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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主学习是学习者为自己学习负责而主动建构的过程。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南疆 地 区 初 中 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

能力一般，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作用不突出，对自己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的调整能力有限，对

教师的教学要求了解较少，对除课本之外 的 其 他 学 习 资 料 的 利 用 较 少，对 不 同 阶 段 的 学 习 策 略 和 方 法 的 调 节 能 力 不

足，不能保证自己的学习时间并且对 学 习 进 度 的 把 握 能 力 弱，对 自 己 的 学 习 成 果 评 估 较 少，几 乎 不 反 思 等 方 面。因

此，应围绕学习动机、课堂管理、教师教学和教师期望四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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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新课程所倡导的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理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

要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对于

学生适应未来学习型社会和终生学习的大趋势意义

重大。本文以 新 疆 Ｘ中 学 为 例，对 该 校 的 初 中 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南疆地区初中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现状。

一、研究设计

自主学习可定义为学习者为自己学习负责而主

动建构的过程，［１］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坚持负责的立

场对自主学习来说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学生能够

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并且能够主动

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学习。关于自主学习

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与学生学习有关的动机、制

定目标、运 用 有 效 的 策 略 组 织 学 习、监 管 学 习 表

现、自我察觉以及对自我学习能力持有积极的信念

等。［２－４］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根据初中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点，提出初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主要表

现在以下六个方面：有较强的学习主体意识，学生

学习的主体地位突出；能确定学习目标并且依据目

标制定学习计划；能确定学习内容并且积极拓展相

关知识；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策略、学习方法；能控

制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和学习进度；能评估自己的

学习成果。据此，在征询相关专家意见后，设计了

调查问卷，经过试测与修改，选取新疆某地区的Ｘ
中学为个案，对南疆地区初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现状进行了调查。

问卷设计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计分方式，由被调查

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 “完全不符合” “不

符合”“一般”“符合”“完全符合”选项上勾选一

个答案，分别记作１、２、３、４、５分 （反向题反向

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自主学习情况越好，反之

则表示自主学习情况越差。调查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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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ｐｈａ信度 系 数 为０．７９。问 卷 的 结 构 效 度 采 用 主

成分 分 析 法，因 素 分 析 结 果 显 示：取 样 足 够 的

ＫＭＯ特征值为０．７４，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对总体

累积可解释６５．１４％的方差 （见表１）。问卷的信度

和效度均较为满意。
表１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０．７９

ＫＭＯ特征值 ０．７４
累计可解释方差 ６５．１４％

二、研究样本

本文研究所选 取 的 样 本 学 校 Ｘ中 学 位 于 新 疆

南疆的阿克苏地 区，２０００年 建 成，２００７年，实 施

民汉合校，全校现共有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壮

族、回族、汉族教职工４２人，其中高级职 称 教 师

１人，中级 职 称 教 师５人，初 级 职 称 教 师２８人。
拥有１１个教学班，在校学生６０４人，其 中，民 族

学生１６８人 （主 要 是 维 吾 尔 族 学 生），汉 族 学 生

４３６人。采用 整 群 随 机 抽 样，分 别 选 择 Ｘ中 学 初

一、初二、初三各２个班 （均为中等水平班级）共

２２０名学生 （其中初一６０人、初二８０人、初三８０
人）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问卷调查采用现场发放

现场回 收 的 方 式，共 发 放 问 卷２２０份，回 收２２０
份，其 中 有 效 问 卷 ２００ 份，问 卷 回 收 有 效 率

９０．９１％。回收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２。
表２　有效样本基本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９９　 ４９．５０
女 １０１　 ５０．５０

年龄

１１岁 ２　 １．０１

１２岁 １６　 ８．０８

１３岁 ３０　 １５．１５

１４岁 ６５　 ３２．８３

１５岁 ８５　 ４２．９３

年级

初一 ４５　 ２２．５０
初二 ８０　 ４０．００
初三 ７５　 ３７．５０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学生的自主学习主体意识低，学习过程

主体地位作用发挥弱

自主性学习，是作为一种学习方式而 存 在 的，
它与他主性学习相对。他主性学习，是学生处于被

动地位状态下的被动性和消极性的学习；自主性学

习，是学生处于主体地位状态下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的学习。［５］从调查结果来看，南疆初中学生整体的

自主学习主体意识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

位作用发挥 较 弱，具 体 而 言，有４３％的 学 生 认 为

学习是自己 的 事 情，只 有１９．５％的 学 生 会 在 课 前

预 习，１６．５％ 的 学 生 会 在 课 堂 之 外 自 己 学 习，

１７．５％的学生会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进行思考

和学习，有高 达８７．５％的 学 生 的 学 习 主 要 是 听 教

师的讲授 （参见表３）。
表３　学生自主学习的主体意识与主体作用情况

自主学习主体意识
均值 标准差 能力 百分比

２．８１　 ０．４８

学习是自己的事情 ３．０５　 １．３２

弱 ３６．５０
一般 ２０．５０

强 ４３．００

总是课前预习 ２．８７　 ０．８５

弱 ２８．００
一般 ５２．５０

强 １９．５０

学习时间主要集中

在课堂４５分钟
２．６５　 ０．９２

弱 ４３．５０
一般 ４０．００

强 １６．５０

学习主要是以听

教师讲授为主
２．６３　 ０．８６

弱 ４６．００
一般 ４１．５０

强 １２．５０

只是在教师的指导

下思考学习
２．８６　 ０．８８

弱 ３３．００
一般 ４９．５０

强 １７．５０

　　注：“弱”是指勾选 “完全不符合”“不符合”

的累积有效百分比，“强”是指勾选 “符合”“完全

符合”的累积有效百分比。反向题已经进行了反向

计分。下同。
（二）学生能够确定 自 己 的 学 习 目 标 并 且 制 定

了学习计划，调整能力较弱

自主学习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就是目标

的设置和计划阶段，学生要根据个人标准和学习任

务，构建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６］从调查结果

来看，仅有７５．２５％的学生能够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

和计划，７１％的学生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学习目标和

计划，但只有不到２０％的学生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

自主调整学习目标与计划，更有超过一半的学生仅

仅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不会继续自己计划内的

学习任务。说明南疆地区初中学生能够根据学习任

务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并且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

但是在调整学习计划方面的能力较弱 （参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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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学生自主确定学习目标与制定计划情况

确定学习目标、
学习计划

均值 标准差 能力 百分比

２．８８　 ０．６４

能制定自己的学习

计划和学习目标
３．１８　 １．０２

弱 ２４．７５
一般 ３７．３７

强 ３７．８８

有自己的学习计划

和学习目标
３．１０　 １．０１

弱 ２９．００
一般 ３７．５０

强 ３３．５０

能根据教师及学校要求

制定相应的学习目标
２．８７　 ０．８９

弱 ３３．１７
一般 ４７．２４

强 １９．６０

能根据某阶段的学习

情况调整学习计划
２．７４　 ０．８１

弱 ４０．９１
一般 ４３．４３

强 １５．６６

除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外会继续完成自己学习

计划内的任务

２．５９　 ０．９０

弱 ５３．５０
一般 ３１．５０

强 １５．００

（三）学生课前预习学习内容，对教学要求和

其他学习资料的了解与利用少

从表５可 以 看 出，只 有１６．５％的 学 生 对 课 堂

的教学内容不清楚，２５．５％的学生对下一节课的内

容不熟悉，说明大多数学生会在课前对所学的内容

进行预习。课堂教学是以教材为媒介，教师和学生

一道理解教学的内容、发现其意义，同时也一道理

解并发现隐藏在教材背后的社会现象的意义及其社

会文化背景的过程。［７］这是一个教材，教师的教授

与 学 生 的 学 习 三 者 互 动 的 过 程，然 而，仅 有

２３．５％的学 生 清 楚 教 师 的 教 学 要 求，也 知 道 如 何

做，只有３１％的 学 生 会 利 用 其 它 相 关 学 习 资 料 进

行深入学习。
表５　学生自主确定学习内容情况

确定学习内容
均值 标准差 能力 百分比

３．０５　 ０．６７

在课前阅读并熟悉

下节课的学习内容
３．１０　 ０．９８

弱 ２５．５０
一般 ４１．００

强 ３３．５０

知道每节课所要

学习的基本内容
３．２９　 ０．９４

弱 １６．５０
一般 ４４．００

强 ３９．５０

知道教师的教学

要求及如何做
２．８４　 ０．９６

弱 ３７．００
一般 ３９．５０

强 ２３．５０

利用网络、报刊、杂志

等相关学习资料
３．００　 １．２２

弱 ３４．５０
一般 ３４．５０

强 ３１．００

　　 （四）学生有自己的学习策略与方法，不同学

习阶段的调整能力弱

学 习 策 略 描 述 学 习 者 如 何 处 理 较 为 棘 手 的 学

习，如何从 众 多 策 略 中 选 择 最 适 合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并恰当地加以运用。［１］从表６可以看出，有超

过一半 （５１．６７％）的学生有自己的学习策 略 与 方

法，只有２４％的 学 生 没 有 经 常 与 同 伴 合 作 完 成 学

习任务，但是 仅 有２８％的 学 生 会 根 据 不 同 阶 段 的

学习情况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与方法。
表６　学生自主确定学习内容情况

有自己的学习

策略与方法

均值 标准差 能力 百分比

３．２０　 ０．６８

课堂上你经常与同学

合作完成学习任务
３．１６　 １．０４

弱 ２４．００
一般 ４１．５０

强 ３４．５０

你有自己的

学习方法
３．４６　 １．０１

弱 １６．０８
一般 ３２．１６

强 ５１．６７

你会根据某阶段的学

习情况转变学习方法
２．９８　 ０．９４

弱 ３０．００
一般 ４２．００

强 ２８．００

（五）学生自主学习地点灵活，对学习时间和

学习进度的把握弱

从表７可 以 看 出，有５２％的 学 生 会 在 除 教 室

之外的其他地方进行学习，说明学生自主学习的地

点比较灵活。但是，对于学习时间和学习进度的把

握上，南疆地区初中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较弱，具

体表现在只 有１９．１％的 学 生 会 严 格 保 证 每 天 的 学

习时间，只有２７．５％的 学 生 会 主 动 创 造 条 件 完 成

学习任务，却 有７８．５％的 学 生 只 有 在 老 师 督 促 的

情况下才会完成学习任务。
表７　学生自主确定学习内容情况

自主控制学习时间、
地点和进度

均值 标准差 能力 百分比

２．９６　 ０．６６

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保

证足够的学习时间
２．７８　 ０．９１

弱 ３５．１８
一般 ４５．７３

强 １９．１０

尽量创造条件完成

计划内的学习任务
２．９６　 ０．９４

弱 ３０．００
一般 ４２．５０

强 ２７．５０

学习场所不仅

限于教室
３．４４　 １．０９

弱 １８．５０
一般 ２９．５０

强 ５２．００

如果没有教师督促

仍能完成计划内的

学习任务

２．６８　 ０．９８

弱 ４９．００
一般 ２９．５０

强 ２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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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学生自主评价学习结果情况不乐观，几

乎没有反思

学习者在批判性地反思个人经验中，认识到原

有意义观 念 如 何 控 制 他 们 的 觉 知、思 维 和 行 为 方

式，进而形成更具包容性、辨别力的新观念，并按

照新的理解采取行动。对于教育而言，培养学习者

自我矫正的反思学习方法，促进批判性反思和理性

思维的发展，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加充分地实现他们

的自主潜能。［８］从表８来看，南疆地区初中学生对

自己的学习结果评价缺乏，情况不乐观，对于自己

的学习和生活几乎没有反思。具体来说，只有１／５
左右的学生会主动评价自己的学习结果或者主动与

老师、同学交流，并且从中获益，而仅仅只有６％
的学生会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反思。

表８　学生自主评估自己的学习成果情况

自主评估学习成果
均值 标准差 能力 百分比

２．６７　 ０．６１

主动与老师、同学

交流学习心得
２．９０　 ０．９２

弱 ３０．４６
一般 ４７．７２

强 ２１．８３

通过交流，老师多次

解决了学习中的困惑
２．９３　 ０．９０

弱 ２８．２８
一般 ５１．５２

强 ２０．２０

通过亲身实践，感悟和

评价自己的学习成果
２．８７　 ０．８５

弱 ３１．５０
一般 ４８．００

强 ２０．５０

对自己的学习、
生活会进行反思

２．０１　 ０．９６

弱 ７０．５０
一般 ２３．５０

强 ６．００

四、结论

自主学习从根本上确立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

包括一切有目的、有选择、主动的学习活动。在自

主学习活动中，学习者为主体，学习内容为客体，

教师可以作为指导者而存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学

习者也可以依靠其他人或事物的指导，自学成才。

特别是现代信息社会中，学习者的学习空间越来越

广，他们既可以在教师指导下学习，也可以在家长

及社会的指导下学习，还可以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去

有选择的学习。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学习者都是主

体，这是绝对的、永恒的。自主性学习使学习者维

持积极、主动的态势，为他们进一步探求事物的真

相，提供了前提。［９］

南疆地区初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一般 （Ｍ＝

２．９３），学生在学习方法和 策 略 （Ｍ＝３．２０）和 提

前预习学习内容 （Ｍ＝３．０５）方面的得分较高，在

确定学习时间、地点和学习进度 （Ｍ＝２．９６）和确

定学习目标和计划 （Ｍ＝２．８８）方面得分一般，在

自主学习主体意识 （Ｍ＝２．８１）方面得分较低，在

评估自己的学习结果 （Ｍ＝２．６７）方 面 得 分 最 低。

自主学习包括主动性、独立性和自控性三个方面的

含义。［１０］从分析结果来看，南疆地区初中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在主动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学生学习

的主体地位作用不突出，对自己学习目标和学习计

划的调整能力有限；在独立性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

为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要求了解较少，对除课本之外

的其他学习资料的利用较少；在自控性方面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学生对不同阶段的学习策略和方法的调

节能力不足，不能保证自己的学习时间并且对学习

进度的把握能力弱，对自己的学习成果评估较少，

几乎不反思。

在课堂教 学 过 程 中，围 绕 学 习 动 机、课 堂 管

理、教师教学 和 教 师 期 待［１１］四 个 主 题 来 培 养 学 生

的意志品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

生自我监控和元认知能力，使学生养成在学习过程

中设定计划和目标，并对学习过程进行自我监控和

适时评价，在评价中不断调整策略以到达最佳学习

效果［１２］的自主学习能力，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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