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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生学习自我监控能力培养策略的探讨
万桂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护理系 黑龙江 大庆 1叹灯珍

摘要 : 学习 自我监拉能力是指学习主体对其所从事的学习活动进行 自我调节和控制的能力
。

文章对学习中的 自我监拉能 力

进行了界定
,

并对其在学习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
,

旨在探讨培养学生学习 自我监控能力的策略
,

为提高学生素

质
、

实现教育目标服务
。

关健词 :学习活动 ;学习自我监拉能力 ;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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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和主导活动
,

学生的全面发展主

要是通过学习来实现的
。

知识经济时代
,

培养学生学习的自

我监控能力
,

促使学生 自主学习是素质教育的重要 目标
,

也是

使学生具备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意

识和能力的必然要求
。

1 学习 自我监控能力的界定及重要性

分析

晓东等人运用结构访谈法
,

从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境出发
,

对学

生学习自我调节进行深人探讨
,

他们发现自我调节学习者能

主动去获得知识和技能
,

而不依赖教师
、

家长或其它教育机

构
。

学习自我监控能力既是个体解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同时也是促进自身认知发展的重要途径
,

增强学生的自我监

控能力
,

培养学习策略
,

是实现教育 目标的手段
,

也是教育目

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

自我监控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人格变量
,

是指

个体情感和行为通过自身特殊机制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过

程
。

学习自我监控能力主要是指主体对其所从事的学习活动

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的能力
。

具体是指学生为保证学习成

功
,

提高学习效果
,

达到学习目标
,

在进行学习活动全过程中
,

不断对其进行积极 自觉的计划
、

监察
、

检查
、

评价
、

反馈
、

控制

和调节的过程川
。

学习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

在这个系统中
,

存在着

许多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
、

相互作用的因素
。

其中有学生主体

方面的因素
,

包括智力水平
、

动机程度
、

情绪状态等 ;也有环境

方面的因素
,

包括物理环境如学习场所
、

学习时间
、

学习任务

等和社会环境如班风
、

教师
、

家长
、

社会文化背景等
。

任何学

习活动都是在这些所有因素的交互作用与共同影响下进行

的
,

其完成的效率高低
、

效果好坏直接取决于这些因素能否合

理
、

有效
、

协调地发挥作用
。

乙枷
e m 切盯等人认为

,

自我监控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方

式
,

是一个不断思考
、

判断和适应的学习过程
,

是学生为达到

学习 目标主动地运用与调控元认知
、

动机与行为的过程[2]
。

乙
~ ~

和 Malt ine
z 一 卯朋通过访谈法开展了大量的实验研

究
,

结果发现
,

学生学习的自我监控能力与学业成就有很高的

相关
,

并能很好预测学生学业成就分布
。

国内学者周国韬
、

李

2 学习自我监控能力的发展规律

学生学习 自我监控能力是在长期活动中逐渐形成发展

的
,

其发展呈现出五方面规律
:

¹ 从他控到自控 ;º从意识的
条理化控制到无意识的自动化控制 ; »从局部控制到整体控

制 ; ¼ 敏感性
、

迁移性不断提高 ; ½ 从单维到多维
。

并且
,

学习

自我监控能力的发展与个体成熟有关
,

即学习自我监控能力

是随着个体年龄增长而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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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习自我监控能力的培养策略

培养学习自我监控能力
,

使学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

到与学习阶段和学习任务相一致的状态
,

并在学习活动中发

挥主导作用
,

从整体上对学习过程进行反馈和调节对学生的

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

3
.

1 培养学生学会利用和寻求社会支持

关于学习自我监控能力的培养
,

社会认知理论十分重视

学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认知
。

S t司成
r
和 K润am 所指

,

学生正

是在学习活动的人际相互作用过程中
,

一边进行自已的行为
,

一边观察和留心别人对他的行为反应
,

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

和社会性线索对 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控
。

研究表明
,

学习 自我

监控能力与正向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
,

即拥有的社会支

持越多
,

其学习适应性越好
,

自我监控能力越强
。

所以
,

使学

生在学习活动中学会寻求和利用社会支持是提高学习自我监

控能力的重要手段 [,]
。

3
.

2 对学生进行学习策略的指导和训练

作为教师
,

应从学生现有认知结构出发
,

采取有效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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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使学生的学习与自身的认知结构相一致
,

取得更高的学习

效果
。

自我监控能力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运用学习

策略促进自身学习
。

学习策略是学生自觉对学习活动及其因

素进行宏观与微观统一的计划
、

评价
、

调控以追求最佳学习效

率的计策或谋略
。

学习策略通过对学习方法的积极运用
,

促

进学生智能发展
,

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性格特征
,

导致行动

上的主动和坚定
,

这为学生素质的主动发展创造 了条件
。

因

此
,

学习自我监控作为认知目标的一种心理操作
,

只有充分调

动学生认知
、

情感
、

行为
、

生理等诸多因素参与
,

才能有效促进

学生主动探索与发展
。

3
,

3 培养学生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对学生学习活动和行为表现起着定向和驭动作

用
,

其主要受自我效能感
、

归因和控制信念
、

兴趣和内隐动机
、

价值信念
、

个人目标五个因素的影响与互动[’1
。

3
.

3
.

1 适当的自我效能感和能力知觉
: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对

自己能否成功地进行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
,

是直接影响个体

自我调控的关键变量
。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决定了他是否学习

和投人的程度
,

但自我效能和能力知觉必须是适当的
,

确实精

确地反映学生的个人能力[5]
。

B田司Ura 指出对效能和能力知觉

的过于乐观和悲观都会产生危险
。

从动机角度看
,

尽可能高

的效能感和能力知觉似乎对保持学习动机有用 ; 但从自我调

节角度来看
,

如果学生一贯高估自己的能力
,

他们可能在面对

关于缺点的反馈信息时无法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
。

为使学生建立适当的自我效能和能力知觉
,

教师必须提

供给学生关于他们的能力和 自我效能清晰和精确的反馈
,

使

学生致力于能力
、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上
。

教学设计中要

提供给学生力所能及同时又具有一挑战性的任务
,

针对学生

的个体差异
,

使学生均各自获得成功的体验
。

3
.

3
.

2 适当的归因和控制信念
:

归因和控制信念是关于成功

和失败的原因以及个体对结果和行为的预期控制程度的信

念
。

民叮(200 1) 证实高水平的信念与积极的认知
、

动机
、

情感

和学术成就有显著的正相关
。

研究者普遍认为
,

将成功归因

为能力强和努力的结果
,

而将失败归因为缺乏努力是积极的

归因方式
,

对个体的成就目标有积极促进作用
,

因为这使学生

增强对学业的控制感 ;将失败归因于运气差
、

缺乏能力或其他

不可控的外界因素则无益于学生的努力和发展〔6
一 , ]

。

控制信

念应该是比较稳定和适宜的
,

反映个体对自我控制能力的一

贯知觉
。

稳定的控制感与学习动机水平和表现密切相关
,

有

良好稳定控制感的学生更倾向于持续地付出努力
、

克服困难
。

同时控制信念也必然受到学校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和

制约
,

一个能提供良好支持和关心的人际环境使学生产生较

好的控制信念
,

对学业成就会产生积极作用
。

3
.

3
.

3 高度的兴趣和内隐动机
:

学业兴趣研究表明
,

高水平

的兴趣会伴随更多的学习投人和更好的绩效
。

动机在许多情

况下可能是无意识和内隐的
。

内隐动机是由投人和完成任务

的内在满足感激发的
。

阮b d阮谕(2(X) l) 证实当外显的目标和

内隐动机相一致时
,

个体动机更强
,

表现也更好
。

被内隐动机

驱动的学生不仅感觉自主和 自我决定
,

而且也体验着高水平
的兴趣〔8 ]

。

教师在教学中要提供有趣
、

新奇
、

有激励作用的任务和活

动
,

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个人意义的背景材料和任务或言

传身教来引导学生的兴趣
。

要慎用外在奖励
,

学生内在动机

确实较低时可以使用
,

但当学生的内在动机足以维系学习行

为时
,

尽量不用外在奖励
。

3
.

3
.

4 高度的价值感
:

行为的发生依赖于人们认识到行为导

致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

依存于目标的主观价值
。

学生在学习

中面临着一个可选择的 目标名单
,

每个 目标任务的价值和期

望信念共同影响学生的行为和绩效
。

E 义】. 和 私幼d d (岌兀陀)

证实能力信念的发展性改变会使价值信念随时间而变化
,

由

于对 自己某方面能力更有信心
,

学生会提升对它的价值信念 ;

同样价值信念也会影响期望
,

对某个学科或课程的较高价值

信念会提升其在能力体系中的地位
。

BrD户y(1卿)建议要提高学生的价值信念
,

就要提供对学

生有意义
、

实用性强和个人相关的任务活动
,

使学生产生认同

感
,

获得同一性
。

能使学生将学业
、

课程当成个人特色和身份

识别的一部分
,

就能激发动机的其他社会认知部分
,

如兴趣
、

目标
、

控制信念等
,

使学生更加投人和努力
。

当然
,

很重要的

一点是学校中的课程要密切联系实际
,

强调实用性和价值性
,

以加强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
。

3
.

3
.

5 个人 目标
:
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愿望

和动机水平
。

成就目标被定义为趋向和从事成就任务的原因

和意图
。

可以把成就目标划分
:

掌握定向和绩效定向
。

掌握

定向是以任务的理解和掌握为中心
,

引导学生学习和发展自

身的能力
,

依据自我参照标准致力于 自我提高 ;而绩效定向是

以自我为中心
,

代表学生通过成绩展示能力
,

维护自我价值
,

依据与其他学生相比较的相对标准
,

力图胜过别人 [9J
。

研究

者将成就动机中的接近/ 避免维度引人 目标定向理论中
,

绩效

趋向目标导向使学生致力于达到比别人高的水平
,

表现出更

高的能力
,

而绩效避免目标导向使学生避免表现出较差的能

力
。

掌握 目标和绩效接近目标都可以产生一些积极的结果
,

而绩效避免目标似乎不能导致任何积极成果
。

当然各种 目标

导向通常共同起作用
,

Hd 抽田川 的研究表明
,

掌握定向和绩效

定向存在交互作用
,

共同影响学习绩效和满意感
,

在某一具体

情境中目标定向具有选择性[10 ]
。

依据成就目标导向理论
,

教学中应注重课程和学科内容

的掌握和理解
,

促使学生追求掌握目标
。

另外
,

教学任务
、

奖

励和激励因素也应更多地致力于学生的掌握
、

理解
、

学习能力

和自我素质提高为标准
,

而不是以社会比较作为衡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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