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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主学习是学习者自己制定学习目标、学习计划、选择学习策略，并对学习过程进行自我监控的学习模式。
自主学习作为一种终生学习模式，其作用不可忽视。大学新生处于从中学到大学的心理不应期，在自主学习中表现出诸

多不适。本研究以新疆高校大学一年级维汉学生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在心理不应期时段英语自

主学习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自主学习（听、说、读、写）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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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学习，对其定义，在文献中有不同的描
述。著名教育心理学家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认为自主学
习是学习者为了达到学习目标，提高学习效果，主

动运用元认知策略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

监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效果的学习模式。

Ｈｕｒｄ［２］认为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对自己学习负责
的意愿和能力。Ｌｉｔｔｌｅ［３］将自主学习看作是学习
者对学习内容和过程的心理反应。可见，在自主

学习中，态度和能力是核心，是决定自主学习的关

键因素，要将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学习，才能提高

学习者的主动性，进而增强学习效果，并在学习过

程中获得成功。在自主学习者语言学习方面，著

名语言学家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４］列举了自主学习者语言
学习的基本特点：能够理解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

能够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能够选择合适的学习

策略，能够监控自己的学习策略和评价自己的学

习成果，并在《学习者自主：语言学习中的学习者

培训》一书中谈到了自主学习的模式。Ｎｕｎａｎ［５］

和Ｒｅｎｄｏｎ［６］主要研究了自主学习者的心理特征，
他们认为自主学习者都想通过自身能力主导语言

学习过程，找到学习资源，确定学习策略以及评估

和发展语言技能。目前，将汉族学生和维吾尔族

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特点进行对比的实证性研究

还未取得进展。本研究以大学生心理不应期时段

为研究背景，以新疆高校汉族和维吾尔族大学新

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对比研究两

类学生在这一时段英语自主学习中解决问题的能

力（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以及两类学生在自

主学习（听、说、读、写）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１　文献回顾
国外对于大学新生英语自主学习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学习态度和策略在自主学习中的应用。

Ｒａｚｅｑ［７］从大学新生的自主学习态度、自主学习能

力以及进行自主学习活动的实践情况进行研究，

发现学生表现出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但会依赖

于大学前的学习经验并把英语学习的成功与否归

因于教师。Ｌｉｕ［８］在对大学一年级学生英语自主

学习的研究中发现，认知和元认知策略 （Ｃｏｇ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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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ａｎｄＭｅｔ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与自主学习的成
效有很大关系，同时指出学生在自主学习中的投

入程度影响其对学习策略的使用。Ｄｅｒｅｇｚü［９］设
计了自主学习量表ＥＦＡ（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用于评估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过程

国内对于大学生特别是处于心理不应期时段

的维汉大学新生英语自主学习的研究甚少。心理

不应期是指在操作两种任务的过程中，时间或空

间距离太近，两种任务同时竞争有限的心理资源，

而人类的中枢神经无法作出及时反应［１０］。这一

理论最早用于研究运动技术动作，进行预测防御

对手攻击。然而，这一心理机制也存在于教育领

域中［１１］。汉族学生与维吾尔族学生相比，从小学

起开始学习英语，而维吾尔族学生大部分从中学

阶段才开始接触英语，在英语接触时长（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ｎｔａｃｔ）方面不及汉族学生。然而其
民族特点赋予他们高昂的学习热情，特别是在语

言学习方面，接受能力较强，但在持续学习中，耐

力不足，容易倦怠。步入大学，两类学生在自主学

习尤其是英语学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加之

英语对于维吾尔族学生而言是第三语言，在三语

习得的过程中有可能会不同程度受到母语及二语

的影响。因此，教师需要掌握两类学生的学习特

点，并在其自主学习中分别给予相应关注，而不是

“一刀切”，这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２　研究方法与设计
２．１　研究目的及研究问题

本研究对新疆高校汉族和维吾尔族大学新生

心理不应期时段英语自主学习问题进行调查，对

比分析其在自主学习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具体

调查分析两类学生在英语自主听、说、读、写四个

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提出可行

性对策，帮助他们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其自

主学习的效率，进而提高英语学习的效果。

具体研究问题：１）维汉学生在英语自主学习
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差异？２）维汉学
生在英语自主学习中存在什么问题？

２．２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新疆高校１８８名大一新生为研究对

象，其中包括９６名汉族学生和９２名维吾尔族学
生。受试的维吾尔族学生包含民考民和双语学

生。民考民学生由于地域和学校英语师资情况的

影响，大部分从高中阶段才开始系统学习英语，并

且这类学生不参加高考英语考试。双语学生比民

考民学生接触英语时间长，但不及汉族学生，高考

英语考试成绩仅作为参考。此外，双语和民考民

学生同汉族学生相比，英语学习的盲目性较大，学

习过程也不够系统化。

２．３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调查维汉大

学新生心理不应期时段英语自主学习情况：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存在的

问题及差异。问卷调查的参与者为来自新疆高校

１８８名大一新生（包括９６名汉族学生和９２名维
吾尔族学生）。问卷采用 ６级制（１＝非常不同
意，２＝不同意，３＝有点不同意，４＝有点同意，５＝
同意，６＝非常同意）。该问卷以张蕊［１２］调查ＥＦＬ
学生英语自主学习问题所使用的问卷为基础，由

本文作者同３名大学英语教师进行探讨修订，并
随机抽取新生中１０名汉族学生和１０名维吾尔族
学生填写问卷，根据填写情况对问卷题目中解决

问题的能力部分进行修订以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

度。问卷使用问卷星网上调查方式，所得数据采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独立样本 ｔ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进
行相关性分析。研究对象中的２０名汉族学生、２０
名维吾尔族学生参与了非结构型访谈。访谈内容

涉及２个维度：自主学习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
主学习中英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３　研究结果分析
３．１　自主学习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

调查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在英语自主学习中

解决问题的能力，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的资料显示：
１）汉族学生与维吾尔族学生相比，在课后向

老师或同学请教问题的频率低于维吾尔族学生

（题１．ｐ．０００＜．０５）。
２）两类学生在遇到英文单词时，都会查找出

其意义，并且维吾尔族学生高于汉族学生（题２．
ｐ．０２１＜．０５）。
３）两类学生在作业中遇到不懂的英文题目

时，都会想办法弄懂。汉族学生处理作业问题的

能力高于维吾尔族（题３．Ｐ．０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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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两类学生都表示在英语学习中遇到障碍
会选择逃避（题４．ｐ．２０１＞．０５）并希望在自主学
习中得到老师指导（题５．Ｐ．４１６＞．０５）。

通过对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在英语自主学习

中遇到的障碍和遇到障碍选择逃避的相关性分

析，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影响这两类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其相关性分析模型综述表及回归系数表

如表２所示。
表１　英语自主学习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情况表

问卷

题目

汉族

Ｍｅａｎ ＳＤ

维吾尔族

Ｍｅａｎ ＳＤ

Ｓｉｇ

２－ｔａｉｌｅｄ

１ ４．３５ １．３７８ ３．５７ １．３５９ ．０００

２ ２．４７ １．３９４ ２．９５ １．４３２ ．０２１

３ ４．８２ １．１２８ ４．１１ １．２８９ ．０００

４ ４．４７ １．２８８ ４．２４ １．４６４ ．２０１

５ ３．０４ １．３８２ ３．２１ １．３９１ ．４１６

　　备注：Ｐ＜．０５表明资料有显著性差异；题１听不懂老师的英

语表达时，会在课后向老师或同学请教；题２遇到不懂的英文单

词时，会忽略，不会查找出其意义；题３作业中不懂的英文题目，

会想办法弄懂；题４在英语学习中遇到障碍，会选择逃避；题５没

有老师的指导，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英语中不懂的问题。

表２　问卷题目４与问卷题１～题５相关性分析
（Ａ）模型综述表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统计量

Ｓｉｇ

显著性

１回归 ２４９．５１１ ４ ６２．３７８ ８５．８９７ ．０００ａ

残差 １３２．８９３ １８３ ．７２６ ／

总计 ３８２．４０４ １８７ ／ ／ ／

（Ｂ）回归系数表

问题相

关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偏相

关系数

标准

误差

标准系

数Ｂｅｔａ

Ｔ统

计量

Ｓｉｇ显

著性

１－１ １．６１８ ．３６９ ／ ４．５５９ ．０００

１－２ ．２５３ ．０５５ ．２５１ ４．６１６ ．０００

１－３ ．３９９ ．０５３ ．３９９ ７．５８７ ．０００

１－４ －．０４１ ．０６６ －．０３６ －．６２３ ．５３４

１－５ ．４１０ ．０５０ ．３９７ ８．２３９ ．０００

　　备注：①Ｐ＜．０５表明资料有显著性差异；②ｂ为因变量：问卷

题目４；③ａ为预测变量（常量），问卷题１～题５。

由问卷题目４与问卷题１～题５相关性分析
表可知：

１）模型综述分析表明，Ｆ统计量的显著值为．
０００＜．０５，说明回归方程有意义。

２）回归系数表中的单词障碍（题２）和英文题

目障碍（题３）以及教师的指导（题５）显著地解释
了因变量———在英语自主学习中遇到障碍会选择

逃避这一问题。

３）单词障碍的影响系数为．２５１，英文题目障
碍的影响系数为．３９９，教师的指导影响系数为．
３９７，并且他们的 Ｔ值均达到了显著水平（均为．
０００），说明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即单词、英文题目
以及教师的指导对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影响。

影响汉族和维吾尔族解决问题能力的因素分析模

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影响汉族和维吾尔族解决问题能力的
因素分析模型

分析上述模型可知：

１）单词障碍对于解决问题能力的影响为．
２２５（意为单词障碍每增加一个单位，解决问题的
能力随之降低．２２５个单位）。
２）英文题目障碍对英语自主学习能动性的

影响为．３９９（意为英文题目障碍每增加一个单
位，解决问题的能力降低．３９９个单位）。
３）教师给予指导对英语自主学习能动性的

影响为．３９７（意为教师指导每增加一个单位，解
决问题的能力增加．３９７个单位）。这一结论可以
用来解释表１中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都希望教师
对自主学习给予指导的现象，即学生有一定的自

主学习意识，但如何进行自主学习以及采用哪些

策略进行自主学习仍然模糊，有待教师指导。

在针对自主学习能动性的访谈中，汉族和维

吾尔族学生都表示在英语自主学习中存在一些障

碍：１）英语词汇。两类学生都表示课程内容涉及
的词汇量较大，在记忆词汇时，只会死记硬背，没

有有效的记忆方法。因此，背过就忘，无法长时间

记忆。即使是查找过的词汇，经过一段时间，也会

变得陌生。２）课后请教老师和同学。汉族学生
表示，对于在课堂中没有听懂的英语表达，课后会

去询问同学，但很少会请教老师，因为觉得难为

情，和老师有距离感，没有强烈的求教动机。维吾

尔族学生表示在课后愿意同老师和同学用英语进

行交流，并希望得到老师的指点，提高自己的英语

表达能力。３）解决英语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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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学生表示自己基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解决作业

中遇到的难题。维吾尔族学生表示在作业中遇到

难题就想要放弃，缺乏毅力。

从以上资料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族和维

吾尔族学生都具有一定的英语自主学习意识，

对自主学习成果的期望较高。其中，维吾尔族

的民族特性主要表现为对外来文化及语言接受

力较强，所以，在英语初学阶段，两类学生相比

表现出浓厚的英语学习兴趣，尤其在英语口语

表达方面，对“说英语”的热情远高于“写英

语”，因此在课后经常和老师、同学用英语交流。

汉族学生性格较为内敛，对于外在的表达需求

不及维吾尔族学生，缺乏较强的交流沟通欲望，

但在实际解决问题中，汉族学生的能力略高于

维吾尔族学生。这与两类学生英语接触时长以

及所接受的英语学习体系有关。维吾尔族学生

的英语接触时间较短，所接受的英语学习体系

不及汉族学生完备。加之其英语学习受到汉语

及母语影响，因此学习成效不高，学习效率较

低。正如文华俊［１３］在对维吾尔族学生英语学习

现状调查中指出维吾尔族学生个体在英语学习

过程中表现出“高热情，低行动”的特点，缺少有

效的学习方法。英语学习和其他学科一样，需

要具备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在漫

长的学习过程中持之以恒，获得成功。

３．２　两类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３．２．１　听力方面

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在自主学习中英语听力

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表３所示。
表３　自主学习中英语听力方面存在的问题调查表

问卷

题目

汉族

Ｍｅａｎ ＳＤ

维吾尔族

Ｍｅａｎ ＳＤ

Ｓｉｇ

２－ｔａｉｌｅｄ

６ ２．５４ ．９１７ ２．７３ ．７７２ ．１３４

７ ３．３３ ．８０４ ２．９５ ．９４２ ．００３

８ ３．１１ ．９６１ ２．７６ ．９９９ ．０１４

９ ２．５２ ．９７３ ２．２５ ．８９７ ．０４９

１０ ３．０３ ．８８８ ２．８３ ．８８５ ．１１４

　　备注：Ｐ＜．０５表明资料有显著性差异；题６没有老师的讲

解，听不懂英语听力内容；题７课后通过听英语磁带和看英语节

目提高听力；题８听不懂的单词和句子，会反复听直到听懂为止；

题９通过听关键字掌握主要内容；题１０在听英语时使用技巧。

表３的资料表明：
１）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均表示没有老师的

讲解不能完全听懂英语听力的内容（题 ６）。可
见，听力对于维汉学生来说是一大难点。由于英

语听力能力的提高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很多学生

课后不愿抽出时间练习，因此，听力能力提高缓

慢，也正是因为久不见成效导致学生对听力丧失

信心，以致听力水平难以提高。

２）问卷题７～题１０的数据表明，维汉学生都
不会在课后通过听英语磁带和看英语节目提高听

力；遇到听不懂的单词和句子，也不会反复听懂；

不会通过听关键字掌握主要内容；在听力练习过

程中很少使用技巧。

３）在访谈中，问及汉语对英语听力的影响程
度时，汉族学生表示所受影响较大。维吾尔族学

生认为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大于汉语。可见，

母语对维汉学生英语听力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两

类学生对于课后自主练习英语听力的作用这一问

题的看法是“句子太长，说得又快，听不懂”“听的

时候不知如何做记录”“听力在英语考试中很重

要，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听力能力”。从调查

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对于课后自主练

习听力的积极性不高，并且在自主听力中使用元

认知策略的能力较低。许吟雪［１４］在对大学新生

英语听力研究中发现，听力焦虑是影响大学新生

听力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自主听力学

习中，经常感到迷茫。主要是因为学生不适应自

主听力学习模式，怀疑自身学习效果以及对自主

听力学习内容困惑不解。研究表明，在从中学到

大学的过渡阶段，新生需要尽快调整自我认知，主

观评价学习状况，适应英语学习的新教学模式和

学习方法。同时，教师应有意识地在课堂听力过

程中培养学生使用元认知策略，以便学生在课后

巩固练习。

３．２．２　口语方面
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自主学习中口语方面的

问题如表４所示。表４的资料显示：
１）两类学生均表示有时会在课后用英语和

同学进行交流，并经常通过背单词增加词汇量，进

而提高英语口语表达；用英语交流时，会用自己熟

悉的词汇和句式。然而，研究表明学生对于自己

熟悉的语言表达依赖程度更大，而在语言交流中

反复使用已知词汇，很大程度上会导致词汇量的

缩小，无疑会阻碍对新词新句的探知和学习，从而

导致其口语僵化［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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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自主学习中口语方面的问题调查表

问卷

题目

汉族

Ｍｅａｎ ＳＤ

维吾尔族

Ｍｅａｎ ＳＤ

Ｓｉｇ

２－ｔａｉｌｅｄ

１１ ３．８５ ．６９６ ３．４０ １．０８０ ．００１

１２ ２．７３ ．８８８ ２．５８ １．００８ ．２７０

１３ ２．１９ １．０１９ ２．３４ １．０４１ ．３２１

１４ ３．５２ ．８７０ ２．８５ ．９４９ ．０００

１５ ３．４５ ．８１９ ３．１３ ．９０４ ．０１２

　　备注：Ｐ＜．０５表明资料有显著性差异；题１１在课后用英语

和同学进行交流；题１２通过背单词增加词汇量，进而提高英语口

语表达；题１３用英语交流时，会用自己熟悉的词汇和句式；题１４

在英语课后练习口语；题１５在说英语时使用技巧。

２）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相比，在课后练习英
语更频繁，并且在说英语时使用技巧的意识更强

（ｐ＝．０１２＜．０５）。
３）在访谈中，６８％的学生认为自己口语水平

较差、２０％认为一般、１２％的学生认为较流利。可
见，目前维汉学生英语口语水平都停留在较低水

平，大多数学生机械记忆词汇，而忽略了英语口语

的练习。对于“自己平时是否敢与他人用英语交

流”这一问题，选择不敢和他人交流的人数占

４８％，选择不能深入交流的占３４％，只能简单交
流的学生占１８％。

综上所述，两类学生在心理不应期时段对于

英语口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并且缺乏口语练习

环境。教师对学生口语训练的指导欠缺，导致学

生不知如何练习口语，亦不知如何利用学习资源

来提高口语水平。新生处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转折

期，在口语表达中难免出错，挫败感导致大部分学

生羞于开口。教师可在课后对学生进行心理疏

导，帮助其克服这一心理障碍，并创造口语大赛等

练习机会，鼓励学生开口，增强其说英语的兴趣。

３．２．３　阅读方面
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自主学习中阅读方面的

问题如表５所示。表５资料表明：
１）维汉学生均表示除了英语课文，还会在课

后阅读其他英文材料；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

查字典找出新词的意义；有时会用略读和跳读的

方法掌握文章大意；会在阅读过程中计时并使用

阅读技巧。

２）在访谈中，对于“平时阅读的英语读物主
要有哪些”这一问题，７０％的学生选择了“英语课
本”，１４％的学生偏爱“网络英语阅读”，９％的学

生喜欢“英语版书籍和著作”，只有７％的学生阅
读“英语报刊”。我们可以看出，两类学生对于英

语学习主要依赖课本，阅读面不够广泛，加之课本

知识涉及面有限，这势必导致语言摄入量少、语言

接触面窄、对英语文化了解不够深入等问题。新

生步入大学，还未培养出良好的阅读习惯，尤其在

阅读材料选择方面过于单一。教师需给予指导，

可列出书单或在线读物，扩大学生阅读的知识面，

进而增加语言摄入。

表５　自主学习中阅读方面的问题调查表

问卷

题目

汉族

Ｍｅａｎ ＳＤ

维吾尔族

Ｍｅａｎ ＳＤ

Ｓｉｇ

２－ｔａｉｌｅｄ

１６ ３．４８ ．８２１ ３．２５ １．０２３ ．０９１

１７ ２．５４ ．８９３ ２．６１ １．０７９ ．６４３

１８ ２．６５ ．９７３ ２．６４ ．６９７ ．９７５

１９ ３．７２ ．９２６ ３．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１

２０ ３．０２ ．９９５ ３．０９ １．０６５ ．６６０

　　备注：Ｐ＜．０５表明资料有显著性差异；题１６会在课后阅读

除课文以外的英文材料；题１７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查字典找出

不认识单词的意义；题１８使用略读和跳读的方法掌握文章大意；

题１９在阅读时会计时；题２０在阅读英文文章时使用阅读技巧。

３．２．４　写作方面
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自主学习中写作方面的

问题如表６所示。
表６　自主学习中写作方面的问题调查表

问卷

题目

汉族

Ｍｅａｎ ＳＤ

维吾尔族

Ｍｅａｎ ＳＤ

Ｓｉｇ

２－ｔａｉｌｅｄ

２１ ２．８８ ．９０９ ２．７４ ．８７５ 　．２９８

２２ ２．７３ ．９５７ ２．７２ ．９５３ ．０９８

２３ ２．６９ １．００９ ２．６８ ．８３８ ．９８４

２４ ３．１６ １．０６９ ３．０３ １．０７４ ．４３０

２５ ４．０２ ．９６６ ３．１４ １．０２９ 　．０４６

　　备注：Ｐ＜．０５表明资料有显著性差异；题２１没有老师的指

导，不知道如何用英语写作；题２２在英语写作中注意语法；题２３

在英语写作中注意用词；题２４在写英语写作前会分析题目并列

出提纲；题２５在英语写作中使用技巧。

表６的资料显示：
１）两类学生均表示没有老师的指导，不知道

如何用英语写作（题２１）。
２）两类学生在英语写作中都很少注意语法

和用词（题２２～题２３），在进行写作之前很少会
列出提纲（题２４）。
３）维吾尔族学生同汉族学生相比使用写作

技巧的意识不强（题２５．ｐ＝．０４６＜．０５），说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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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族学生英语起点较低，写作基础较弱，对于写

作技巧认知较少。

４）访谈中，在对英语写作是否有兴趣这一问
题的回答中，５０％的学生对英语写作有兴趣，对英
语写作兴趣一般的人数占到２７％，剩下２３％的学
生对英语写作不感兴趣。从访谈数据可以看出，

对英语写作感兴趣的学生达到了５０％超过半数，
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英语写作不感兴趣，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技能

固然重要，但首先要培养其英语写作兴趣。大学

新生经历高考从中学步入大学的这一心理不应期

时段，对学习的不适应直接影响学生对英语写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是

教师激发学生自主写作的一个前提条件。

４　结论与建议
１）自主学习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学懂学习。

学生需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任，主导整个学习过

程，如了解自己的学习需求、制定学习目标、选取

合适的学习策略和评估学习成果。因此，自主学

习可以说是一种终生技能，让学生培养积极的学

习态度，建立一套良好的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

言，在学与教上，教师的工作不再单单是讲授知

识，而是根据课堂内容和目标，灵活运用各种教学

活动和方法，使课堂能紧扣学习重点，并能处理学

生学习的难点，使学生能参与其中，对课堂内容有

更深入的了解，对学习更有信心。

２）通过对维汉大学新生心理不应期英语自
主学习问题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大学

新生对英语学习的热情高于汉族学生，但在英语

自主学习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此外，两类学

生都表现出自主学习意志薄弱，遇到困难容易选

择逃避，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处于从中学向大学的

学习转折期，还没有完全脱离对教师的依赖，对自

主学习这一概念较为陌生，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

自主学习模式，仍需要教师进行引导，即前期在教

师指导下进行自主学习，由教师教授学生自主学

习的策略，课后巩固练习，待其适应这一模式后，

可进入完全自主化学习，将会事半功倍。

３）维吾尔族学生的英语学习系统除了受到
母语及汉语影响之外，大部分学生从中学起才开

始系统学习英语，起点较低，英语基本处于初级阶

段，基础薄弱，因此，在英语自主学习听、说、读、写

方面表现出的困难多于汉族学生。

４）教师应给予两类学生自主学习策略指导，
重视他们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鼓励他们多说英

语、多写英语，可使用微信等日常信息交流平台练

习英语，开展小型英语写作、阅读、口语竞赛等，增

强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其自我效能感［１７］。

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某

项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对主体的自我

把握与感受。相关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自主

学习具有密切关系。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其自

主学习倾向更强；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自主学习

的倾向较弱［１８］。

５）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究维汉学生自主学习
的特点，建立适合两类学生的自主学习模式，找到

更为科学的评价方法，更深入地分析两类学生在

自主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并找到可行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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