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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教学与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瑞安·P·卡皮廷*

贾斯丁诺塞维利亚高中 菲律宾 邦板牙

摘 要：本研究旨在比较计算机辅助教学（CAI）与传统教学（TI）对 2015-2016 学年十年级男女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

影响。76 名 10 年级学生、3 名英语教师和 1 名英语班主任是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研究人员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本

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设计，以教师自编测验和评价问卷为主要数据收集工具。研究人员采用加权平均、频率计数、百

分比、标准差、协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讨论的文学作品是欧·亨利（威廉·西德尼·波特）的短篇小说《东方

三博士的礼物》和《最后一片叶子》。得到的假定值为 0.000，表明CAI组在阅读理解上的测试前和测试后有显著差异。

此外，TI组的测试前和测试后得到的假定值为 0.003，表明测试前和测试后有很高的显著性差异。讨论后，两组学生的

阅读理解能力都有所提高。两组测试后的假定值为 0.443，说明两种教学方式对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这

表明学生是通过CAI学习还是通过TI学习。得到的假定值为 0.591，表明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在阅读理解上没有显著差异；

强调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在相同理解水平的处理后，对文学文本的阅读理解都有所提高。因此，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作

为文学教学的一种替代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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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CAI) and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TI) o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grade t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during the School Year 2015-2016. Seventy-six grade 10 students,

three English teachers, and one English head teacher were the respondents of the study.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random assignment of

groups. The study use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of research and it used teacher–made tests an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as major

data collection tools. The researcher utilized weighted mean, frequency counts, percentage, standard deviation, analysis of covariance

for the data analysis. The literary pieces discussed were the short stories The Gift of the Magi for pretest and The Last Leaf for posttest

both written by O. Henry (William Sidney Porter). The obtained p-value of 0.000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the CAI group. Also, it presented that the obtained p-value of 0.003 o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the TI group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hig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Both groups improved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after the discussion. Moreover, a p-value of 0.443 was obtained in the posttest of both groups which means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students after being exposed on the two methods of instruction.

This signifies that students learn whether through CAI or the TI. The obtained p-value 0.591 indicates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respondents in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it stresses that both male and female respondents

improved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on the literary text after the treatment within sam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the use of

CAI may serve as an alternative or complement in teaching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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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活充满变化。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进步和发展有

很大的体现。现代科技产品给人们带来满足和愉悦是非常

明显的。随着世界的这些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也从传统

转变为现代。人类各行各业都在发生变革，尤其是在教育

方面，向教师的教学方法转变。

今天在学术界，已经看到到处都在使用视觉材料，学

生们使用电视和电脑等技术工具。由于支持具有不同语

音、图像和动画的教学材料，可以实现更持久、更愉快和

更有效的学习（Demirel，2006）。

一个现代化的教师可以从使用适当的技术（如计算

机、视听设备、电子操作和各种多媒体设备）中获得好处，

从而提高生成新信息的技能。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进步极大地帮助教师进⼊

了真正互动的教学模式（Salandanan，2005）。视听材料

抓住学习者的兴趣；他们积累了学习经验并增加了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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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Cruse，2006）。
在当今世界，对学习者的要求已大大增加。在传统的

课堂中，他们看到老师站在教室前面，而学生则坐着听。

曾经在给定的工作环境中学习死记硬背的经验可能就足

够了，但现在现实世界要求个人使用高阶推理技能来解决

复杂的问题。学习者现在必须被视为学习的积极参与者，

积极寻求方法分析、提问、解释和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C

arreon、Prieto和Vega，2006）。随着学习者的多样性、技

术的突破和教师的多元视角，创新教学是对全球需求的答

案之一素质教育（Bilbao、Corpuz、Llagas和Salandanan，
2006年）。

文学部分被纳⼊英语教学大纲，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

的语言能力（Vethamani，2007）。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学

生来说，文学部分很受欢迎，因为它为他们的学习增添了

乐趣，同时发展了他们的语言技能。这是因为“阅读文学

作品涉及发展复杂的探究技能和工具，这些技能和工具可

能被解释为包括收集与问题或问题相关的信息，分析与问

题或问题相关的个人价值观。反思解决方案的各种选项，

并选择和应用最合适的选项”（Ganakumaran，2003），而

Hall（2005）则指出，随着文学的出现，文学经历了复兴

语言教学中的交际方法，因为它为学习者提供真实、愉快

和文化的材料。

Gliebe（2011）指出，使用视频作为工具，小孩子可

以学习数字、字母和外语。

Demirtas和Gulek（2005）研究了参与计算机程序对

学生成绩的影响。通过合作伙伴共跟踪了 259名中学生。

研究表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该项目一年后几乎在所有

测量中都表现出显着更高的成就。同样，Walker（2000）
声称视频本质上是一种激励，因为它吸引了注意力，它是

让学习者接触语言和文学的令人兴奋和动态的方式。

今天的学生正在使用电视、视频、计算机和互联网等

视觉工具成长。不可能得到这些通过过去使用的传统教学

（TI）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兴趣。技术的发展导致学校的教

学方法与社会获取信息的方式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因为大

多数学生通过日常生活中非常使用的计算机和电视等视

觉内容获取信息（伦敦，2005）。Layugan（2005）在碧瑶

大学关于计算机辅助教学在基础英语中的有效性的研究

中表明，讲座或传统教学与计算机辅助教学（CAI）作为

语言教学方法各有优缺点。

Morales,Nacpil和Vidallon（2008）关于创新教学:有效

学习的工具的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发展了学生在教学中有效利用技术所需的知

识和信心。

过去十年的快速技术进步激发了教育从业者对利用

计算机作为教学工具来改善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大量证据

表明，使用技术作为教学工具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和教育

成果。

Liao（2007）说，土耳其和世界各地在使用计算机辅

助教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从这些研究中获得了不同的

结果。其中一些研究表明，与涉及教师演示、问答技巧和

讨论的传统教学方法相比，CAI有助于建立更有效的学习

环境。

Demirtas和Gulek（2005）研究了参与计算机程序对

学生成绩的影响。通过合作伙伴共跟踪了 259名中学生。

研究表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该项目一年后几乎在所有

测量中都表现出显着更高的成就。

Joseph和Kinzie（2008）对 42名中学生的游戏活动偏

好进行了调查。探索性的游戏模式对所有学生来说都是最

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对女孩来说。一个促进探索的游戏的

例子是发现巴比伦，学生在其中使用数学、阅读和写作技

巧穿越美索不达米亚时代。Ma（2007）进行了一项研究，

以调查两个版本的汉语学习者计算机辅助词汇学习程序

的学习成果和学习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受控条件下的学

习成果和学习过程都比不受控条件下更令人满意。Tiu（2

009）在他关于强化ICT整合学习策略提高学生在美国文

学中的表现的研究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学

习动机和兴趣不仅提高了而且提升了他们的表现。

Al-Menei（2008）研究了计算机辅助写作对沙特学生

英语写作技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计算机辅助写作在

段落写作和语法纠正两个方面对EFL沙特学生的写作能

力有显著的影响。Bhalla（2013）指出，发展中国家不仅

有责任为学校提供计算机，而且要培养一种习惯，即灌输

各种方式，使计算机能够融入到这些工具的最终用户的教

学中。

计算机的使用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并有助于为学生

展示和保存课程。计算机技术正在迅速改变教育工作者与

学生互动的方式（Hammoud等，2006）。已发现计算机辅

助教学（CAI）材料可以显着改变人们的学习过程。许多

研究的结果表明，适当设计的CAI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

绩，并且由于学生使用计算机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学，他们

的动机和兴趣得到了增强（Layugan，2005）。
Parkinson和Thomas（2000）强调文学是好的写作的

好榜样。它令人难忘，不平凡且具有挑战性，它还有助于

同化语言的节奏，从而促进智力和敏感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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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Banegas阐述了文学的优点绝不仅限于培养

写作技巧，还包括采用传统的语言教学方法。进一步声称，

文学有助于提高形式和话语处理技能以及词汇扩展和阅

读技能。

回顾的文献表明，计算机在学习文学的课堂教学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总体而言，研究人员表明，计算机辅助教

学带来了更好、更有趣的学习方式；因此，即使不能比传

统的文献教学方法更有效，也能从讨论的课程中获得更高

的成绩。

计算机辅助教学（CAI）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学习环境

（Chang、Sung和Lin2006）。

计算机辅助教学（CAI）通过音频和视频演示让更多

人接触到该语言。它还让学生有机会通过视频剪辑（如果

有的话）观看故事的场景；因此，学生可以以视频形式观

看故事。

文献和研究表明，CAI是语言课堂教学的良好补充工

具。本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旨在评估CAI

和TI对ESL学习者阅读理解的影响。

本研究的研究人员试图建立计算机辅助教学在教学

文献中的使用。K-12 课程强调文学，以了解全球的文化

多样性。因此，这项研究将成为成功将文学作为 10年级

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方法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方法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确定

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生是否对 10年级学生的文学文

本有更好的阅读理解。本研究使用测试前-测试后控制组

设计。然后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和后测成绩，以确

定CAI教学对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

这项研究的对象是菲律宾邦板牙省贾斯蒂诺塞维利

亚高中 2015 至 2016学年的 10年级学生。学生是通过随

机分配小组来选择的。这两组是从研究人员处理的六个部

分中选择的。他们是休息后连续的部分。一组被分配为实

验组，安排在上午 9:20至上午 10:00，而另一组为控制组，

安排在上午 10:00至上午 10:40。
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使用了两份问卷。第一份问卷

是由教师制作的 25项测试，用作确定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的测试前。测试的范围基于欧·亨利的题为《东方三博士

的礼物》的故事。第二份问卷是教师制作的 25 项测试，

用作测试后，以确定他们在讨论后学到了什么。测试的范

围是基于欧·亨利题为《最后一片叶子》的故事。

考官小组已经对测试前和测试后进行了预评估。这些

问卷由Camba高中、Candating高中和Tinajero高中（附件）

的五位英语教师进一步评估。CAI的材料由邦板牙省信息

技术官员评估。在菲律宾邦板牙省Candating高中的 40名

10年级学生中进行了试点测试，以确定测试的时间分配。

评估人员建议删除测试项目中一些使问题变得混乱的短

语。调查问卷的编辑考虑了试点测试的结果，并纳⼊了C
AI材料评估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一旦确定了仪器的表面

效度，就对两组 10年级的学生进行了预测试。测试结束

后进行测试前问卷的检索，并将数据制成表格。

研究人员使用CAI向实验组教授短篇小说，而TI被用

于控制组。

两个小组讨论了相同的话题。提供了一个为期一周的

课程矩阵，其中包括活动时间表和用于两种教学方法的材

料作为指南。在指导过程中，只有TI小组拥有该故事的副

本。

使用教学方法对两个指令（CAI和TI）进行了音频-

视频录制，以监控讨论的交付情况。使用CAI和TI对初始

任务进行了 5 分钟的快照。教师-受访者观察了故事的讨

论情况，以检查学生的参与情况。教师-受访者评估了这

两种教学方法。在讨论完故事之后，对两组进行了测试后。

学生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回答测试。在小组回答完问题后

检索测试后问卷。

研究者担任两组教师。学生们受到或多或少相同的环

境条件，例如所用房间的照明和通风以及课程表。

数据分析旨在检验研究假设。比较两组（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得分以确定实验的有效性。加权平均数、频率计

数（Frequency counts）和百分比用于确定受访者在测试

前和测试后中的得分。此外，利用标准差、T检验和协方

差分析来比较两种教学方法的效果。为了评估学生的阅读

理解，研究人员使用以下量表：优秀（23.50-25），非常

满意（19.50-23.49），满意（13.50-19.49），通过（11.50-

13.49），不满意（5.50-11.49），并且非常不满意（0‒5.49）。
调查结果和讨论表 1 显示了按性别划分的学生人数

和百分比数据。CAI组男生占 20人，占 52.63%，女生占

18人，占 47.37%；TI组男生占 18 人，占 47.37%，女生

占 20 人，占 52.63%，CAI和TI共 76人团体。

表 1 按性别划分的学生分布

变量
CAI

f(%)

TI

f(%)

总计

f(%)

性别
男性

女性

20(52.6

3%)

18(47.3

18(47.3

7%)

20(52.6

38(50%)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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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总计 38(100%) 38(100%) 76(100%)
CAI 和 TI 组的测试前和测试后分数 通过观察两

组的测试前和测试后结果，评估和比较了实验组使用 C
AI 和控制使用 TI 的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表 2 a 显示了 CAI 组的测试前和测试后平均分。学

生在测试前中获得了通过的描述性评价，在测试后中获得

了非常满意的评价。在测试前中获得的最高分是 18 分，

而在测试后中是 25 分。标准差表明，与测试前相比，测

试后中学生的分数分布不那么分散。这表明CAI组学生的

阅读理解能力在实验后有所提高。

表 2 a CAI组测试前和测试后平均分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HS LS
描述性

评级

测试前 12.132 3.543 18 4 通过

测试后 19.605 3.333 25 11
非常满

意

表 2b显示了TI组的测试前和测试后平均分数。学生

在测试前中获得了不满意的描述性评分，在测试后中获得

了满意的描述性评分。测试前最高分是 17 分，测试后是

24 分。标准差表明，与测试前相比，测试后学生的分数

分布较分散。这意味着学生在讨论过程中获得了几乎相同

的文学作品信息。TI组学生的阅读理解在实验后也有所提

高。这意味着CAI和TI下的学生在接触这两种教学方法

后，小组能够获得有关所呈现文学作品的信息。

表 2 b TI组测试前和测试后平均分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HS LS
描述性

评级

测试前 9.632 4.136 17 3 不满意

测试后 17.816 3.540 24 11 满意

CAI 和 TI 组的测试前和测试后分数之间的差异。

表 3显示了CAI和TI组的测试前和测试后分数之间的

差异。CAI组在测试前和测试后中的平均值分别为 12.132

和 19.605，而TI组在测试前和测试后中分别获得 9.632和

17.816。得到的假定值为 0.000，表明CAI组的测试前和测

试后在阅读理解方面存在显着差异。此外，它表明在TI

组的测试前和测试后中获得的假定值为 0.003，表明测试

前和测试后存在显着差异。

这意味着两组在接触两种教学方法后都提高了他们

的表现。这肯定了Busarin等人的研究结果。（2015）即认

为英语科目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具有良好的效率，可用于英

语课堂。

表 3 CAI组和TI组测试前后结果的差异

测试前平

均值

测试后平

均值
假定值 解读

CAI 12.132 19.605 0.000 显著不同

TI 9.632 17.816 0.003 显著不同

学生阅读理解的差异表 4揭示了CAI和TI组学生的阅

读理解。获得的假定值为 0.000表明，在测试前中，两组

学生的阅读理解已经存在初步差异。为了忽略测试前阅读

理解的最开始的发现，使用协方差分析来确定他们在接触

两种教学方法后阅读理解的显着差异。两组的测试后假定

值均为 0.443，这意味着学生在接触两种教学方法后的阅

读理解没有显着差异。这意味着学生可以同时学习CAI

和TI教学方法。这意味着CAI组和TI组的学生在接触两种

教学方法后获得了或多或少相同的知识。Al-Mansour等人

的研究（2008）表明，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使用计算机辅

助英语教学对实验组学生的成绩有积极的影响。

表 4 CAI组和TI组阅读理解的差异

变量 假定值 解读

CAI和TI测试前 0.000 显著不同

CAI和TI测试后 0.443 无明显不同

男女学生阅读理解成绩的差异。

表 5 显示了男性和女性学生在测试后中的阅读理解

差异。男生平均分 18.7105，女生平均分 18.7105。

在分数分布方面，它表明女学生在实验后的离散度得

分低于男学生的受访者。获得的假定值 0.591表明男性和

女性受访者的阅读理解没有显着差异。这意味着无论使用

何种教学方法，男女学生都能获得所讨论文学作品的知

识。

与Lacsina（2013）的研究结果有关，发现两性（男

性和女性）对教学方法没有显着差异，也没有显着的交互

作用。这显然意味着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应对不同的教学方

法。

表 5 测试后男女阅读理解差异测试结果

男性 女性

平均值 18.7105 18.7105

标准差 3.50909 3.60111

假定值 0.591

解读 不明显

3 结论比较

2015~2016 学年 CAI 和 TI 对 10 年级男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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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的影响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收集的数据通过t

检验计算和协方差分析进行了统计处理。得到的 假定值

为 0.000，表明 CAI 组的测试前和测试后在阅读理解方

面存在显着差异。此外，它表明在 TI 组的测试前和测试

后中获得的假定值为 0.003，表明测试前和测试后存在显

着差异。此外，两组的测试后假定值为 0.443，这意味着

在接触两种教学方法后学生的阅读理解没有显着差异。此

外，获得的假定值 0.591 表明男性和女性受访者的阅读

理解没有显着差异。这意味着无论使用何种教学方法，男

女学生都能获得所讨论文学作品的知识。

CAI 和 TI 可用于讨论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可以相

互补充，以促进课堂讨论和互动。教师应寻找适合学生不

同学习方式的不同教具，以提高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理

解力。但是，目前的研究仅限于学习一种文学作品，特别

是短篇小说。未来的研究可能会使用 CAI 进行，重点关

注其他文学体裁，例如诗歌、小说、戏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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