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议自主学习中监控评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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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下自主学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然而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与效果的评估，影响学习目标
的达成。本文尝试从认知管理的角度探究培养学生养成监控与评估学习效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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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罗素曾说过：“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当
下数字时代，信息批量传播、迅速更新的时代，自我实现的终身学

习成为必然，自主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习者自觉主动地确

定学习目标，制订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法，寻找学习资源，监控学

习过程直至评价学习结果，这个过程就是自主学习。许多学习者

会重视确立目标、制订计划，尝试多种学习方法，寻找学习资源，但

往往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与效果的评估，导致事倍功半，找不出失

败的原因。

生活中常看到的一个场景：朋友看到很美的风景或特别的场

景，会立即用手机拍下来，但行为并没有结束，他会查看拍照效果，

如果不清晰或没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会再拍几张，经比较选出最

满意的照片。对一张照片会如此再三，那对于学习内容，同样可以

如此。有同学在学年开始时，会给自己建立一份学习档案，写明自

己在上学期学习的强项和弱项，自己常采用的学习方式和效果；考

虑在本学期采用什么方法、策略来学习，希望在哪些方面有所改

进。然后通过周期性记日记的方式，检测自己的努力，反省学习的

过程，持续完善自己的学习档案。

为什么需要这样有目的且持续监控效果的学习？概括地说就

是对学习的“自知”。从思考自己所需、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确立

学习策略，最后记录学习过程，其核心是诚实的自我评估。逐步清

晰地认识、完善已经理解和尚未理解的内容、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

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思考后续的学习应采用怎样的策略，时间、精

力该如何分配，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学习能力，为终身学习奠定良

好基础。

记录和反思是监控、检测学习结果常用的方法。详细记录学

习过程，其目的是监督、还原学习过程，也为调控学习策略提供原

始资料。反思常通过自我提问来进行。例如，学习某部分内容之

前，写出最困惑的问题。学习之后，对照问题判断问题解决的情

况：哪些问题尚未解决？产生了哪些新问题，需要怎样调整？还要

做什么？提问思考既是对学习情况的检查，也是对学习内容深度

的再理解。此外，也可以紧扣学习目标设计检测题，或者对所学内

容进行一分钟写作等。需要注意的是检测学习效果、调控学习策

略始终要围绕学习目标进行，这样才能达到评估自主学习效果的

目的。

学生由于在认知水平、情绪和动机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

调控自身学习的能力较弱，还需要教师进行有意识地培养，主要从

两方面入手。

首先是教学中培养课程学习的评估习惯。评估方式可以从文

本编辑、问题的提出及解决、任务完成的过程研究及成果表现等进

行。在布置学习任务的同时清晰评估的方式，和学生共同讨论评

价量表中的各项指标和要求，学生的学习过程与评估是在同步进

行的，一以贯之，学生具备这样的意识：学习中要围绕目标而学，须

围绕目标评估学习的有效性。比如，对于以理解为主的知识性内

容，在授课前让学生清楚本次课要解决的问题，布置学生对此部分

内容写出疑问之处，完成本次课学习任务后，出示习题检测学习效

果，或请同学归纳学习内容，思考自己的疑问是否得到解决，有没

有出现其它问题。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自我评估、反思要给予及

时反馈，多方评分、展示、分类保存，充实学生课程学习的过程评估

的证据。

第二，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这里的认知包括对事物的认知，

也包括对自我的认知。对事物的认知以钢琴独奏表演为例，成功

演奏一首钢琴曲有三个要素：被表演的作品（音乐）、表演者和演奏

的乐器，只有彻底掌握这三个要素才能保证优秀的艺术表演，这其

中“音乐作品”是排在首位，当演奏者对音乐作品的内容、意境非常

清楚，明了弹奏这首乐曲要表达出的情感、内容，他才能运用一切

技术去实现它。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代表了他对音乐的认知水平，

认知水平越高，对目标的理解越深入。目标越清楚，越能明晰达到

目的的手段，也有更多的依据来评估自己的演奏效果。由此看来，

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和掌握也意味着提升了学生对自我监

控和评估的有效性。

对自我的认知主要体现在“信任”二字上。由于个体的差异，

学习中难免有成功、失败，成功能带给学生自信，可能更有动力向

着目标持续学习；遇到失败往往就有很多变化，如果就此对自己的

能力持否定态度，情绪会更加低落，降低学习的信心，无法理性、有

效地记录、调控学习。如果教师给学生更多的信任，学生给自己更

多的信任，可能就是另一结果。因此，教师教学的关注点在知识传

授的同时有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情绪，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成功与

失败，从积极的角度找出原因，信任学生能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对

自我的信任。这样，在监测、调控学习过程中才能诚实面对存在的

问题，对症下药，采用最佳策略调控自己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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