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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本文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
,

分析了一对英语学习成功者和不成功者使用的学习方法
·

研究

结果表明
,

不同的学习方法是造成她们英语成绩有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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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 9 7 5年 R u ib n
率先描述了英语学 习

成功者的共性特点后
,

从学生的角度研究如

何学习英语的 日益增多
。

有的描述学 习者 的

语言学习观念
,

有的调查学 习者的元认知策

略
,

有的考察学习者的认知策略
。

·

我国虽是学英语的
“
超级大国

” ,

但这方

面的研究不多
。

1 9 8 4年黄小华对
“

学习策略与

英语 口语能力的关系
”

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
。

北京外国语学院” 8 7一 1。9 1年间就
“

影响英

语成绩的各种因素
”

对从全 国六所外语院校

随机抽杯的两百五十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

调查 (吴一安等
,

19 9 3 )
。

该项研究共涉及 18 个

变量和 13 种因素
,

学习策略是其中的一个变

量
。

笔者曾在 1 9 9 1军就
“
学习者可控因素对

英语成绩的影响
”
这一课题进行了试探性研

究
。

研究分三个 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
,

由近两

百五十名二年级英语专业的学生填写
“
学习

者因素
,, 问卷

,

他们分别来自南京和上海五所

不同类型高校
。

两个月后这些学生参加了全

国英语专业的四级统考
。

根据学生对问卷的

回答和他们统考的成绩
,

笔者运用路径分析

的统计软件
,
建立了影响英语学 习成绩诸因

素的模型图
。

结果表明在对成绩有影响的因

素中有部分是学生可以控制 的因素
,

它们是

管理策略
、

词汇策略凡回避母语策略和容忍含

混语言的策略
。

这其中唯有容忍含棍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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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对成绩所产生的是负面影响
。

第二阶段
,

重点就四个对成绩有影响的可控因素考察高

分组和低分组各五名学生的具体差别
。

这一

阶段的调查不仅以大量生动的事实验证了第

一阶段的结果
,

而且补充说 明了李习策略运
’

甩的复杂性
。

第三阶段
,

在这十人当中挑选了

一对 (一名高分者和一名低分者 )进行个案研

究
,

其主要 目的是为了深入探究高分者和低

分者在学习方法上存在的本质差别
。

由于篇

幅所限
,

本文仅报告第三阶段个案研究的结

果
。

全文分四部分
。

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笔者所

提出的学匀方法的理论模式
。

第二部分描述

个案研究的设计
。

第三部分报告结果
。

第四部

分讨论结果
,

并根据结果对改进今后的教学

提出建议
。

一
、

英语学习方法的结构框图

一提起英语学习方法
,

学过英语的人很

可能会立刻想到记单词
、

学语法的决窍
。

这是

对英语学 习方法的片面理解
。

英语学习方法

包含一系列要素
,

有些在高层面上
,

有些在低

层面上
。

高层面上的能对低层面上的要素起

制约作用
。

这些要素形成一个系统
。

该系统由

两大部分组成
:

观念和策略
。

观念指学生在学

习英语过程中通过自身体验或别人影响所形

成的一种看法体系
。

它有一定的稳定性
,

对学

生的英语学 习会产 生潜移默化的
、

较为深远



的影响
。

英语学习者的观念大致分为两类
,

一

类为管理观念
,

另一类为语言学习观念
。

管理

观念指学生对确定 目标
、

制 定计划 ,谁择策

外语的理论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学生对外语学

习的一系列主张就是一种学习理论
。

近二十

略
、

调控策略等一系列香理活动重要性的认

识
。

语言学 习观念是指学生对如何才能掌握

年来的研究结
论对他们自膏甲的学

吟学刃者形成的学尸理
习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

。

好语言知识
、

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的主张
。

语

言学家
、

心理学家
、

教育工作者都在探讨学习

如要调整学卫者的透宣兰到贡为
州

蝉哗他

们的早见念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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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语学习方汁的结构框图

策略指矛寸学习过程最理想的调控
`

调控

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
:

二是与过程有关
·

早是

与语言学习材料本身有关
。

前者称为管理策

略
,

后者称为语言学习策略 、
管理策略涉及目

标的制定
、

策略的选择
、

时间的安排
、

策略有

效性的评估和调整
。

这一系列
一

活动都以自我

评价为前提
.

语言学 习策略直接用于英语学

习
。

应该说语言学习策略本身并没有明显的

好坏之分
,

它们的成效高低要看学习者使用

得是否恰当
。

这种恰当性就是执行管理策略

有效性的最好标志
。

换句话说
,

学习者如果能

用管理策略来合理地调控语言学习策略的使

「万年
。

她们有着洪似的家庭背景
,

高考入学考

势整髻缨卿
,

李华似乎比王红更加

用
,

就会收到袖期奴戒 获州
-

以上学 习方法框架结构已在定量研究中

得到验证
。

本文将用该框架结构来分析一个

高分者和一个低分者的学习方法
,

从而找出

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
。

一
’

二
、

研究方案

.1 研究对象 一
·

、

参加个案研究的学生有王红和李华
。

她

们于 1 9 8 9年秋进入南京某高校 英语专业学

习
。

至调查之 日
,
她们已在同一个班级学 习了

.

6 2
·

却花了竺四上过全头
。

尽管她们几乎在同

、 个条件下学习
,

但两年后
,

她们的英语水平

出现了惊人的差异
。

最为令人不解的是
,卜

李华
几乎是付出了双倍的代价

,

但在全国四级统

考中
,

成绩 (以
`

25 )却比王红 ( 90
一

补低二十六

分之多
,

达三个多标准差
,

而王红却成子 1 9 91

年全 国四级统考中的佼佼者
。

鉴于王红和李

华的其它情况基本相优
,

造成她们学习成绩

有 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似乎可以归天裳习方

佳奥的不同
·

2二数雄收集

在个案研究时
,

王红和李华参加了面谈
,

记 日记和阅读文章
、
这三项活动都是个刷进

行的
。

面谈的内容紧紧围绕她们的观念和策

略
。

例如
`呜你认为从上下文中猜词义是不是

学单词的一种好方法 ?为什么 ?
’

,f’ 你平时用不

用猜词义的方法学习单词 ?’) 如果她孵的回答



是
“
用了

” ,

下一个 问题便是
: “

你是如何使用

这一策略的?
”

一个星期 日
『

记的内容包括
:
( l)

课外做的与学习英语有关的事
; ( 2) 每项活动

所花的时间
;
( 3) 进行每项活动时的生理和心

理状态 (即是否精力充沛
,

是否 思想集中 ) ;

( 4) 进行每项活动时所采取的策略
。

随后
,

还

就 日记内容不清楚的地方进行了询向
。

阅读

的文章有 85 0个字
。

阅读时间不限
。

要求是象

平时阅读综合英语教材一样
,

该查字典时
,

查

字典
,

该作笔记时
,

做笔记
。

她们阅读的情况

还分别摄了像
。

阅读任务完成后
,

立即将摄像

放给她们看
,

并就有趣的地方停下来
,

进行询

间
,

例如
,

让她们回忆当时为什么要停下来或

用笔做记号
。

表 1 :

王红和李华的个人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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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果

下面首先考察王红和李华在课外所从事

的听
、

说
、

读
、

写活动
,

目的在于探究她们在语

言观念和策略上的差异
。

然后报告她们在管

理观念与管理策略上的不同之处
。

1
,

语言观念和策略上的差异

l) 听力练 习

如何在课外进行听力训练 ?在面谈中
,

王

红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

我听 v 0 A 的新闻户播
。

我喜欢一边听一

边作笔记
,

听完之后
,

根据笔记写内容摘妻二有

时我把英语广播节目录下来
,

反复听犷直到听

懂每一个字
,

象这样的活动大约要花四十分钟

根据她的描述可以看出
,

她课外练习听力 的

活动有两种
:

一种是半精听
,

另一种是精听
。

这两种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二半精听时
,

只听

一遍
,

精力主要放在 内容上
,

但不忽略语言形

式
。

她一边听一边记笔记
,

至少有三个好处
,

一是促使注意力集中
,

二是提高对语言形 式

的意识程度
,

三是可以训练 自己的写作能力
。

精听时
,

她要求听懂每一个字
、

每一句话
。

李华意识到她的听力比较差
。

根据自记

的记载
,

她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听英文广播
,

但感到进步不快
。

当被问及她是如何听时
,

她

说道
:

,

厂 “

我经常去听力室听录音
,

磁带内容各种各

样
,

但我很少记录听的内容
.

我的 目的是要听

懂大意
.

对我来说
,

听 v O A 或 B B C ,就是要听

懂意思
。

可以看出
,

李华无论是听磁带
,

还是听广

播
,

都不注意语言形式
。

从她的 日记还可看出

她虽然花了很多时间练听力
,

但有百分之六

十八的时间心不在 焉
。

常常是一边听一边做

其它的事情
,

有时甚至听着听着睡着了
。

因此

她富有成效的听力活动并不多
。

-

2 )
’

口语练习

当王红被问及如何提高 自己的口语能力

时
,

她作了如下描述
:

我上课非常积极
,

因为我认为这是练 口语

的好机会
。

我也喜欢和同学或老师说英语
,

我

还喜欢 自己对自己说英语
。

有时我在厨房一边

做家务一边说英语
,

妈妈听到奇怪的声音时
,

以为我在和她说话
,

她就从房间里大声问
: “
你

在说什么 ? ”

我认为自己对自己说英语是练习

口语的好方法
。

… … 在英语会话时
,

如有生词

想不起来
,

我通常不用手势
,

因为手势不能清

楚地表达思想
,

我喜欢用简单的英语解释或用

其它的语言手段
.

假如不知道如何用英语来表

达 自己
,

我就伺别人而不采用回避的方法
。

以上的描述清楚地体现了王红练 口语的

两个特点
。

第一
,

她充分利用一切机会
,

不仅
·

6 3
.



积极用英语进行交际
,

且 自己对 自己讲英语
。

第二
,

她不用 回避的策略
,

也不用非语言手段

来解决交际过程中语言知识不够的情况
。

面谈中
,

李华却是这样回答同一同题的
:

我不愿在课堂上回答间题
,

有时知道了答

案也不想讲
。

课外我也不练
,

因为根
.

本没
r

有说

英谙的环境
·。

偶尔
,

我会对 自己讲
。

交际时想不

起某个英文词时
,

我用手势或者就干脆不说
,

偶尔会查查字典
。

3) 阅读练习

在面谈中
,

王红主动分出了两种阅读
:

自

选读物和教材
。

在第一种阅读中
,

她把重点放

在阅读速度和整篇文章的内容上
,

但遇到有

趣的生词
、
她查词典

,

不仅弄清词意
,

还注意

它的用法
:

在第二种阅读中
,

她努力读懂每一

句话和每一个字
,

同时弄懂整篇文章的内容
。

下面就是她对 阅读练习的描述
:

假如读的是 自己找的材料 ;我就不一字一

句的抠
。

只要能弄懂大概内容
,

我就不查生词

了
,

但遇到有趣的词
,

我还是要查
。

如果读的是

老师布置的内容
,

我总是非常仔纽
,

因为老师

就喜欢挑我们不注意的地方出考题
。

平时我不

喜欢背诵课文
.

但喜欢朗读课文
.

我通常提前

半个小时到教室
,

朗读课文
。

我不太精通语法
,

因为有时我不能说出句子每个部分的语法作

用
,

但如果句子结构非常复杂
,

我要找出主句

和从句
。

当王红被问及如何处理阅读材料中的新单词

时
,

她讲
:

如果单词不重要
,

我不查字典
,

特别是读

自己选的东西
。

俱诱教材
一

时工我先把课文通读
一遍

,

猜生词的意思
,

不里室典
·

第二遍读的时

用字典查生词
。

除了看词义的解释外
,

还看短语和例句
。

我不重复个别的单词
,

但重

复短语
。

一个单词要是查几次字典
,

我就能记

住了
。

课文中有些词很冷僻
,

我不花时间记它

似
,

至多考试前看一看
`

我不喜欢把单词抄在

笔记本上
,

我的习惯是把词义直接写在课本

上
,

通常是英文
,

但有时英文的解释太长又不

褚楚
,

就写中文意思
。

我喜欢把记单词和读课

文结合在一起
,

我感到这种方法比单独记单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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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呆要好得多
。

根据王红的描述
,

我们可以归纳出她学

习单词 的几个显著特点
。

首先
,

她能区分重要

的和不重要的
,

并对此采取不同的策略
。

第

二
,

她把猜词义这一策略与查字典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
。

第三
,

她不孤立地记单词
,

而是记

短语
,

并且把这一任务和读课文连在一起
。

第

四
,

她能对英语解释的清
r

晰程度作出判断
,

对

不清楚 的
,

就改用 中文
。

简言之
,

她 的单词学

习涉及了一系列的 自我决策和选择
。

李华在面谈中没有主动区分两种不同的

阅读
,

她 的描述仅限于阅读教材
。

然而
,

在一

周的日记中
,

她所记载的活动也有两种
.

这说

明她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阅读在意识层面上

没有清晰的区分
。

根据 日记记载
,

她在阅读课

外书时
,

速度非常快
,

目标是弄懂大意
,

难得

查字典
。

但预习课文时
,

速度慢得惊人
,

有时

一课书竟花了她三个半小时
。

观察季华的阅

读过程
,

85 0个字的文章
,

她共花了 65 分钟
,

其

中竟用 了三分之二的时 间查字典
,

抄词义和

例句
。

她在抄词义和例句时
,

没有进行必要的

选择
,

而是一古脑儿地抄下来
。

当问及如何记

新单词时
,

她说她 没有什么方法
,

就 是反复

读
,

但是今天记住了
,

明天又忘 了
,

复习对她

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

笔者认为她对生词

的重要性不加区别
,

一律采取同样的方法
。

什

么单词都想记
,

不分重要不重要
,

平均使用力

气
,

其结果
,

花了许多时间
,

但成效仍不尽人

意
,

另外
,

季华不记课外阅读中出现的单词
,

这就限制了她词汇学习的范围
。

最有趣的是当问及阅读时用不用中文翻

译时
,

王红立即回答
,

她从不做解释
,

除非老

师要求做翻译练习
。

她认为在阅读过程中依

赖中文翻译是有害的
。

但李华的看法和做法

与王红成明显的对照
。

她说
:

中文翻译对理解应该是有帮助的
,

当然光

用翻译未免有点单调
。 · · · ·

一般我不做一字一

句的解释
,

但碰到复杂困难的句子
,

我会停下

来
,

分析句子的结构
,

想它中文的意思
。

如果课



文容易
,

脑子会 自动翻译
。

4) 写作练习

王红对发展 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也非常

重视
。

平时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
,

她坚

持用英语作笔记
,

用英语记日记
,

她还将练听

力和练写作结合起来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她

每写一篇作文
,

都要经 过反复修改
,

既改 内

容
,

也改语法和用词上的错误
。

在 日记中
,

她

叙述了写小故事时所用的策略
:

尽管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
,

但故事

的内容直到写之前才在脑海里出现
。

因此
,

我

一 口气把它写下来
,

这是第一稿
,

放一两天后
,

再写第二稿
,

然后给同学看
,

让她们提意见
。

李华承认她除了完成老师布置 的写作任

务外
,

自己不进行额外的练 习
。

写作文时
,

她

打草稿
。

但修改时
,

只注意 内容
,

不太关心语

言形式上存在的问题
。

她认为
“
写作是锻炼我

们对整体结构的安排
” 。

2
.

管理观念与策略上的差异

在学习过程 中
,

王红有杰出的宏观调控

能力
。

她经常对学 习进步情况和策略的成效

进行反思
,

并及时做出调整
。

在面谈中
,

当问

及如何评价自身的学习情况时
,

她说道
:

我喜欢读带有自测题的书
,

读这种书
,

容

易进行 自我评价
。

如果课堂上不能流利回答老

师的间题
,

或考试成绩不理想
,

我喜欢晚上睡

觉前躺在床上思考其中的原因
。

当问及如何评价 自身的学习策略时
,

她

作了如下的描述
:

我非常喜欢对 自己用过的学 习方法进行

反思
。

例如大学一年级时
,

许多同学花很多时

间记单词
。

起初
,

我也这样做
。

过了一段时间
,

我就意识到这样孤立记单词没有什么成效
,

因

为即使记住了
,

也不知道怎么用
。

因此我就改

变了方法
。

我读课文
,

记有生词的句子
。

那时我

自学炙新概 {畜氮薪蔽角宜百芳落季习单词
,

比起老方法要有效得多
。

王红不仅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

而且

有突出的微观调控能力
。

这种微观调控 发生

在进行 某个学 习活动之前
、

之中或之后
。

例

如
,

阅读前
,

她要 区分不同类型的阅读任务
,

从而采取不同的策略
·

在教材史丝李i断
_

单词

时
,

她区分掌果与不常用的词
,

些全迎塑
。

阅搏壁皇
,

灾贡
:

她反思自己所选用策略的

堕丝比
旧

李华在管理策略上有明显的弱点
。

首

先她从不有意识地选择或评价自己的学习策
,

略
。

下面是她的描述
:

我说不清楚我用了什么学习方法
。

预习
、

复习
、

做作业
、

记单词
,

好象就这些
。

其实也没

什么方法
。

她 自我报告的情况和平时的行为是一致

的
。

例如
,

她知道 自己听力差
,

她想通过多听

来提高听力水平月罗典璐跳绷进来朋
显进步日乞她没想过她练听力钓方法会存在

.

问题
。

下面是调查者和她的一段对话
: 一

一调查者
:

你知道你听力为什么差吗 ?

李华
:

不知道
。

要是我知道原因
,

听力就不会那

么差了
。

调查者
:

你有没有考虑过原因呢 ?

李华
:

没有
。

大概是听得不够吧 !

同样
,

她知道她记单词有困难
,

但从来没

有花气力考虑过她记单词 的策略是否得当
。

蒸翼蒸嚣薰
在完

地民
略缺

介对性和
`

夏居性
,

致使学 习效果不尽人意
。

一议上不案丽究表 明
,

王红和李 华在学习

方法上的不同导致了她们在学习成绩上的明

显差异
。

这既很典型
,

也具普遍性
,

因为 24 2名

大样本的研究结果也得到同样的结论
。

四
、

讨论

下面就她们在学 习方法上存在的主要差

别进行讨论
。

第一
,

王红对听说读写各项活动没有偏

废
,

既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

又有自己的

学习计划
,

两者相辅相成
,

达到全面发展
。

李

华显然不重视说和写的训练
,

特别是说
。

课内

不主动参与
,

课外也不利用时间自己练
,

其结

果不言而喻
。

幸好四级统考不包括会话
,

否则

·
6 5

·



李华与王红的成绩差距比现在还要大
。

第二
、

王红能对所从事的听和读的学习

活动有意识地分为两种
:

精听和精读
;
半精听

和半精读
。

不同的活动
,

有不同的要求
,

但不

走极端
。

前一种活动注重语言的形式和理解

的深度
,

后一种活动侧重于内容和速度
,

但不

放弃学 习新语 言知识的机会
。

这两种活动互

相补充
,

一方面她的语言知识不断增加
,

另一

方面
,

她的听力和阅读能力也不断提高
。

李华自我设计的听力训练 中
,

既没有精

听
,

也没有半精听
。

她每天从事的听力活动倒

很接近 日常的交际活动
。

她听英文广播的方

式就和我们平时听中文广播一样
,

一边做事
,

一边听广播
,

或睡觉前
,

起身前听广播
。

按照

西方交际法的理论
,

李华的活动更具有真实

性和交际性
。

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活动对提高

她的听力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

李华的阅读活动虽有两种
,

但和王红的

不完全一样
。

她阅读课 内教材时注意力几乎

完全放在个别字词上
,

结果花了比别人多的

时间
,

而得到的成效却 比别人低
。

她阅读自选

材料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

只看 内容
,

生词一

律不记
。

这后一种阅读活动和她的课外听力

活动很相似
。

为什么这种真 实性强的交际活

动对她的帮助不
一

大呢 ?笔者猜想作为外语学

习活动应该有双重 目的
:

一是扩大自己的语

言知识
,

二是训练语言技能
。

如果忽视第一个

目
.

的
,

那就无形 中减少了接受新知识的机会
。

这可能在外语学 习的环境 中更为 明显
。

在外

语学习的环境中
,

接触外语的机会很有限
,

因

此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
,

达到一箭双雕的目

的
。

第三
、

王红在英语学习中能有意识地避

免使用母语
,

这对提高英语水平有促进作用
。

英语习得的过程也就是和母语干扰进行斗争

的过程
。

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
,

对母语的依赖

程度就会降低
。

而外语学习者通常有依赖母

语的惰性
,

如是没有自夏丝笠力礴圳翅瞬缆
又扫象语价依赖

。

李华不仅没能有意识地克服

母语的干扰
,

相反还认为翻译是学 习英语的

有效手段
。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

越依赖

于母语
,

英语水平提高得就越慢
;
英语水平越

低
,

对母语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

第四逃鲜纸达丛土度班敲更要 差别体
现在管理策略上

。

王红成功地管理了直已的
-

学 牙迁程
,

掌握了学习主动权
。

对 自己有分析

有评价
,

对语言乞望翅随选择
,

有还站
,

一

发丝叹题
止及对

撇
而李华对 自己的学习过

程的控制远没有达到意识层面上
。

对 自身的

学 习缺少反思
,

对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盲 目

性
、

随意性强
,

因此效果的好坏就无法预测
。

从上述两个典型的个案
,

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 出学 习方法对学 习成绩有着直接的影
·

响
。

作为外语教师应在方法上给学 生加 以点

拨
,

从改变学生的不恰当观念入手
,

把培叁赏

醚
自
瞥

一

伦胆力作为良始至终的中心任
务

。

此外还要有意识地结合教学内容
,

训练学

生运用管理策略去监控语言学习策略 的技

能
,

这对提高我国英语教学质量将有重要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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