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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与教育评价的理论研究

黄洁  颜世云  李娟

西安工业大学新生院  中国西安  710032

[ 摘  要 ]本文重点讨论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为目标的教改项目的理论依据，改变

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课堂教学的内容、终结性评价方式，转而教师引导、协助、监督、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的教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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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外自主学习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基础

国外的自主学习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苏格拉底最

早提出了自主学习思想。随后，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法国自

然主义教育思想家卢梭、英国教育思想家斯宾塞等都提出了自主学

习思想，但这些思想主要停留在理论思辨的水平上，他们并没有通

过实证研究来检验自己的思想。

20 世纪初，自主学习进入了初步实验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后，

自主学习进入了系统研究阶段，其中主要的理论流派有：瑞士心理学

家皮亚杰（CJ.  Piajet）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

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景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

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

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心理学家布鲁纳（Brunner）的“发现学习

理论”强调：学生的学习应是学生主动发现，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

识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积极探究者，教师的作用

是创设问题情景，引发学生对知识本身的兴趣，产生认知需求，激

发自主探究的学习动机，而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人本主义教学思

想家罗杰斯（Ropers）的方法论认为：教师要教好学生，除了具有

必要的情意因素外，还必须有鼓励和帮助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法。只

有学生发现和学到的知识才是最有意义的，真正同化到自己知识结

构中的知识是不可传授的。各自主学习理论学派都具有自己鲜明的

特色，都对自主学习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究。他们一致认为，学习

不是发生在学生身上的，而是由学生发生的。国外学者在理论研究

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最近我国也翻译了一些有关自主

学习的专著，如《自主课堂》、《自我调节学习》等。这些自主学习

理论和实践对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育实践都有一定的启发和指

导意义。 

我国英语教学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都是传统的翻译教学法。

存在着重语言传授、轻语言技能培养的现象。教师在教学中考虑更

多的是如何教，而不是如何学。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

国开始对自主学习作系统的研究。自主学习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如雨

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987 年前后，一些自主学习教学实验研究者

开始整理发表自己的理论著作，主要有，《自学辅导心理学》（卢仲

衡 1987），《异步教学论》（黎世法  1987 ），《尝试教学法》（邱学

华  1988 ），《导学式教学体系》（李敬尧、韩树培  1989）等。这

些著作把相关的实验研究结论以理论成果的形式表现出来，基本体

现了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自主学习教学的研究成果，并为后来的

自主学习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我国的自主学习研究呈现

了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并举的局面，也标志着我国的自主学习研究

进入了系统研究阶段。 

二、 教学评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基础

教育评价的历史悠久，它是随着学校教育的出现而产生的。作

为一个科学概念，教育评价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才正式被提出来

的，而它的发端则源于教育测量运动。教育测量只侧重可进行数量

化知识方面的测量，而无法关注学生的其他方面，如兴趣、动机、

态度等，从而限制学生个性发展的弊端逐渐显现。于是人们的视线

开始转向有明确教育目标的教育评价活动。揭开了教育评价序幕的

就是著名的“八年研究”，标志着教育评价学科的正式确立，泰勒等

人首次提出了“教育评价”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对于教育的成果，

不能单单测量受教育者的某些能力和其他特征，而应该评价受教育

者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向着教育目标的成长和发展。”在此原则下，他

们制定的教育评价方法“就是根据预定的教育目标，通过系统地有

目的地收集资料来判断实际教育活动是否达到了预定的教育目标或

判断达到目标的程度。”在这一阶段的评价中，人们更多把客观性和

科学化放在优先地位。这种评价方式因其结果直观、容易测量，被

广泛实行并一直延续。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泰勒的这

种评价系统是一种单项的、封闭的系统，只重视对结果的评价。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评价界出现了各种新的评价模式和理论。

由布卢姆等人建立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教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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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理论：通过评价可以诊断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和错误所在，不断地

调整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方法，使学生逐渐达到学习目标。教学评

价包括有效地进行教学指导的一连串反馈活动，它对调节教学过程，

提高教学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主要突出的是价值观，重在事实

的“解释”﹑“诊断”与“价值判断”，如教师教得如何，学生学得

如何。 布卢姆从评价功能的角度对教学评价进行分类，他把教学评

价区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这三种评价并非

彼此排斥，它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工作

都是连续的，阶段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无论是形成性评价或是终结

性评价都带有诊断的性质；而且，由于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

工作，促进发展，所以任何评价都带有形成性的性质。当教师采取

其中任何一种评价形式时，都应让学生明确评价的目的，如何进行

评价以及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新的评价思想的引入，

以及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关教育评价的研究也逐渐发展并

完善，逐渐开始把外引的东西内化为自己的，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评

价更新教学策略，完善教学管理；大学生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相

应地调整学习方法，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然而，传统意义上的教

学评价更多地依赖终结性评价，也就是用考试成绩衡量教学效果和

自学水平。这种评价方式对于教师教学而言有其合理性，但对于大

学生的自主学习，特别是网络时代多媒体教学环境下的自主学习，

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 现阶段的研究背景分析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学生“只有当他学会了不仅仔细的研究

周围世界，而且仔细的研究自己本身的时候，只有当他不仅努力认

识周围的事物和现象，而且努力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只有

当他的精神力量用来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完善的时候，他才能成为

一个真正的人”。学会学习，终身学习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

每个公民的必备素质之一。新时代对英语学习提出更高的要求 : 首

先英语学习为突出竞争优势，需要关注跨文化交流

现代教育技术的进步与先进教学理念的结合，网络环境下创新

英语教学模式，如局域网教学、在线学习、远程教育、微课、翻转

课堂和慕课等通过网络环境，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突破时间、空间、

教师、教学资源等的限制，学生可随时随地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

自主学习需求。然而网络环境下英语学习资源存在差异，良莠不齐。

网络环境的便利，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资源的提供者、传播者，促

进学习资源的共享。这样造成网络上的信息资源海量呈现，英语学

习资源的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有些还存在明显的错误。学生对这些

资源质量缺乏辨别能力，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另外，大学生在学

习习惯、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习意识、学习环境、学习目的等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特点，大学生学习自主性研究要根据学生实际来

进行，否则很难有好的效果。

再说教学评价。英语教学常用的评价方式为终结性评价，即对

学生一个阶段英语学习的评估一般就是通过一张试卷来体现。但是

传统的终结性评价很难真实反应学生自主的学习情况，不能起到评

价所应有的对学习情况的总结和反馈的作用，因此改变评价方式以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应该被提上日程。这需

要考验教师的智慧，如何通过课堂教学与英语平时成绩考核评价来

强化学生自主学习。

项目组发现形成性评价区别于终结性评价的显著特点是注重

“反馈”和“过程性”，而且大学英语自主学习与形成性评价之间的

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形成性评价本身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从

认知学的角度来说，它同时也是一种交际过程。学生可以通过不同

方式和手段实现推理、总结的过程，完善自我思考的水平和层次，

进一步加深对英语学习的理解，提高自身的语言应用水平。另一方面，

形成性评价也因为英语学习自身的特点而得以强化。英语学习不是

单向的输入过程，而是输入与输出的互动过程，因此，英语学习评

价活动也必然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评价活动不仅是教师对学

生的单向实施，而应当是通过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

现评价与学习的交融性行为。在这个层面上，形成性评价活动使评

价行为不再是单向、割裂的过程，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的效果评价也

凸显出全新的特征。

四、研究的意义

媒体自主学习模式为大学英语的改革带来了新的动力和能源，

也推动了教学模式的深刻变化，还能进一步实施因材施教，让不同

能力的学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自主学习不仅是一种有

效的学习方式，更是一种学习能力，一种不可或缺的学习方式。另外，

形成性评价概念的适时引入为大学英语教学与评估的有机结合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支点，对于大学生自主学习效果的提升和能力的培养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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