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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起源，阐述了语言学习策略对于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介绍了语言学习

策略的分类，系统地列出了英语教学中使用的四大学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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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兴起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随着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

展，人们认识到，人的认知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思考过程和

问题解决过程。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是高层次的认知活

动，不仅需要学习者感知、理解、领会外界事物，而且需要

学习者有效地运用思维、记忆、识别、选择、分类等心理过

程。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教学法十分强调学习者本

身的作用，认为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在教学活动中起决定性

作用。认知心理学吸收了大脑生理学、信息论、语言学的

最新成果，因此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教学法无疑具有更强

的科学性。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使人们走出了只注重研究

教师如何教的误区，转而把教会学生如何学，培养学生有

效的学习策略作为教育研究的重点。语言学习策略的研

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0123445.67 在美国、89
8:35:/ 等人在加拿大安大略教育学院于 !# 世纪七、八十

年代所进行的学习策略研究是较早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的

一些研究者。

二、语言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

什么是语言学习策略？国内外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程晓堂、郑敏在其《英语学习策略》一书中所下的

定义较为客观、全面：语言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使语言

学习取得更好的效果而采取的各种策略，它既包括学习者

为了更好地完成某个学习活动或学习任务而采取的微观

策略，也包括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习过程、学习结

果进行计划、调控、评估等而采取的宏观策略以及学习者

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一些认识。由此可见，它既是一种行

为表现，也是一种意识活动。但语言学习策略不等于学习

方法。学习方法是学习者为了解决某个学习问题或为了

使学习过程更有效而采取的某些具体的做法或手段。有

人把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的区别形象地比作足球中战术

和技术的区别。在足球中，传球、停球、带球、射门等都是

技术问题；把球传到左边还是右边还是吊到对方禁区里则

是战术问题。语言学习方法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处理

具体问题的技术或技巧，类似足球中的技术；而学习策略

则是对何时使用何种技术和技巧的决策过程以及对技术、

技巧本身的认识，类似于足球中的战术。学习策略比学习

方法涵盖的内容要广得多，它可以是对学习方法的选择和

使用，也可以是对学习方法的认识和理解，二者不可混淆。

三、语言学习策略与英语教学

提起学习策略，一线教师都能道出一二，但不可否认，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教师所了解的学习策略都来自于实

践，来自于对成功学习者的学习策略的罗列，还并未上升

到理论水平，因而不全面，也不系统，对学习策略缺乏全面

而系统的了解常常会妨碍教师引导学生发展有效的学习

策略。作为多年从事工科学院大学英语教学的一线教师，

笔者发现很多学生英语学习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掌

握有效的学习策略，他们的失败在自主性要求高的情境表

现尤为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学习策略进行

全面、系统的研究，确定有效的学习策略有哪些，它们有几

个类别，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教学中该

如何选择和使用。当代教育界和心理学界已经认识到，学

习是每个人终身必须面临的任务，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学

生成为独立、自主、有效的学习者。这一目标要求我们在

英语教学中要更加重视学生的学，并通过教会学生如何

学，培养学生有效的学习策略来促进教师的教。研究表明

把学习策略的培养渗透到教学之中不仅有利于大面积地

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而且有利于促进

学习潜能偏低或智力发育迟滞的学生的学习，减少他们的

学习困难；有利于促进教师的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更重

要的是能为学生获得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为终身学习

创造条件。毕竟，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在这段

有限的时间里，要学习所有的语言现象是不可能的。由此

可见，英语教师全面、系统地了解语言学习策略，并将学习

策略的培养渗透到英语教学中，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的意义

是非常深远的。

四、语言学习策略的分类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已对语言学习策略从理论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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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研究，他们以认知学习理论为指导，以信息加工过程

理论为研究基础，在研究信息理解、处理、储存等过程的基

础上，得出了一整套理论化的语言学习策略，并对这些策

略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描述，出版了不少学术专著。著名

的有：!’"#$$%& 和 ’(#)*+ 的 ,%#-./.0 1+-#+%0/%2 /. 1%3*.4
,#.05#0% 6375/2/+/*. ；!89*-4 的 ,#.05#0% ,%#-./.0 1+-#+%0/%2：
:(#+ ;<%-& =%#3(%- 1(*5$4 >.*?，文秋芳的《英语学习策略

论》以及程晓堂、郑敏的《英语学习策略》等。由于专家们

对学习策略的认识有分歧，因此对学习策略的分类也不

同。其中，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并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一种是根据认知过程和认知活动的类别对学习策略进行

的分类，按照这种分类，学习策略被分为认知策略、元认知

策略、情感策略和交际策略四种。下面，本文将从这四个

方面对学习策略进行介绍。

@、认知策略

认知策略主要指学习者为了更有效地识别、理解、保

持和提取信息而采取的策略。认知策略往往运用于具体

的学习活动中。在英语教学中运用认知策略包括要求学

生：

根据需要进行预习；

在学习中集中注意力；

在学习中积极思考；

在学习中善于记要点；

在学习中善于利用图画等非语言信息理解主题；

对所学习内容能主动复习并加以整理和归纳；

注意发现语言规律并能运用规律举一反三；

在使用英语中，能意识到错误并进行适当的纠正；

有效地借助母语知识理解英语；

尝试阅读英语故事及其他英语课外读物；

注意通过音像资料丰富自己的学习，使用简单工具书

查找信息；

注意生活中和媒体上所使用的英语；

遵循记忆规律提高记忆效果；

借助联想建立相关知识之间的联系；

利用推理、归纳等逻辑手段分析和解决问题；

在听和读的过程中，借助情景和上下文猜测词义或推

测段落大意。

A、元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是指在元认知指导下采取的策略。元认

知则是对认知的认知，从某种程度上说，元认知是一种思

想或认识。英语教学中使用的元认知策略包括要求学生：

明确自己学习英语的目标和需要；

制定英语学习计划；

在学习中借助图表等非语言信息进行理解或表达；

注意了解自己学习英语中的进步和不足；

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英语学习方法；

积极参与课内外英语学习活动，主动拓宽英语学习的

渠道；

善于创造和把握学习英语的机会；

学习中遇到困难时知道如何获得帮助；

与教师或同学交流学习英语的体会和经验；

评价自己学习的效果，总结有效的学习方法。

B、情感策略

情感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调整、控制

自己情感的策略，在英语教学中使用情感策略包括：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英语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对英语和英语学习的积极态度；

使学生逐步树立学习英语的信心；

创造宽松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努力克

服害羞和焦虑心理；

在学习中鼓励同学之间的合作学习；

要学生学会监控并调整英语学习中的情绪；

在交际中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并理解他人的情感；

在英语学习中，乐于向同学提供帮助。

C、交际策略

交际策略是指学习者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为了保

证交际渠道的畅通、保证信息的传递以及交际遇到困难时

设法维持交际而采取的各种策略。在英语教学中使用交

际策略包括要求学生：

在课内外学习活动中能够用英语与他人交流；

善于抓住用英语交际的机会；

在交际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意思的表达上；

在交际中，必要时借助手势、表情等进行交流；

交际中遇到困难时，有效地寻求帮助；

在交际中意识到中外交际习俗的差异；

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用英语进行真实交际；

交际中，善于克服语言障碍，维持交际；

在课内外活动中积极用英语与同学交流与沟通对学

习方法的认识和理解。

目前，国内参与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专家学者大多始

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参与学习策略研究的教师还很有

限。笔者认为，介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方法所

起的指导、示范作用，英语教师应该都参与语言学习策略

的研究，以便加深对教育目标的理解，加深对学生进行学

习策略培训的认识，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自主学习能

力的人，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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