养元认知能力的必要手

段。③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评价在形成学生阅读元

认知能力过程中的作用。 

教学评价还要坚持总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总结性评

价可判断一段时期内学习的效果，但它所能反映的指标很有限，不

能反映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品质及心理状态，而形成性评价就

弥补了总结性评价的缺点。因此，在阅读教学评价中要坚持总结性

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的结合。 

我们应该相信，学生只要掌握了阅读中的元认知能力，就能真

正实现阅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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