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８期
２０１４年８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４

自主学习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

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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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堂面授＋网络自学”教学模式为自主学习行为朝个性化方向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改革后的大学英语
教学仍然费时低效，原因是自主学习行为缺乏监管和引导。学生、教师、管理系统多元主体参与形成性评估，能有效地引

导学生的元认知策略对自主学习行为实现监管和控制，从而实现自主学习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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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２００７）要求各高校推行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
“课堂面授＋网络自学”多媒体教学模式，旨在促成个性
化学习方法和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主张教学评估兼

顾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形成性评估“在实行以学生

自主学习为特点的多媒体教学中尤为重要”［１］。该模式

的最大特点是课堂面授依托多媒体和自主学习依托网络

平台。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２００８）的调查显示，分
别有７０．５％和９０％的被调查２３１所高校采用这一教学模
式和安排自主学习或训练［２］。改革旨在通过培养听说能

力来提高英语应用能力。然而，各方对此褒贬不一，教学

效果也未能如愿。

１　评估的现实基础
“教学模式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生个性

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３］蔡基

刚（２００９～２０１０）课题组全国性调研表明，一半以上正使
用或已使用过自主学习平台的被调查学生对自主学习平

台的积极性不高或者根本没有积极性；高达７９．１％的１００
位被调查高级职称大学英语教师认为“学生网络自主学

习的效果有限”；２４位被调查专家中，刚好一半“很难同
意”或“不同意”这种教学模式［３］。本人也有调查，结果表

明，被调查者元认知策略严重缺乏，只“偶尔”反思学习效

果和评估学习策略的学生比例高达７１．１％，另有７．９％的
学生“从不”反思学习策略；有５２．６％的被调查学生表示

“没有明确的学习计划”。蒋宇红等人的研究结果也显

示，６５％的被调查学生没有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他们的
自主学习能力没有得到发展［４］。

ＤａｖｉｄＬｉｔｔｌｅ认为，有效自主学习者应具备的素质包括
自我管理能力、敏锐的洞察力、积极反思的能力等。网络

自学模式更容易受情感因素、学习环境、学习内容等因子

的影响。多元智能理论认为，评估不是为了评判孰优孰

劣，而是为了促成认知主体多元智能的发展；评估是动态

发展的，其多元性表征为评估主体和评估内容的多元化。

本研究拟采用形成性评估手段促成自主学习能力的可持

续发展。

２　评估主体
终结性评估模式的主体是教育主管部门，教师、学生

被游离于评估主体之外。网络自学模式中，学生自主学

习成效取决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研究表明，学习

成绩的好坏与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相关，成功者更频繁

地使用情感策略、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等，元认知策略

是认知主体对认知策略的认知，指学习者对自身学习行

为的自我调控、评估、管理等，它对认知策略、情感策略等

具有统领和控制作用。形成性评估体系中，教师、学生、

自主学习管理系统等评估主体的共同目标是引导学生的

学习行为由外部控制内化为认知主体的内部控制，引导

学习者充分发挥元认知策略的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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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学生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认知主体的元认知策略只

有通过学习者改变自身学习行为才能提高学习效果。学

生作为评估主体，其功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评，

即运用元认知策略，不断对自身学习目标、认知策略等进

行自我管理，并根据反馈信息修正学习策略等；二是小组

合作式学习中的互评，对同伴的学习行为、认知策略等进

行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由此不断完善自身元认知

策略。

张润认为，“学生的参与是形成性评估区别于终结性

评估的一大特点”［５］。学生的参与使他们感觉自己是自

身学习行为的主宰，持续的评估行为能有效增强自主意

识；参与评估过程能不断获取反馈信息，学习者根据反馈

信息优化学习策略，以此实现自我监控；不断优化的学习

策略促进学习行为的有效性，学习成绩不断提高，自信心

不断增强，自我效能感随之增加。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不是老师教会的，而是学生

通过自身学习行为建构的。认知主体体验新的知识时，

人脑思维倾向于用已有的框架作为认知背景，对新旧知

识进行类比。成功的学习者更善于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学

习策略，并不断调整学习策略。学生自评的目的是实现

自身学习策略的不断调整。

２．２　教师
教师是教授活动的主体，教师的教授行为只有通过

学生的学习行为才能内化为学生的知识体系。另一方

面，教师是评估行为的主导，在形成性评估体系中起关键

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自主学习背景下，学生并没有养成

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学生的元认知策略匮乏。仅仅依

赖学生的自我监管难以促成自主学习机制的形成。如果

以一种关系性思维看待教育主体，学生、教师和教材好比

教育主体关系的三个角，尽管单角的度数值是个动态变

量，但只有三个角之和维持在１８０°，教学主体三角关系才
能维系。

在这个教育主体三角关系中，学生角的张力已经证

明是十分有限的，表现为学习行为的盲目性，策略选择的

无系统性；而教材一角又属于静态变量，其功效的发挥依

赖于师生互动，特别是教师的指导性教学。

以Ｗｅｉｎｅｒ提出的归因论为依据，如果把学习行为的
成败归于可控因素，将大大促使其改变已有学习策略和

学习行为，从而增强学习的兴趣与信心；如果把学习行为

的成败归于不可控因素，必将严重挫败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因而出现懈怠大学英语的现象。多媒体教学模式下，

教师的评估作用主要体现在把策略意识与归因意识的培

养结合起来，通过策略培训帮助学生建构新旧知识体系

的关联，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元认知策略。

２．３　自主学习管理系统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承载主体，课堂面授课程的教材

以传统纸质材料呈现，网络自学教学材料以数字化形成

存储于自主学习平台。由于纸质材料与数字化教材的差

异性，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化教材成了自主学习平台有效

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人的课堂观察发现，在经历了一段新鲜期后，由于

本身英语基础、电脑操作不熟练、技术故障等因素，学生

逐渐表现出抱怨、失望、焦躁等情绪，继而出现迟到、早

退、缺课现象，个别班级还比较严重。这与蔡基刚的调查

结果相近，随后的访谈得知，课堂管理松懈、人机对话缺

乏情感交流、学习过程缺乏成就感、语料编排体例不符合

人脑认知规律等是学生懈怠自主学习的主要原因。基于

此，形成性评估体系把自主学习管理系统纳入评估主体，

旨在引导学生合理利用自主学习平台，疏导学生的不满

情绪，由教师充当情感交流使者的同时，加强对网络自学

的监管。

３　评估方式
Ｂｌｏａｍ认为，教育评估的三大基本类型是诊断性评

估、形成性评估、终结性评估［６］。长期以来，大学英语教

学以终结性评估为主导，标准化、数值化教育测试是其主

要形式，它以量化的数值衡量教学结果，以数值比较孰优

孰劣；形成性评估注重学习过程，以优化学习为目的［７］。

诊断性评估发生在课堂教学之前，是以终结性测试的形

式了解目前的学习现状。

３．１　终结性评估（占５０％）
终结性评估“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对象，为学

生此阶段的学习提供鉴定性评价”［８］，它以标准化考试的

方式测量教学是否达到目标，通常在阶段性教学完成之

后实施。常用方式是过程测试和课程考试，虽两者均以

教师为评估主体，且以诊断性评估出现，但前者通常在教

学过程中完成，后者通常在教学结束后进行。

３．１．１过程测试（占２０％）。过程测试以多种方式存
在，或以单元教学为单位，或以课时数为单位，或以主题

为单位。时间安排灵活多变，比较适宜在教学任务过半

的时候进行，也可以月考的方式进行。目的是检查学生

的学习目标、策略、元认知策略等是否有所进步。

３．１．２课程考试（占３０％）。课程考试的目的是测试
阶段性教学实践是否达到教学目标，它仅关注课程教学

的结果，不关心教学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性质类似

于四、六级考试，由于应试教育的痕迹存在，抑或命题缺

乏科学性等因素，学生为考试突击学习的现象不少，考试

结果存在某种不真实性。

３．２　形成性评估（占５０％）
形成性评估“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情况

进行的动态评价和及时反馈”［５］。目的是通过评估的反

馈信息，优化学生的学习策略特别是元认知策略，促使其

自主学习机制的形成。

３．２．１读书笔记自评（占１０％）。读书笔记是学生记
录自身学习进程的文字性材料，主要包括学习目标（时间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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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内容计划等）、学习进展（预习复习、课堂表现等）、

策略运用（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等），该项目特别注重对

自身学习行为的反思与改善。

３．２．２小组合作式互评（占１０％）。课堂面授与网络
自学的环节如何实现对接是一个教育技术难题，“小组合

作式”学习模式是实现有效链接的手段之一。学习行为

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展开，小组成员间分工合作、相互学

习、相互促进，通过互评增强彼此的合作意识。

３．２．３自主学习系统管理评估（占１０％）。网络自学
以教学软件为技术支撑，自主学习系统自带的教学管理

系统，能随时记录学生的出勤、学习进度、在线时间、学习

效果等，这些在线学习记录能较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

态度、投入程度等，测试结果能及时反馈语言项目的强

弱，为调整学习策略提供反馈。

３．２．４学生档案袋师评（占２０％）。学生的档案袋由
教师建立，主要记录学生的课堂表现和课后自学情况，前

者包括迟到、早退、旷课、课堂发言等的次数，小组讨论参

与程度等，后者主要包括课外作业完成情况、网络自学

等。教师通过档案袋，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就出

现的不良学习行为及时与学生沟通与指导。师评能从更

高层次把握学生的整体情况，因而应该成为形成性评估

的主导。

４　结　语
评估对教学具有反馈作用，评估方式的改变必然引

起教学方式的改变。多媒体教学模式为个性化自主学习

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该模式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长期

以来我国大学英语费时低效的主要原因是终结性评

估［９］。多元主体参与形成的评估体系能有效监管学生的

学习行为，促成自主学习机制的形成，引导学习策略的优

化，最终实现自主学习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１］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课程要求［Ｚ］．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王海啸．大学英语教师与教学情况调查分析［Ｊ］．外
语界，２００９（４）：６－１３．

［３］蔡基刚．中国大学英语教学路在何方［Ｍ］．上海：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蒋宇红，周　红．大学英语采用形成性评价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的实证研究［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
报，２０１０（２）：６９－７４．

［５］张　润．形成性评价对学生自主性的促进机制研究
［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９）：１００－１０２．

［６］ＬｅｕｎｇＣ，ＭｏｈａｎＢ．Ｔｅａｃｈ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ａｌｋｉｎ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Ｊ］．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２００４（３）：３３５－３５９．

［７］（美）布卢姆．教育评价［Ｍ］．邱　渊，译．武汉：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８］王　华，富长洪．形成性评估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综述［Ｊ］．外语界，２００６（４）：６７－７２．

［９］井升华．英语教学是壶烧不开的温水［Ｎ］．中国青年
报，１９９９－０３－１０．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