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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型档案袋评估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 ①

帅曼萍，刘衡英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大学英语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６５）

摘　要：根据档案袋评估与自我评估的特点，构建“大学英语写作”课程的扩展型档案袋评估框架，在教学过程中将

框架理念贯穿并实践于课程，探讨扩展型档案袋评估对自主学习能力形成的影响机制。实验统计数据表明，扩展型档案

袋评估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和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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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估关注学习过程，注重从学生的日常学习表现中提取信息，近年来受到语言测试研究者及

语言教师的重视。在形成性评估模式下，教师可以采取观察、日常记录、自我评估、同伴评估、建立档案

等形式对学生的学习进展进行持续评价。学生的英语写作档案是英语写作教学形成性评估的重要手段

之一［１］３７－６０。它是学生在一个时期内创作的文本作品的收集［２］。在中国学生英语写作能力以学期末书

面终结性测试来评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将“评估文化”理念带入外语教师的视野，期待能在英语写作

课程中推行以渐进性为特点、并能创造自主学习氛围的形成性评估。通过重构扩展型的档案袋评估理

论框架，将自我评估融入档案袋评估，综合指导学生并提供预先制定的衡量标准，帮助学生学会分析、评

价自己的作品，在过程中提高写作能力。

１　扩展型档案袋评估的基本理念
扩展型档案袋评估的基本理念是：给学生提供宝贵的机会，使他们能按照列出的相关标准反思自己

的写作活动。自我评估是学习者根据具体写作任务的写作标准对自己的写作过程、结果和写作能力的

发展进行评价和反思的过程。自我评估能否获得预期效果，取决于评价标准和评价工具的效度、信度和

可操作性。评分标准的解读、样本评价的示范能帮助学生实现有效的自我评估。档案袋评估是形成性

评估方式的最佳体现，它使学习过程可视化，促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使他们有机会分析自己的学

习活动并按自己的步骤学习，促使学生对写作过程进行反思，加强和提高学生英语写作的标准意识、过

程意识和策略意识，有效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调查两种备选评估方式对学习者的学习自主性和写作能力有无影响。具体研究问题：

１）自我评估和档案袋评估作为过程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否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２）自我评估和
档案袋评估对学生的写作能力有无影响？

２．２　实验对象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实验对象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第一学期参加大学英语写作课程的５８名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本研究采用等距抽样法把参与者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研究持续１６周，实验组学
生按照备选评估方式的实验程序接受英语写作指导，控制组学生按照传统英语写作课程模式接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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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大学英语四级写作任务作为对比工具，并采用宾特里奇等（１９９１）编制的学习动机策略问卷作为
测量工具［３］。第一项“大学英语写作任务”用来给学生做前测和后测，以确定学生实验前后的英语写作

水平，从而对比分析其英语写作水平的变化。为确保前测和后测的评估标准一致，本研究在前测和后测

时采用中国最大的英语作文写作平台“句酷批改网”给学生的作文评分。第二项“学习动机策略问卷”

是用于测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自评式量表。该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五级计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
常符合”分别记１到５分，问卷总得分越高，表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越强。量表由８１个题目构成，内
容包括动机和学习策略两部分。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都参加了以这项写作任务为考试内容的前测和后

测，在实验前后都参与了学习动机策略问卷调查。

２．３　研究程序
实验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如何填写自我评估检查表方面，为实验组学生提供充分的指导

（为期四周）。要求所有学生在课堂内外各完成一篇主题不同的写作任务，控制组学生的习作按传统评

价方式（即写作完毕—上交作品—教师批改并给予反馈）进行，而实验组学生则要准备好文件夹、按顺

序保留他们的写作任务以记录在册，并在教师指导下填写自我评估检查表。第二阶段，实验组学生完成

课堂内写作任务并独立运用检查表进行自我评估，教师定期（两周一次）查看学习档案中的材料，记录

档案袋中检查表所提供的学生反馈，作出评价，并给予教师反馈。如此，学生和教师都能对档案袋中所

记录的写作活动进行反思。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目的在于检验档案袋评估和自我评估对英语非母语学生在写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上的影

响。我们将检验如下两个零假设：１）自我评估和档案袋评估作为过程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会提高
学生在写作方面的自主学习能力。２）自我评估和档案袋评估对学生的写作能力没有任何影响。

为保证两组学生的写作水平在实验前没有显著差异，先对两组学生的前测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
验，统计结果见表１。ｔ检验须观察方差齐性结果，即ＳＰＳＳ在进行等均值假设的ｔ检验的同时，也要做方
差齐性检验。方差齐性检验结果看对应的Ｐ值，如果Ｐ值 ＞０．０５，说明满足方差齐性的条件。表１中Ｐ值
为０．４２３，可知是两方差齐，故ｔ检验的结果表中要看第一排的数据，亦即方差齐的情况下ｔ检验的结果。
在表１的等均值假设的ｔ检验中，第一排方差齐情况下的Ｐ值为０．７０３＞０．０５，说明两样本均数没有显
著差异。

表１　两组学生前测成绩独立样本ｔ检验的结果

组别

列文方差齐性测试 等均值假设的ｔ－检验

Ｆ值 Ｐ值 ｔ值 自由度 双侧Ｐ值
均值的

差

差的标

准误

差的９５％的可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方差齐性被接受的

方差齐性不被接受的

０．６５２ ０．４２３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５

５６．０００
５５．７１６

０．７０３
０．７０２

－０．１７６２
－０．１７６２

０．４５９９
０．４５７６

－１．０９７４
－１．０９３０

０．７４５０
０．７４０６

为确认两组学生在写作上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实验前无明显差异，将对实验前两组学生在自主学习

能力量表中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统计结果见表２。表２中两类得分的方差齐性检验的 Ｐ值都
大于０．０５，说明两方差齐。表２的等均值假设的ｔ检验里第一排的双侧 Ｐ值都大于０．０５，因此两样本
均数无显著差异，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实验前没有显著区别。

表２　实验前两组学生在自主学习能力量表中得分的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

分值类别 组别

列文方差齐性测试 等均值假设的ｔ－检验

Ｆ值 Ｐ值 ｔ值 自由度
双侧

Ｐ值
均值的

差

差的标

准误

差的９５％的可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分
方差齐性被接受的

方差齐性不被接受的

０．０１６ ０．８９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５６．０００
５５．９９９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９

０．０４０００
０．０４０００

１．５６２００
１．５５８００

－３．０８８００
－３．０８０００

３．１６９００
３．１６１００

各题均分
方差齐性被接受的

方差齐性不被接受的

０．７７４ ０．３８３ －１．２６４
－１．２５６

５６．０００
５２．６３５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５

－０．０６１６７
－０．０６１６７

０．０４８７９
０．０４９１１

－０．１５９４２
－０．１６０１９

０．０３６０７
０．０３６８４

为检验第一个零假设（即自我评估和档案袋评估作为过程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会提高学生在

写作方面的自主学习能力）成立与否，在学期末，再次让两组学生填写自主学习能力自评式量表，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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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学生在量表中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统计结果见表３。此处显著水平设定为０．０５，自由度
＝５６，且是双尾检验，查ｔ分布表得临界值２．０００（自由度＝６０）。表３中量表总分和各题均分的方差齐
性检验的Ｐ值都大于０．０５，说明两方差齐。表３的等均值假设的 ｔ检验第一排的检验统计值 ｔ都为
７６６８，大于临界值２．０００，故第一个零假设不成立，说明自我评估和档案袋评估作为过程教学的有机组
成部分，能提高学生在写作方面的自主学习能力。

表３　实验后两组学生在自主学习能力量表中得分的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

分值类别 组别
列文方差齐性测试 等均值假设的ｔ－检验

Ｆ值 Ｐ值 ｔ值 自由度 双侧Ｐ值

总分
方差齐性被接受的

方差齐性不被接受的

１．２１７ ０．２７５ ７．６６８
７．７１９

５６．０００
５５．１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各题均分
方差齐性被接受的

方差齐性不被接受的

１．２１７ ０．２７５ ７．６６８
７．７１９

５６．０００
５５．１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为检验第二个零假设（自我评估和档案袋评估对学生的写作能力没有影响）成立与否，我们使用独

立样本ｔ检验观察实验后两组学生后测成绩的均数有无显著差异，统计结果见表４。表４中两组学生后
测成绩的均数存在显著差异（双侧Ｐ值为０．０００，小于０．０５），故第二个零假设推翻，说明自我评估和档
案袋评估对学生的写作能力有影响。

表４　两组学生期末测试的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

组别

列文方差齐性测试 等均值假设的ｔ－检验

Ｆ值 Ｐ值 ｔ值 自由度 双侧Ｐ值
均值的

差

差的标

准误

差的９５％的可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方差齐性被接受的

方差齐性不被接受的

０．２８４ ０．５９６ －３．８０９
－３．８０７

５６．０００
５５．６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６６３１０
－１．６６３１０

０．４３６６５
０．４３６８７

－２．５３７８２
－２．５３８４０

－０．７８８３７
－０．７８７７９

由此可见，档案袋自我评估不仅使学习者在写作上成为自主学习者，也提高了他们的英语写作能

力。实验前进行的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显示，控制组和实验组学生在英语写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上
无显著差异。经过一段时期自我评估检查表的填写指导及定期开展的课堂内、外写作活动，实验组已能

独立完成每次写作任务的自我评估。实验后学生在自主学习能力量表中得分的独立样本 ｔ检验显示，
实验组在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已经超过了控制组。这意味着这种融合自我评估和档案袋评估的评估方式

对学生的英语写作自主学习能力有很大影响，是一种培养自主学习者的评估方式。

４　结语
本研究证实了档案袋评估和自我评估两种备选评估方式能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和学生在写作

上的自主学习能力。根据实验观察和总结，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学习者成为成功的自主学习者的

关键因素有：对自主学习本质的深刻理解，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正确态度，对个人实践的反思姿态，个人的

自我管理能力以及与同伴合作、互动和交流的开放度。第二，“促进学习自主性的评估”强调通过评估

来促进学生的自主性，看重学习的过程和结果，能提升学习者的学习体验。第三，一个语言学习者的学

习自主性越强，就越有可能达到高的语言水平。事实上，学生写作方面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的同时，他

们的写作水平也在提高，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这是广大教育

工作者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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