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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3：寄：熠咱
也 提倡“双语教育 ”是新加坡教育自1956年以来一贯秉持的方针（问ina阳，则），所

谓的中小学学生在课程中都必须修读英语和各自的母语这两个语言科目。所谓“母语”一
苍苍般是指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一些少数族群也可以修读他们各自的少数民族语言。母语
委教育受到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历年来数次成立了检讨委员会来对当时的母语教学基进行评估并为改革提出建议。就华文教学而言，新加坡政府就在 20例年 11月的国会中通
毕过了《华文教学改革白皮书》（Si咿阴阳 Ministry 川duca阳），同意对华文的教学政策和方
了法进行多项重大改 革。我们就《华文教学改革 白皮书》中的两项建议做了思考并展开本文

所要讨论的一次教学研究。这两项建议分别是：1）增进对听说教学的重视，2）通过信息科
技辅助教学以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I」u, Koto v, Rahim和Goh ( 200 5）曾指出针对新加坡华文课堂的教学情况所展开的研
＼究数目有限。此外据我们本身的经验与观察，语言学习虽然有“听 ”“说”“读η“写 ”四大环

节 ，但是课堂教学很多时候是重读、写能力的培养而轻听、说能力的发展。这种情况显然不
亏是新加坡华文课堂独有的，因为中国的语文教师也有类似的观察（如丁炜，200 2；潘涌，200 5;

：张永林，2004）。这种倾向的产生其实反映了实际课堂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些限制。

陈育焕陈成志 ·张永慧：以元认知为主导〉信息、科技为辅的口语教学模式探索

·· ·eu·ι骨、，。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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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认知为主导、
信息科技为辅的口语教学模式探索．

陈育焕 ‘ 陈成志 张永慧
复旦大学中文系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南侨中学

提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一个以元认知理论为主导以期能让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这套方法以
信息科技为辅，结合有声博客的运用来进行实践。研究对象是来自新加坡一所邻里中学25名修读
华文第二语文的中二学生。分析结果显示参与研究的学生在命题说话能力的成绩上取得了显著的
进步，有迹象也显示他们的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意识在近3个月以博客为中心的交流之后都有所进
展。上述的正面影响有可能是本次研究所使用的教学模式所带来的b f 
关键词 元认知 口语教学 华语第二语言 博客 信息科技

0 引言

· 本文根据第一作者的南洋理工大学硕士论文删节与翻译而成，本次研究是在第二作者的敦促与指
． 导下完成的。本文承蒙编辑老师及匿名审稿专家们为初稿多次提出宝贵的批评与建议，谨此特致谢忱。
·有兴趣索取论文原文者可直接与第一作者联系，电邮：tan.灿. huann＠伊ail. 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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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文课堂中，老师要一对一手把手地为班里的每一个学生进行口语的指导是不太可弘
能做到的。一来是课时有限，教师无法让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在一堂课上做口语的练习同w
时又得到表现的评价；二来则是一般的课室并没有配备任何录音设备。相对于书面文字旷墙如
言，声音是一发即逝的。在没有录音的情况下要学生回忆一段练习的过程与内容以让教师 ’＼
为其做指导是困难的。在实际操作中，学生往往只能凭空想象与回忆，并不能肯定教师所指 剧出的问题的确切所在。另外，，华文课堂普遍地还是 以教师为中心（Liu ; Kotov, Rahim ＆ ；二牛
Goh, 2005），口语课的进程往往由教师支配，学生对于知识的自主性学习与建构因此被忽略 运
了。在白皮书的改革指导下，华文口语教学要如何突破课堂的种种局限并从一个以教师为 手…
主导的教学模式过渡到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模式便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就此
问题，我们尝试借助元认知的理论并配合有声博客科技的应用来建构一个解决方案。由于
口语教学的活动多式多样j例如看图说话、朗诵、复述、即席发言、采访、辩论等，我们参考了
中学华文课程标准（新加坡教育部，2002）中所设的教学目标后选择了“命题说话 ”一项能力
进行研究。

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一个以元认知为主导、以有声博客科技为辅的口语教学模
式，并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研究.：1）学生在接受以元认知为主导的训练后，其命题说话能
力是否有进步？ 2）学生在给予同学评语和进行个人反思的活防中如何运用元认知并受其 叫
影响呢？ 3）学生在有声博客中的交流与活动还会出现哪些不涉及元认知的情形？ 斗艳T

一 相关研究与文献回顾
1. 1元认知与口语教学
要使学习者走上独立思考与自主学习的道路，研究显示，发展学习者的元认知是一个有

效的途径（Chamot, 1999; Wenden, 1991）。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心
理学家John H. Flavell所倡导的。他把元认知解释为“对于认知现象的理解与认知 ”（Fla7. 
vell, 1979, 906），并指出元认知是一个人 监测个人的认知活动的途径（Flavell, ·1979·, 
1985），同时又是产生对他人思想和感受的理解、意识的途径（Flavel l , 1987 ）。Flavel l( 1979·: 
906）把元认知分为四大类，即：1）元认知知识（ metaco伊itive knowl edge) ; 2）元认知体验
( metacognitive exper ience) ; 3 ）目标／任务（goals/ tasks) ; 4）行动／策略（ actions/ s tr ategies）。后
来的学者普遍利用“对思维所作的思考（ thinking ab out thinking） ”来定义元认知并将之归属‘
于高层次思维（Livingston , 1997 ）。元认知意识（ metacognitive awar eness）是指语言学习者对a
于个人的学习过程和引致成功的学习策略的认识（Chamot, 1999; Goh, 1997）。通过对元
认知的意识，学习者能了解各自在学习时所经历的认知过程并对其进行操纵（Hyd,e & Bizar '· 
1989）φ。简言之，元认知是个以学习者个人为主导的反思过程（Goh& Zha 

着眼于在语文课堂中将学生导向以元认知为基础的个人反思 ，Wenden ( 1991）对F、laveI l 
的元认知知识进行了次级分类，即个人知识（person knowledge）、任务知识（ task knowledge) 
及策略知识（strategy knowledge），并倡议了一套引导学习者自主学习的理论。根据Wenden
( 1991 :35 -45）的诠释，个人知识是指学习者对于年龄、态度、动机、学习方式等因素如何影
响自身语言学习的一般性理解；任务知识是指学习者对于成功完成各语言学习任务所需具
备的要求的理解，可包括任务的目的、性质和难易度等方面；策略知识是指学习者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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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整略；过程中所累积的各种完成语言任务的策略。除了具备元认知知识外 ，学习者在学习语言
喻的过程中还会监测个人执行语言任务时的表现。Paris & W叫时（阴O）就将这种监测机
噩帘j二分为自我评价（self-apprai sa l）和自我管理（self-manageme nt）。通过这两种监测机制，学
巾’》者能够在学习任务执行前或执行后，甚至是在执行任务时针对个人的语言知识和能力的
幅在掌 握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进行反思，以促进个人对自己作为一名语言学习者的了解。
苦；� ＇有关元认知与口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目前所见不多（尚卫红， 2007; Na katani, 2005 ) , 
耻！F把涉及研究的专家学者（如闵玉娟， 2007； 于秀梅，2007; Vitariova & Miller, 2002 ; Zhang & d善。札2006）都肯定 了元认知对于学习者的口语能力的影响是正面的。

f·I!：飞机｛ 本次研究中我们通过运用 Goh & .Zhang ( 2002）的元认知策略（riletaco伊itiv e stra即叫
：女框架来探讨学生如何利 用他们的元认知知识去反思他们过住的命题说话练习以及计划下一默的练习。这个框架结合了上述嘀f
§京；�ifad ( 1990 ）对监测机制的解释并以之为理论基础，再以数次英语昕说教学研究中的成果
量苍 ’G如Goh, 1997; Zhang, 2001）为基础发展而成。在此框架下，学生能选择计划（planning）、

飞
J伊（monitorin州评价（evaluating）三种策略来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管理。这三个反思的

喜东略都要求学生运用他们的元认知知识。研究开始时我们给学生提供了一些支架性的问题
, ....起必 引导学生进行反思，但是整个过程未和学生提及“元认知”一词碎其相关概念，目的是为

夜夜不让学生增加心理负担。
瞥J餐. 1. 2 信息科技与口语教学哇！ 结合信息科技的口话教学研究并不多见（Chun & P l邸， 2000），但是尝试过的学者都见
马到了 良好的效果，例如Volle ( 2005 ）通过让学生发电子邮件时将内容口述录音后发送，学生
七抖的西班牙语有显著的进步；Wa吨（2004）尝试使用视像会议系统来辅助远程的英语教学等。
越； 穹随着多媒体科技的发展，教师和学者（如刘香群、周素江，2007；石美珊，2007；隋海英、侯溪．是共 ．嘈U豆；，.＿在萍，2002）都乐于尝试把这些技术带人语文课堂，例如通过图像或视频等方式让学生针对所
应－�看到或感受到的内容展开口语教学。多媒体的使用也被视作能道应不同学生的学习方式
唱起·· 在年lean吨sty les）的需要（王丽欣，2004) C•但是；上述多媒体的口语教学主要还是在以教师为
. ��：中心的教学模式下进行的 ，如何能将学习转变作以学生为中心呢？为达到此自的，博客便是：这与们所选择的信息科技，下一节里将集中介绍和探讨其功能。
I�运－ 1. 3博客与口语教学
i装 ＼ 博客（又作网络日记或网络日志）＇�英文一词weblog（简称blog）最早是由Jorn Barger 在
§号电 1997年提出 来的，而博客后来普遍发展成了网络日记（Nardi

遭忠， �－2004）。作为“日记，，这一 载体，博客中的内容（或作帖子）一般是记叙中带有反思的
二♀、·： ( Oravec , 2003 ）。这次研究中我们使用了“有声博客（audioblog）”， 它和一般博客的唯一不
军主 同只在于帖子中的文字由录音取代了（T an, Ow & Tan, 2006; Th e Gu ardian, 2004）。①

r.r龙： 博客网站与一般网站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评述（comment）”功能。通过此项功能， 浏览品 者能够针对博客中的帖子进行留言或评述。当站主回复留言时，一场“对话”便由此展开，
� 

，.才 这两项科技的异同，可参考Tan & Mong ( 2006）。
:1 
�；i 

陈育焕 陈成志 张永慧：以元认知为主导、信息科技为辅的口语教学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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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参与对话的人除了站主与留言者之外，其他浏览者也可以留言参与其中。一场多人时
流与知识建构就这样展开了。 J如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教学中运用博客是符合维果茨基的社会性建构原理的（��r�
dig & Trammell , 20例）。博客使得学习者有一个可以通过语言展示个人思维的平台。国3
博客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学习者能看到彼此博客中的内容，因此可形成一个学习社群 。 划运
学习社群能够通过在博客平台中针对性地相互评述、交换意见，以达到建构知识的作用J
( Krause , 2005 ; Richardson , 2005）。 A�l\ �，.＿， …v

语文教学中结合博客与教学的尝试主要集中在“读”（如柴迎红、秦肝、崔丽，棚’6γ Ii� Huffak町， 2004）和“写”（如屠铁梅，则 7; Downes , 2004 ; E蹈tmen
这两方面，涉及“听”咄说，，方面的（如柴迎红、秦里引、崔丽，200 6; Tan, Ow & Tan, 2006）是 潜摄影相对少的。相信本次研究有助于填补“说”方面的研究空白。 在 运翅臻七

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简述 T耀雪是2 . 1 研究的对象 ＋ 
’ 时叶落部二：�l

参与本次研究的对象是来自新加坡一所邻里中学的中二年级学生。研究对象最初是»：？嗡按
中二全级 15 8名修读华文第二语文的学生中随机选择的，但基于各种原因（第四节有进〈 翻�＂��＂� 步说明），最后参与研究的人数一共是 25 名学生，其中女生 13名，男生12 名。他们都是华 �？« 栩如
裔（其中包括一 名印尼籍华裔），年龄介于 13- 14岁。这 25 名学生最初通过随机的方式被. ���；：： ＇ 
分配作 5 个 5 人小组，后来在第四周调整为 7个 3人小组和 1个4人小组，目的是为了进－ 雪郊；当
步提高学生在博客中进行交流的质量。 － － 楼11".. f� ·啼注：·必2.2 研究的活动流程 ．． ，： ： 

整个研究的过程历时三个月 ，包括一次前测和一次酬，以评定学生“命题说话”的能；ι：
力。其间，学生一共参与了 8次课堂活动。在每次历时 l 小时的活动中，我们都会和学生回 y 毯 手
顾他们在之前一周（第一周除外）他们课下活动的情况，并交代新的课下活动。每星期完整 l丁 点，
的活动流程一共有五个环节：1) 按新题目做第一次命题说话录音一→2）听同学的录音并 ι 
给予评←叶哝同学听了录音后所给予的意见一4）针对第一次录音进行个人反思 骂：
一→5）按旧题目做第二次命题说话录音。 ;} : . 

命题说话的题目主要围绕学生较熟悉的一些日常生活话题，例如《校园恶霸》《压力》 们； l
《青少年离家出走》《青少年沉迷于网上游戏》等。 . � .：_:r; 

2 . 3 为活动所提供的支架性引导 .. �U 
由于一般的华文课堂不会让学生系统地进行评语和个人反思等活动，因此我们为他们 ·公

提供了一些开放式的例句作为支架性引导，以帮助他们在研究开始时进行思考同时避免学
生无所适从。其中个人反思的引导性问题是按照Goh& Zhang ( 2002）的元认知框架来设计
的（表1）。

. f"I 
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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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育焕 陈成志 张永慧：以元认知为主导、信息科技为辅的口语教学模式探索

表1 供学生进行个人反思的支架性引导例旬

评语类别｜ 旬子范例

自我评估｜ 1）我对我自己的录音很满意，因为……
2）我这一次有进步，因为……

比较评估｜ 1）和某某同学比较，我在内容上…．
2）和我上一次的录音比较，这次我·．．．．．
1）下次录音时，我的目标是……

谋求进步I z）下次，我应该尝试……
3）下次，我要在某某方面用功·．．．．．

。我听了同学们的录音后，最大的收获是…．．．
总结经验I z）我看了同学们的评论后，最大的收获是……

3）这次的经验让我明白了·．．．．．

元认知策略

监测、评价

监测、评价

计划

l监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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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表2所列：
表2 学生前测和后测平均得分的 Wilcoxon非参数秩和检验

学生 X0（前测平均得分｝ Xb｛后测平均得分） Xa-XI Xa -Xb的非参数秩和检验
Meng 1 3.50 21.00 -7.50 -6.0 
Ning 20.00 26.75 -6. 75 -4.0 
Shing 20.75 26.25 -5.50 - 3.0 
Ting 20.50 25.00 -4.50 -1. 5 
Hwee 14.00 24.75 -10. 75 -7.0 
Yuan 20.25  24.75 -4.50 -1.5 
Zen 12.75 19.75 二7.00 -5.0 

秩和检验总合，W -28.0 

叫li:l : ·
础；1号·科·. ＇
静嘀lk�？ 令 . •
沁酝，·�恶�：·－ ·� .；，，、

薛飞摆H�� γ 

注：学生的姓名都经过易名以保护他们的真实身份。 ？古部E,rr;导 ·！ 在1..-.lf号·
分析显示学生在分数上都取得明显的进步（W = - 28  , n = 7 , p = . 02）。 换句话说，学生 ： 丁： ：

在接受以元认知为主导的训练后，其命题说话能力或许有可能因此而得到提升，但是限于本 二 i通污．· 、
次研究的局限，我们并不能据此而断定学生所接受的话陈是导致分数进步的直接原因。如 ； ！； ＝
上所述，分数仅仅作为一组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研究所使用的以先认知为主导的训练对于 抽 道I�� : : 
学生的思考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的元认知又起了什么变化，这有待我们继续探讨。 s 贺，1斗

3.3研究问题二的资料分析方法 ， 通；
研究问题二真正进入本次研究的重点，即元认知的问题。为寻求学生如何在训练过程 兰登lt : 

戎索，我们运用内容分析法（Guba & Lincoln, 1981; Miles & ·Hu- � · �董E 玄
berm , 1984）分析了收录在学生博客中的所有个人反思和评语的内容。为了增强内容分 争 ：严l 乎
析的可靠度，我们采用了重复测试法（Fraenkel & W a i, 2 006） ， 前后两次分析一共问隔了 ： 喜If . ·
两个月。接下来我们通过两个方面来探讨学生在活动中运用7飞认知知识（Wend叽1991) ？ ：（惠； 
及元认知策略（Goh& Zhang, 2 002 ）的情况。r首先我们关注学生总体的个人反思以及他们 强
给予同学录音评语时的情况；其次我们将在文中通过一个个案分析来－窥学生在整个训练 －魂
过程中如何因同学的评语而影响其元认知知识，并于个人的反思之中利用元认知知识，以至 ～ 费 ：’
影响本身的命题说话的表现。 宝 i

3.4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 骂：··川：ll i
我们首先关注学生个人反思、中所反映出的情况。这一环节中我们一共从上述7名学生 却

收集了32篇个人反思进行分析J其中－共有m处句子中显示了学生在进行反思的过程中 夺运用了不同的元认知策略。我们在表3中列举了－些实例（见下页）。 · �t� /ii ' 
从表3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学生在反思的过程中，最常运用的策略是“监测”，可见他们 苛

都倾向于从具体的说话内容去思考自己在刚完成的命题说话录音中的表现，较少的、时候是 、 建
视整个命题说话的内容为一个整体去评价自己的表现。当我们见到咐划”策略的使用频 i草
率相比“监测”的次数要少时，这显示了学生在反思时所关注的问题较’多，但是在计划下一 ‘ ii! 
次的命题说话时只选择关注较少的方面以谋求进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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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个人反思中所使用的元认知策略举例
元认知 、 次数,. 

例子策略 ． （百分比）
1）和我上一次比， 我还是没有改掉我SINGUSH®的坏习惯。

监测 2）在这次的录音里， 我的停顿变少了， 但我会结结巴巴的。 105(60. 0%) 
3）我听了同学们的录音后，最大的收获是录音时要自然点。

1）下次录音时，我应该在比较适合的时间录音， 讲的［得］跟［更］快，
计划 也应该讲得有感情。 37 (21. 1.%) 2）我在下次的录音也要减少停顿的部分。

3）我觉得我应该进步在我的停顿上。
1）但是，我还是对我这次的录音感到满意，因为我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想

出好多的例子。 ·． 
评价 2）我对自己的录音很满意， 比以前的更好。 33( 18. 9%) 

3）在下次的录音里，我会尝试说多一点成语。
总次数： 175 ( 1()(). 0%) 

注：以上的例句皆反映学生的实际用语，未经修改， 方括号中为别字的注释。。以；F同。
我们接着看看7 名学生在做个人反思时运用元认知知识的整体情况（表4）。

表4 个人反思中使用元认知知识举例 ｝ 
元认知知识 例子

。在这次的录音我少了原因的部分，希望在下次录音我能把它加上·a•
任务知识 2）但是 和Ning比较，我在内容上比较差。

3）我觉得我这次的录音做的不错，因为我在过程中停顿的时候已经减
少了。

。可能我平时间讲话太快了，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
个人知识 2）可能是我当时的心情很紧张，因为我的外婆叫我做东西，我也很赶

时间， 所以才没有做到那么好。 、 ，
3）因为我录的时候在生病［， ］所以我的语调不是很标准。
1)在下次的录音里，我会尝试说多一点成语，不要笑和给多一点意见。

策略知识 2）下次， 我觉得我应该时时［试试］看多讲， 把内容多增加。
3）以后应该不把录音机放戈紧［近］嘴巴。

． 总次数：

次数｛百分比｝

151(86.3%) 

10(5. 7%) 

14(8.0%) 

175( 100. 0%) 

从表4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元认知任务知识的运用在学生的反思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涉
及策略知识和个人知识的时候占少数。这说明了学生非常关注并把精神都锁定在完成命题

注 说话这项“ 任务”所需的各种要求字上。 无论是在之前讨论过的元认知监测、 评价还是计划
3 策略中，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运用本身对于命题说话任务的了解去作思考，而忽略了学习者的

各种个人因素以及完成语言任务的策略可能带来的影响。
’了 我们接着关注学生给予同学录音的评语中所疼映出的情况。这一环节中我们一共 收集
’了27段评语进行分析，其中共有135处句子显示了学生在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运用了各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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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元认知任务知识的运用在学生的反思中占了主导，涉及个人知识 r广杰
和策略知识的时候是少之又少。 这或许说明学生在听完同学的录音后给予评语时仍旧把精 ；姐！？
力都放在命题说话此项任务所需的各种要求之上，希望从这个角度给同学的录音提意见。： I气
除于对策略知识的忽略和前边作个人反思时的情况相似以外 i二个大知识运用得少或许是可 ·： 恶i斗
以理解的，因为在本次研究中，25名学生（包括这7名学生在内怵自 四个不同的班级，所以 ： j专；
他们之间对于彼此的认识可能不深，因此要从同学身上去寻找个人因素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l�i·:'. 

总结这一节里我们对于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涉及元认知的情况的观察，我们认识到，学生 严；7
元论是在给予同学的录音评语或是进行个人反思时，主要都是运用了任务知识，即对于进行 ；业
和完成命题说话这一项任务时的各种要求的理解。他们相对较少运用个人知识和策略知识 路
来进行思考，这或许是他们对于这两类知识会对完成命题说话起作用的意识不足所致，因此 ！ 都 ‘
值得我们在教学中关注。． ～ .. : ·.�1;, · 

3. 5个案分析学生在个人反思中对元认知的涉猎 . :· �）！： • 
这一节我们通过一个个案分析，深人到学生在整个研究哨所完成的每一次个人反思，以 ：－� � 

一窥元认知在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我们也以每一次反思的内容为起点，对照 叫i‘
命题说话录音中的情况以及他们和同学间交流意见的内容来进行思考。我们这里选择了学 中
生 Hwee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在进人其个人反思的内容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名学生的 Ii 
情况。

3. 5. l Hwee的语言使用背景以及整体表现
Hwee来自一个说英语的家庭。他和家人只用英语沟通，和朋友沟通也主要使用英语。

只有偶尔碰到习惯说华语的同学时，Hwee才有说华语的机会。和 Hwee有着类似的语言使
用背景的学生在新加坡有日益增加的趋势（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0的。整个研
究中，Hwee一共完成了五轮的活动。图1 显示了他的每周得分。每一次的分数都是上述三
位华文教师各自评分后的平均分。三位教师的评分具有良好的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
为. 89）。

世界双语教学第23卷2009年第4期

认知知识。通过表5，我们罗列7名学生分别使用元认知知识的情况。
表5 给予同学录音的评语中利用元认知知识的频率

学生 个人知识 任务知识 策略知识 频率｛次｝
M�ng 1 (4.8%) 20 (95. 2%) 0(0.0%) 21 
Ning 3 (33. 3%) 6 �66. 7%) 0 (0.0%) 9 

Shing 。（0. 0%) 11 ( 100. 0%) 。（0. 0%) 11 
Ting 0 (0.0%) 4 (100.0%) 0{0.0%) 4 
Hwee 2 (6. 9%) 27 (93.1 % ) 0 (0.0%) 29 
Yuan 0 (0.0%) 26 (96.3%) 1 (3. 7%) 27 
Zen 2 (5. 9%) 32 (94.1%) ． 0 (0.0%) 34 

总频率 8 (5. 9%) 126 (93. 3%) 1 (O. 7%)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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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慧： 以元认知为主导、信息科技为辅的口语教学模式探索陈成志陈育焕

ta－－ 川！－v
tf、，‘
－vjId－－叶1·．，，r，川、、“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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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旷次录音

离家H�力 斗L貌
命题说话题目

30 

25 

20 

� 15 
10 

图l Hwee的每周命题说话练习得分（注：图中各题目经过缩略｝
从图1 看，我们不难发现 Hwee的分数有进步的趋势。在前四次练习中，Hwee的第二

次录音在分数上和第一次－样或有稍微进步。但第五轮练习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第一次录
音的得分比较高。

350 r 

300 I 自j

E第二次三；： .. �j-． 

同口
“·

题

芸芸L
呻叫
树题命

,..... 250 
� 
...., 200 
� 
斗：！ 150 
砸自民 100 

50 
。

图2 Hwee的每周命题说话练习的时间长度（注：图中备题目经过缩赂）
图2显示的是 Hwee每一段录音的时间长度。我们可以看到 Hwee的录音长度有增加

的趋势，而且有三次的第二次录音比第一次的长。Hwee的录音得分和其时间长度之间的相
关系数是. 82，这表示那些较长的录音在内容上一般较为充实，因此都获得较高的分数。

3.5. 2 Hwee的练习的逐次探究
这里我们结合Hwee的录音转写记录、个人反思、他的录音所获得的同学评语以及他给

予同学的评语几个环节一起来进行探究。
在第一轮《校园恶霸》练习中，Hwee的录音并没有得到任何同学的评语。我们发现他

的第二次录音比第一次录音带有更多停顿。这解释了我们前边的观察，即他的第二次录音
虽然时间较长，但得分却和第一次相同。针对这一流畅问题，Hwee在他的个人反思中运用
策略知识写道：

“还有，我讲得很不熟悉，所以讲得很困难。 当我听到同学们的录音，我觉得他们

秘叩Mt
恋恋现峰回－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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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讲得比我更熟悉。…· ·我也必须多练几次才录下，这样我就会知道我想讲什么。” ；� ！

℃E m常
在每一轮的练习中，我们要求学生只做一次录音便把它上传到博客中。这样的规定时

止了 Hwee使用他所熟悉“多练几次才录下”的谋求进步策略。由于他的元认知知识中并求
迈

出现停顿增多的情况。 飞护意疆滕
就命题说话的内容而言，我们发现 Hwee的第二次录音除了复述第一次所提到的重点二：号：

外，还添加了两个新的观点。就此Hwee写道： i 汾 恶思·？－ 与
“我昕了同学们的录音后，最大的 收获就是向他们的录音和同学们学讲什么。” ？翻怒： 马市 一

比较两次的录音，我们相信 Hw盼的第一次录音是在家中的宁静环境完成的，而第二次要 翻京
则应该是在学校录音的。尽管第二次的环境嘈杂，Hwee冽的录音除了复述第一次所提到的重》 锺遵枣 －
点外，还添加了两个新的观点。就此Hwee!g道：“下次我录音时，我必须更多大声一点。” 要告：；二！

来到第二轮《压力》的练习时，Hwee再一次没有得到任何同学给予他的录音评语。在‘ 雪翻��； －＇.
个人反思中，他回顾同学的录音时结合任务知识写道：“我的录音时间比她少，内容上比她 币·，：Im\
差。”并随即采取it划策略并结合策略知识写道： “下次，我觉得我应该时时［ 试试］看多讲－ 必辈�I每二川． ． ... 
把内容多增加。，，当我们比较前后两次的录音转写记录时，我们发声 内 容上 Hwee· 不但谈及 ；l：÷；： ．志
学校和家庭的压力问题，还谈到了压力的影晌及其疏导方法，可哼丰富了不少。 ：斗｝ ：

往下一轮《新加坡人有礼貌吗？》的练习中，Hwee的录音得到了四位同学的评语。这些：－ ！嚣苦： . l 

评语主要是“继续加泊”“做得很好 ”等鼓励性的文字，只有一名学生针对录音的内容和表达 γ 」蔬It二
给出了意见，并建议Hwee多注意说话时的流畅性。当我们比较两次的录音时，Hwee的确 儿 略苦． · ！
在这方面下了功夫。我们同时也注意到 Hwee的第二次录音的结束部分和第一次录音的结 器；二
束部分完全相同，这或许是受了同学的评语“我觉得你的总结说得很清楚很有道理”有关。 · ·��� 1 是
因为这样一种重复相同内容的行为在前两轮的练习中是前所未见的。显然地，Hwee在反思 ？卜
中为谋求进步做计划时有意识地计划要重复讲出可取的内容。 总总

《新加坡人有礼貌吗？》的第二次练习中还出现了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Hwee在 ： 霄 ’
说话中套用他从同学录音中听到的一个想法后，补充评述道： ．’ ·11� 

“就像捷威说过，当我听到他的录音时，我想笑可是我也是不可以笑。因为当他说 当·
……可是我是觉得是因为他们有些也是不敢见老师或向对他们点头。· ·可 贺
在我们的教学经验中，学生在一般课堂上的命题说话练习中不太容易记住其他同学所 致I�

说过的内容，更不会在自己的说话内容中为同学所表述的意见进行述评了。这种情况的出 jl l 
现相信是我们结合科技后赋予华文教学的一种全新可能性。 也 、 .. .. 1[ 

接着一轮的练习围绕《青少多离家出走》这个题目展开。Hwee的录音得到两个同学的 工
评语与认可。他们在评语中都提到自己同意 Hwee所提出的观点，并鼓励道：“总共，你有进 、 主
步 ”“总结其［起］来，你做得，好！”当我们对照Hwee的个人反思时，却见到： 飞 ��

“这次我觉得我有进步，因为大家都说我讲得好，可是，如果要进步，什么就是好 � l 
呢？” ， “ 平

由此可见过于简单或是非针对性的评语对于说话技能或是元认知知识的增进都是没有帮助 工
的。但尽管如此，我们发现 Hwee还是在反思中关注录音质量与嘈杂声的问题，并运用及修 i 

订其策略知识于计划中。他的第二次录音除了内容更充实以外，基本上也解决了从前的声 l\i 
v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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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质量问题。
Hwee 最后一轮题目为《青少年沉迷于网上游戏》的练习得到两个同学的评语，而他们

除了称赞 Hwee说话流利外都不约而同指向他说话中接连把一个想法重复三次的问题。
·"-"""'· Hwee在反思时那么写道：

次不小，c
以不下［小］心乱说了。”
通过任务知识的运用，Hwee也觉得自己的录音时间太长了，并计划在第二次录音中纠

正此问题。完成这一次的个人反思后，研究也即将告一段落。在这最后的一篇反思中 Hwee
写道：

“做了这些录音后，我觉得我比较容易说华文，比以前更好。’？
这一句话虽然简单，却聚焦了 Hwee八个星期来的不懈努力。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

才楼 到 Hwee如何反复地运用元认知于其反思之中，并在其作用下为自己的下一次录音寻求进懂 步，同时对其元认知知识的修订与补究也是不间断的。
！吨 3.6研究问题三的资料分析方法与结果 ' i /· 撵 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是和研究问题二同步搬进行的J例如第3.5 节中的个． 
们缺· 案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情况，例如学生 Hwee在自己的说话中复述并评述之

甜 前同学的说话内容、同学问互相给予的评语有时过于简单缺乏针对性等。对于这第三个研
4楼 究问题的探讨，我们一共深人分析了其中三名学生的有声博客的所有内容（包括每→次的
密 命题说话录音、每一则个人反思每一则他们给予其他同学录音的评语等），第 3. 5节分享嚼 的是其中一例。纵观三个个案的分析脚，我fl 回外归结出以下三点观察 ：

（一）同学的评语直接起了指点和提醒的作用。我们观察到学生通过阅读同学给予的
评语后能发现一些单靠自己是无法发现的问题。例如一名学生说道：“下次，我应该尝试一
下我讲的话比较大声一点，和我应该加点内容，所以录音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除了点出
问题所在之外，同学间也起了一种监督和提醒作用。一名学生就为自己连续犯下的停顿问
题在反思中写道：“我这次的停顿又有问题了。我说话也太过快了。 ……可能我平时间讲
话太快了，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我应该改掉我的坏习惯。”由此可见信息科技的运用也同
时推进群体协作学习并为参与者带来好处。 • • I 

（二）个人的反思可以联系过去的练习。我们也观察到学生反思的内容除了涉及每一
｜罄§次的练、习外，还可以在反思时联系之前－轮命题说话练习的内容，例如：“和我上一次比．，我毒豆 还是没有改掉我 Sing.
：藩 来§学生由于出现老毛病“又”犯了愁，写道i ‘‘我又开始说 Sir ish了．．．．哦在先部分会比较
蜡墨§ 快，我觉得我应该迸步在我的停顿上。，， 这样的可能性再一次i兑明是由我们所使用的有声博

客科技所赋予的，这是传统命题说话课堂所无法实现的。
（三）过于简单的评语无助于同学取得进步。学生之间积极地相互评论，但我们上一节

也见到学生 Hwee就反映道：“这次我觉得我有进步，因为大家都说我讲得好，可是，如果要
进步，什么就是好呢？ ”类似的意见在其他学生的反思中时而出现。为什么学生的评语会流
于表面无法深入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3. 7 研究问题的综合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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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分别讨论过三个研究问题后，我们尝试把分散各处的发现进行综合与总结，整理出
如下五点内容：

（一）学生无论是在给予同学的录音评语或是在进行个人反思时对所使用的元认知知．
识都有所偏重。他们主要是运用了任务知识，反观个人知识与策略知识则是极少运用上的。
这或许反映了学生并不十分了解个人作为语言学习者的各项因素（由个人知识赋予）以及
用以完成语言任务的策略（由策略知识赋予）都会影响他们整体的命题说话表现的。教师
视学生的情况来给予适当的支架性引导能有效地解决这方面的偏颇问题。

（二）在有声博客中给予同学的录音评语以及为自己的录音进行个人反思这两项活动
有助于改变学生的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马上就会把这些改
变付诸其后的命题说话练习。在这个寻求改变进步的过程中，有些学生会显得心有余而力
不足。评语中同学的不断鼓励有助于让该学生坚持不懈。

（三）某名学生若在一次练习中没有得到同学给予评语，他仍可通过听其他同学的录音
而在内容和表达上取得进步。但是，在缺少同学评语的情况下，这名学生可能无法完全识别
自己在进行命题说话时所出现的问题，甚至以为自己的表现已经很好而感到满足。在这里，
群体参与协作学习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了。

（四）学生在有声博客中相互昕录音和给予评语的同时呜在不知不觉中交换彼此的元
认知知识。有迹象显示这样的一种交流间接地提升了学生的无认知意识，并促使学生在之
后的命题说话练习中取得进步。

（五）学生在有声博客中展开自主性学习的同时，教师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我们观察
到学生在有声博客中进行交流时有时在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意识方面会显得能力不足，以
致他们虽然知道同学的命题说话需要改进，但却无法很好地说出同学具体的问题在哪里，以
致于做出过于简单的评语。这时候，教师由于具备更丰宫的元认知知识和更强的元认知意
识，便可根据具体情况为学生进行纠正与引导。教师的辅导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发展他们的
元认知意识。

四 本次研究的局限性

本次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希望今后的研究能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以求完善研究的
设计并得到更理想的结论。

首先，从分数以及内容分析的角度来看，虽然学生都有所增进，但是还可能存在其他的
因素引致这种进步。例如 Bygate( 1996、200 1）就发现语言学习者接连两次地复述一个相同
的话题，尽管在这两次之间若不存在任何人的指导，学习者也是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进
步的。

其次，本次研究无论从设计、参与人数或是学生的积极性的角度而言都未达到理想的标
准。这主要归咎于我们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一所学校做研究，研究又是以课程辅助活动
的形式展开的。因此，我们研究未开始就出现 10名学生退出的状况，理由是家长反对、时间
与其他课程辅助活动冲突、学生觉得现有课业繁重等；实验组的设置显然也是不实际的。参
与研究的学生的繁重课业大大影响了他们付出额外时间参与研究的动力，以致只有7名学
生较积极地投入到每一次活动中。如果这项研究是由在校的教师进行则相信问题会相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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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center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ll由is gap by presenting a meta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spoken Chinese . Wi由出e integration of audioblogs a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ol, the authors attempt to shift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speaking towards a learner-centered 
model. The study was c町ried out wi由25 secondary two ( Grade 8) students from a neighbour

hood school in Singapore. These students were studying Chinese臼a second languag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roach may have led t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students ’speaking profi

ciency.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udioblog postings revealed 由at the interactions among students in 

the audioblogs may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metacognitiye knowledge and _metacogni

tive awareness in speaking. 

Key words metacognition, teaching of spoken language,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weblo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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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在国内外取得了良好的
学术影响。随着汉语国际推广的开展、汉语国际影响的扩大 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深化，对外汉语的教学、研

究和推广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机遇和挑战。 鉴于此，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拟于2010年 8月召开第四
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 竭诚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向会议提交论文，报名者请
提交详细提要（1棚字左右，5号宋体，不超过A4纸一页），截止日期为2010年3月30日。筹委会将请专
家进行匿名评审，以确定与会代表资格。如果论文通过评审，那委会将于2010年6月向作者发出正式邀请
函。

联系人：姚占龙 张汶静 联系电话：021 -64328691 电子邮件：dwhyyj@126. com 

联系地址：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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