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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效率低下现象剖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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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是巩固英语基础、提高英语综合素养的便捷而有效的途径，也是网络信息时代和改
革浪潮的大势所趋。但因网络自身的多面性，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效率较低，究其根源是学生

元认知学习策略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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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全面推行，大学生整体英语水
平比过去高，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浪潮袭来，大学英

语课程学分和课时大大减少，大学英语教学发展趋势将

重心置于ＥＳＰ（专门用途英语）和 ＥＡＰ（学术英语）教学。
但各高校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绝大部分大学生仍达

不到《标准》里划定的最高层次，大学阶段还需继续巩固

或提高综合英语水平；而当代大学生几乎随时随地离不

开网络，因此以网络为平台自主学习提高英语基础水平

是倍受学生青睐的较便捷、有效的方式。但目前普遍存

在的一个现象是：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效率较低，那么

有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剖析其原因方能对症下药，

提高效率。

１　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即自我负责和担当的能力，学生在学习的

整个过程中能、顺利解决对各方面的难题，如明确学习目

标、选择学习内容、确定学习进度、甄选学习方法、控制学

习进程、评价学习效果［１］。所谓网络自主学习顾名思义

即学生自己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自愿、自主的学习，这种学

习需要学习者运用自己的元认知能力、明确学习动机、适

时调节自身行为。大学英语网络学习主要分为两种：一

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学习，如在网络

上查询、学习某一英语语法项目、在线进行英语测试、加

入有声聊天室练习口语、发帖咨询问题等。另一种较狭

义的网络自主学习指某些大学英语教材除了纸质版外配

套有电子版的网络教材，学校可以将其教材的网络版挂

上校园局域网供学生课外独立学习。现行主要的大学英

语教材都配有网络版，如《新视野大学英语》、《大学体验

英语》等。在这种配备网络学习课件环境下，学生必须提

前规划好学习活动的相关程序和细节，准备好必要的用

品和工具等。在学习过程中，网络课件会引导学生选择

目标和内容、监控并记录学习过程、反思并评价学习效

果、并根据需要调整学习活动。

不管是哪种形式，以网络为支撑的大学英语自主学

习都具有机动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学生若愿学，就可基

于自身状况和需要调控学习过程，这样的学习便有更强

的针对性、更开放的思维、更广阔的创新空间和更新奇的

感官体验。

２　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中的问题
和传统教学和学习方式相比，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

习有诸多突出的优点，不过，若学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的

引导和科学的动机的驱使，学习过程容易出现“水过鸭

背”现象；由于学习过程随意游离、完全自由，没有客观压

力和监督，加上互联网五花八门的诱惑，容易使学习者心

猿意马、拖拖拉拉，就不能保证网络学习的持续性和效

率。笔者任教的湖南科技大学近几年使用的大学英语教

材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并将

其网络版搭载于学校局域网，而且还开放了大学英语自

主学习实验室和网页。通过对本校２０１１级和２０１２级六
个学院１５个专业班级的４００名学生问卷调查和访谈发
现：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最大的问题是效率较低，主要

表现在学习时间利用率低、资源利用率低、学习者自我评

价低等。

首先，学习时间利用率低。访谈中许多学生感叹大

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时间利用率低———“我开始那段时

间还学得很带劲，后来慢慢地控制不住自己，总去浏览其

它的网页”“我一坐到电脑跟前就想玩游戏”“我常常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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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地边听音乐边学习”“只要有网络我就会登录 ＱＱ，
经常边学习边聊天”“我本想静下心来好好学的，但电脑

总弹出信息框，我有点好奇，就一个链接一个链接点击下

去了”等。这样，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上网，但实际用于学

习英语的时间却微乎其微，长此以往，学习任务无法完

成，学习质量不能保证。

其次，学习资源利用率低。“在网络自主学习中，学习

资源主要是指可供使用的网络课程（课件）、在线练习、考

试大纲、学习进度指导、ＢＢＳ、Ｅ－ｍａｉｌ信息及其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资源”［２］。许多学生面对丰富多彩的学习资源眼花缭乱，

老虎吃天无从下爪，只能东点点、西点点，有些只看看影

视视频片段或直接观看欧美大片，有些甚至把讨论区变

成聊天室。这样，庞大而丰富的网络英语学习资源利用

率非常低。

再次，学生自我评价低。部分同学对自身的大学英

语网络自主学习效果评价较低，认为缺少看得见摸得着

的师生互动，外在压力缺失，加上虚拟世界五花八门的干

扰和诱惑，实际得到的学习支撑很少，因此对自身的学习

进程和效果不太满意。

３　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效率低下之根源
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效率低下，学习效果不够明

显，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而是有主客观的一系列原

因。计算机网络本身的特性对弱化自主学习效果起到推

波助澜的作用。网络是一个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诱惑的五

彩缤纷的世界，信息庞杂，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学习、搜

索、聊天、交友、买卖、娱乐、游戏等，而网络的载体是机

器，网络使用有较大的能动性、随意性和开放性，因而学

习者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客观上容易出现扛不住好奇、

挡不住诱惑的现象，所以满怀良好初衷的英语学习过程

便沦陷为网络世界的漫游。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和外因同时作用，但内因

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效果

不良自然离不开网络的庞杂性和诱惑性，但其最根本的

原因是学习者元认知学习策略的缺失，即缺乏足够的自

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指导和自我评价能力和方法。

美国心理学家弗拉维尔（Ｊ．Ｈ．Ｆｌａｖｅｌｌ）１９７６年提出
元认知（Ｍｅｔ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这一概念，它涉及认知主体对自己
心理状态、能力、目的、任务、认知策略等方面的基本认

识，以及对自己种种认知活动的规划、监视、控制和调节。

元认知也就是对认知的认知，是学习者以自己的认知系

统为认知对象，对认知过程进行的自我反思、自我监控、

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３］。它对学习起计划、监控和调节

作用，是习得学习技能、有效执行任何学习策略的关键。

“人们把个体用于计划、监控和调节自己学习过程的一切

策略统称为元认知学习策略，一般包括自我监控策略、自

我指导策略、自我评价策略和自我调节策略等”［２］。

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效果不理想是由于学习者的

元认知学习策略的不足，不能有效实现自我评价，自我监

控，自我指导。自我监控策略是学习主体根据某一特定

标准检查、评价学习过程，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节学习目

标及方法和能力。缺乏自我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学生就会

“网络成瘾”和“网络迷航”。在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过

程中一些自制能力差的学生便偏离了学习方向，或沉迷

于网络虚拟世界难以自拔，思考判断力降低，甄别信息意

识变弱。自我指导策略是学生采用书写或讲述的方式展

现学习进程、内容或方法［４］。网络自主学习缺失实体课

堂的紧张与压力，没有老师的监督与指导，面对形形色色

的电子资料，有些学生忽视自我指导，懒于动手、动口，把

多感官参与的语言学习过程简化为单一的视觉浏览，学

习效率自然降低。自主学习得以持续进行的关键之一是

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价，即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评价

和反馈。传统教学的评价由学校和老师来完成，但网络

自主学习中学习者对学习负全责，对学习进程和效果进

行自我评估。多数中国的大学生习惯了依赖他人评价，

不具备主动、客观、合理进行自我评价的心理诉求和能力

要求，这样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影响了学习效果。

４　结　语
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及网络的普及呼唤大学英

语网络自主学习［５］，但是目前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普

遍效率不高，这是内外因素合力的结果，但外因是条件，

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网络诱惑的存在、监

管的缺失是很难改变的客观现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大

学生元认知学习能力欠缺，不能进行合理而科学的自我

规划、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估，可见培养提高学生的元认知

学习策略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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