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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手机的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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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智能手机支持的英语读写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迫切需要提高英语读写能力，

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用于英语读写学习持非常赞成的态度，这种学习模式具有积极的意义。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关注基于

移动智能终端的资源建设、监督与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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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境况令人堪忧［１，２］，原因有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一、读写资源有

限且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由于学习缺少适时的指导和监督而积极性不高，师生、生生缺乏互

动等。

移动智能终端和移动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为大学英语读写学习带来了契机，使基于移动信息技术的

大学英语读写学习成为可能，而且移动智能终端在学习中的运用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身心特点。本文以

智能手机为例，探讨大学生对基于智能终端开展读写学习的诉求，以期为进一步实施基于智能终端的英

语读写学习提供参考。

１　移动智能终端及其在英语学习中的应用概述
移动智能终端尤其是智能手机具有移动性、无线性、开放性、易用性、多功能性等。智能手机可安装

ＱＱ、微信等社交应用软件，且已被应用于学习和教学。如基于微信的英语教学模式能够增加互动，发挥
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其学习情趣；提供多种类型的材料；帮助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增加英语学习输入

和输出的机会；有助于实施个性化教学，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３］。ＱＱ的聊天功能方便教师对
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利用群聊和讨论组功能可进行集体讨论和辅导答疑、文件传输；群共享方便群成

员之间的资源共享［４］；群问问功能为教师提供了学习指导和解答疑难问题的高效方法；群投票功能可

用于调查分析；文件演示和群语音允许教师远距离网络授课。ＱＱ和微信均可较好地支持英语学习的
开展。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分别以“移动智能”“智能手机”“移动学习”“微信”“ＱＱ”作为篇名的第一关键
词，“英语”作为第二关键词，模糊检索。结果显示国内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英语教和学研究２０１１年起
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移动学习模式下的英语研究和基于微信的英语学习。总体来说，基于移

动智能终端的英语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进一步的检索发现还没有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英语读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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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另外，笔者在“ＱＱ群查找”中输入“大学英语”关键词检索，ＱＱ群不计其数，各种英语微信公众号
也相当多。

移动智能终端及其支持的应用在英语学习和教学中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因此本研究调

查分析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对基于移动智能终端开展英语读写学习的诉求。

２　大学英语读写教学及移动智能终端应用需求的调查与分析
２．１　研究问题、对象和方法

基于问卷调查法，本研究尝试回答：大学英语读写教学及大学生英语读写能力现状如何？基于移动

智能终端的读写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

本研究采用方便研究的方法选取了项目组所在的广州市某一本科院校２０１４级非英语专业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软件工程４个专业，分别代表涉外类、经
管类和理工类三大类专业。

项目组编制了《大学生读写学习现状和学习诉求》问卷：大学生读写能力和英语读写教学的现状；

基于智能手机的学习情况和对基于智能手机开展学习的接受程度；读写学习需求；对智能手机和应用用

于学习指导和读写学习的看法和建议。

项目组在“问卷网”上发布问卷，被试在课堂上运用智能手机作答。为保证作答效果，教师给予每

个完成问卷的学生一定平时分作为奖励。回收１８７份问卷，有效率１００％。
２．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大学英语读写教学和大学生读写能力现状

关于大学英语读写能力现状，ＳＰＳＳ分析结果显示均值为２．７２，说明被试总体认为其读写能力处于
“一般”和“不好”之间，其中认为自己英语水平一般的占５７．２％，不好的占２２．９％，因此大学生的英语
读写水平总体较差。

关于提高英语读写能力的必要性，均值４．７２，９７．８％的大学生认为非常必要和比较必要，几乎所有
人都愿意提高英语读写能力。而对大学英语读写学习的感受，４６．５％的学生渴望英语读写学习，但
９１％的厌倦英语读写，高达２５．１％的畏惧读写学习，可能是因为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比较差，所以大
学英语读写现状令人担忧。

关于对大学英语读写教学的满意程度，均值３．７２，３３．１％的大学生一般满意，４．８％的不满意，说明
超过１／３的被试对大学英语读写教学不是很满意。

关于大学生课上和课外英语阅读和写作练习，调查显示英语阅读和写作课内外练习明显不足，尤其

是写作，课内外不进行任何写作的将近１／３（见图１）。

图１　大学生课内外英语阅读和写作练习情况

进一步调查显示，５６．６％的学生认为阅读练习的量一般，比较少的占２９．９％；而５９．４％的认为写作
练习的量一般，比较少的占２９．４％，所以绝大多数被试认为英语读写练习量不足。

关于课前课后开展英语读写活动的必要性，９０．２％的认为有必要，其中认为非常必要和比较必要的
分别占３３．１％和３２．６％，说明大学生迫切需要通过英语读写活动来提高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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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基于智能手机的英语读写学习诉求
本节以微信和ＱＱ为例，调查大学生基于智能手机的英语读写学习诉求。
首先，调查显示１００％的被试通过智能手机使用微信，但时刻、经常和正常使用微信学习英语的分

别为３．２％、９．１％和３６．９％，仅９．６％的从不使用微信学习英语，而且８９．３％的被试订阅过英语学习微
信公众号。８４．９％的被试是通过别人的推荐订阅英语学习公众号，其中８１．３％的是由老师推荐，而
９５７％的被试愿意通过微信接受英语读写材料，９１．４％的被试愿意通过微信开展英语读写学习活动，说
明大学生比较接受基于微信的英语读写学习，基于微信开展英语读写学习具备了实践基础。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９９．５％的被试愿意接受读写指导，其中有９５．７％的愿意通过智能手机ＱＱ或者
微信接受指导，再次表明移动智能终端用于读写学习是受欢迎的。

但关于练习英语读写的媒介，６６．３％的选择纸质材料，选择智能手机的仅占２３．５％，１０．２％的选择
电脑。调查揭示选择智能手机主要是因为其便捷性、随时随地的特点。而传统纸质材料更为学生所习

惯、容易记忆、方便做笔记，而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易使人分心。

关于大学生在英语读写学习方面的需求，分析显示在写作方面，需要词汇指导的占３２．６％、需要句
法方面指导的占４３．３％，２０．３％的被试需要写作技巧的指导，极少数被试需要写作素材方面的指导
（３７％）；在阅读方面，需要阅读词汇学习指导的占４０．１％，需要文章分析能力指导的占３５．３％，１７．１％
的被试需要阅读技巧指导，阅读知识面方面仅有７．５％的被试需要指导。所以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大学
生更多的需要较低层面的指导，可能主要因为大学生的英语学习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

关于大学生的英语阅读和写作，喜欢阅读的材料为英语小说（４４．４％）、英语报刊（２９．９％）、英语教
材（１３．４％）和英语散文（１２．３％），英语教材和英语散文相比英语小说和英语报刊更不受学生的欢迎；
主要进行的写作是教师布置的写作作业（９２．０％），只有小部分写一些四六级作文（５．３％），写英语日记
的则更少（２．７％）。
２．２．３　基于智能手机的大学英语读写教学需求质性分析

关于大学生对智能手机应用于读写学习的诉求，问卷设计了１个开放性问题：关于通过微信或者
ＱＱ等即时通讯工具获得老师的指导和把智能手机应用于英语读写教学，谈谈你的看法和建议。本文
依据社会学研究中的扎根理论，从被试回答中抽取关键词，然后对关键词归类，得到归类的范畴，最后建

立分类范畴之间的联系及其关系网。

首先，根据被试的回答合并同类型［５］，把关于通过微信或ＱＱ等获得教师指导和把智能手机运用于
读写学习的回答归纳为两大范畴：看法和建议。“看法”又可细化为：态度、用途、特点和问题。各范畴

的概念结构图见图２。

图２　智能手机在读写中应用的看法和建议范畴及结
构图

分析显示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用于读写学习的“态度”是“非常赞成”“比较赞成”“赞成”。这是因为

智能手机用于英语读写学习具有许多“特点”和“用途”。智能手机的“特点”包括便捷、及时（便于互动

交流）、资源丰富、提高兴趣、效率高、实用。这些特点使其具有一些用途：学习服务（查单词、练习写作、

批阅、解答、布置作业）、学习资源（阅读、写作等等）、互动交流、背诵。因此绝大部分大学生认为把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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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用于英语读写教学具有时代性、容易被大学生接受，值得尝试。也有极少数学生认为智能手机是把

双刃剑，好坏参半，这是因为智能手机存在一些“问题”：屏幕小（对视力不好、不利于书写和记忆）、有干

扰、无任务、缺少监督、需要自觉性。

对“智能手机应用于读写教学”，被调查者的“建议”包括“扩大平台”、“内容”（及时更新、有吸引

力、新颖、多元化、学校英语）、“学生”（严格要求、个性化、更多指导、更多关注）、“教师”（多提学习建

议、多监督、多与学生交流、及时回复）和媒介（手机与纸质或者电脑结合）。

３　研究展望
基于智能手机的英语读写学习有利于解决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改善学习效果的一种有

意义的尝试。教师应结合教学实际，把智能手机整合到学习中，发挥其优势，克服其在学习中的不足。

但是基于智能手机的英语学习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一，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基于新媒介的教学模式需要学习者较强的

自主学习能力，如何利用新媒介的优势提高学习者的移动自主学习能力尚需进一步探索。第二，基于移

动智能终端的移动学习资源的建设。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学习是以丰富的资源作为保障的。新的资源

应是师生多方的共同参与，合作开发动态资源，并把学习活动的设计纳入进来，通过学习资源的建设实

现师生的联系，发挥学习资源作为学习者之间桥梁的作用，真正实现学习资源的情景认知支持功能。第

三，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学习监督和评估研究。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学习极易受到各种干扰和影响，因

此，监督和评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何进行监督和评估，这方面相关研究还不多。最后，移动智能终

端与目前较为流行的微课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都具有很好的契合点，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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