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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灵活学习环境的意义与作用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四版）》第四部

分（“一般教学策略”篇）的第２９章专门介绍了“灵
活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能力”（任友群，２０１５）。

在不断变化的信息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的重要性。之所以

重要，是因为这两种学习能力可以适应信息时代不

断变化、发展的需求，能把学生孕育成终身学习者。

但是，为了让学生有机会去培育和发展这两种学习

技能，需要有灵活的学习环境（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简称 ＦＬＥ）———在这个环境中学习者可以
遵循他们自已的学习轨迹，得到所需的支持去创造

最佳的学习路径。这样的环境使学习者可以选择学

什么、什么时间学、什么地点学以及怎样学（Ｈｉｌｌ，
２００６）。于是，根据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者就可能

从灵活学习环境中辨别并选择适合自已学习需要的

人力资源和非人力（物质）资源，换句话说，灵活学

习环境可以使学习者能够依据给定的学习目标，自

主决定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与路径。

可见，灵活学习环境是把学习者孕育成具有

“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良好环

境与平台。但是，要让这两种能力的培育真正落到

实处，灵活学习环境除了要为学习者提供各种人力

与非人力资源外，还应当为学习者获得这两种能力

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引导（下文第五部分就是关于这

方面问题的具体论述）。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关注的“灵活学习环境”

和通常所说的“适应性学习环境”并不相同——— 在

适应性学习环境中，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虽然也是

个性化的，但是这些个性化的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

是由教师或教学系统事先为学习者制定的（而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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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自主选择的），所以学习者在“适应性学习环

境”中，并不能孕育和发展出“自主学习”能力和“自

我调节学习”的能力。

当然，要让学习者能够根据给定的学习目标、学

习需要，自主决定个性化的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这

种能力的获得需要一个过程——— 开始时，学习者还

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只能由

“教师”（或“智能教学系统”，或“智能代理系统”）

指定，但是随着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

调节学习”能力在灵活学习环境孕育下的逐渐提

升，上述学习轨迹和学习资源选择的重任，就应当从

开始时的、完全由教师（或“智能代理”）单独控制，

逐步转移到由教师（或“智能代理”）和学习者共同

控制，最后才转向完全由学习者自主控制。

二、有关“学习能力”的概念

在教育心理学界，一般认为“自主学习”（Ｓｅｌｆ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 ＳＤＬ）能力和“自我调节学
习”（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 ＳＲＬ）能力是学习
能力中的高阶技能——— 高阶技能可以检查和管理

认知系统，同时又是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Ｖｅｅｎｍ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自主学习能力”通常指表述学习需求、确定学

习目标和选择学习资源的能力；“自我调节学习能

力”指监视和控制自已学习过程的能力。

在某些文献中 （Ｂｏｅｋａｅｒｔｓ＆ Ｃｏｒｎｏ，２００５；
Ｂｏｌｈｕｉｓ，２００３），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两个概念
有时被混淆，甚至相互替换，实际上这两个概念虽然

密切相关，其理论背景和研究它们的实证方法却明

显不同，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对二者应加以明确区分。

（一）自主学习

学者诺列斯（Ｋｎｏｗｌｅｓ，１９７５）把自主学习定义
为：“不管有无他人帮助，学习者个人主动诊断学习

需要，制定学习目标，识别学习所需人力和物力资

源，选择、实施合适的学习策略，并评价学习结果。”

可见，自主学习者有能力、有准备并且愿意独立地执

行和完成自已的学习任务。

其他学者对自主学习者特征的描述包括：自主

学习能力、对于学习的内部认知和动机方面的个体

责任心（Ｌｅｖｅｔｔ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５）；独立、自治和管理自已
事务的能力（Ｃａｎｄｙ，１９９１）。这些特征强调了自主

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学习者将制定其自身的长

期学习计划并落实执行过程，而且自主学习者能自

已确定需要学什么，以及怎样学习才能更好地完成。

基于之前对学习的评价，有经验的自主学习者还能

诊断自已的学习需要、制定学习目标、识别并选择学

习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确定合适的学习策略

（Ｋｎｏｗｌｅｓ，１９７５；Ｋｉｃｋ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二）自我调节学习

与自主学习不同，自我调节学习作用于微观层

面，关注的是某个特定学习任务的执行过程。自主

学习者肯定有能力主动调节自已的学习；但反过来，

自我调节学习者未必能主导自已的学习。

不少学者认为，自我调节学习涉及认知、元认

知、动机、情感等因素，一个广为人知且常被引用的

是浸莫曼（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９）的观点：“学生可以被
描述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 他

们在学习过程中从元认知、动机和行为上都是一个

积极的参与者。”这句话中值得关注的是“程度”这

个词，即每位学生都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但其

“程度”有所不同——— 学习者的内在动机越强，就越

能以积极的方式学习并有更多的元认知参与，该学

习者也就越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浸莫曼（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６）还描述了包含三个
阶段的“自我调节学习”过程：

第一阶段是“筹划”。这是预备阶段。在此阶

段中，学习者适应学习任务，为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制

定计划及步骤。为达到目标，自我调节学习者会分

析学习任务，选择策略、制定计划及实施步骤；在执

行任务前，还必须考虑任务的需求和个人的资源，这

样才可以识别出潜在的障碍（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Ｅｒｔｍｅｒ＆Ｎｅｗｂｙ，１９９６）。

第二阶段是“执行”。在这一阶段，“监控”和

“调节”是重要的环节与技能。监控至关重要，因为

学习者需要通过回顾计划并展望尚需执行的步骤，

来了解自已通过做什么达到预定的目标。一旦学习

者认识到进程并未按预定计划发展，他们会考虑如

何调整步骤及做法。

第三阶段是“反思”。这是最后阶段，“评估”和

“评价”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环节与技能。执行完任

务后，学习者应当评价计划执行的效果和效率，以及

相关策略的运用是否得当。通过评价和反思，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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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才能从真实经验中提高学习，并有可能应用于将

来。作为先前学习经验和未来学习经验之间的联

系，反思极为关键———学习者通过反思可以利用先

前的知识获取新的知识（Ｅｒｔｍｅｒ＆Ｎｅｗｂｙ，１９９６）。
（三）自主学习与自我调节学习的异同

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

习能力，它们分别在宏观层面上（自主学习是从宏

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自我调节学习则是从微观

层面）完成学习过程。学习能力应是自主学习技能

（基于学习轨迹水平的技能）和自我调节学习技能

（基于学习任务水平的技能）的有机结合———学习

过程的优化，必须要有这两种技能的同时支持。

如上所述，这两种技能都属于“高阶技能”，学

者范·梅瑞恩波尔（ＶａｎＭｅｒｒｉｅｎｂｏｅｒ，１９９７）认为，高
阶技能只能在特定领域加以训练。他声称：“如果

我们想让高阶技能中的策略元素在不同领域间迁

移，那么它们就要在尽可能多的领域（或课程）中加

以训练，并且要让学生清楚地知道，在一个领域起作

用的高阶技能，在另一个领域可能起作用，也可能不

起作用。”显然，我们应当利用梅瑞恩波尔提出的这

种促进高阶思维发展的一般原则，去把有可能获得

这些高阶技能的有效教学方式设计出来（下文的第

三、第四部分中，有些内容与此密切相关）。

灵活学习环境能够有效支持自主学习和自我调

节学习，也就是使学习者能自主决定学习轨迹，能基

于已确定的学习目标和学习需要选择相关资源与学

习材料，并能自主监控学习过程。但实现这一目标

有个前提条件 ———灵活学习环境必须事先精心设

计，下文第三、第四部分就是关于如何设计灵活学习

环境，才能分别对上述两种学习能力的培育提供强

有力支持的具体论述。

三、灵活学习环境设计之一

（使自主学习能力发展得到有效支持）

　　 （一）支持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三个要素
对现有大量文献的调研发现，目前已有的能够

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的“灵

活学习环境”设计模型是机智的自主学习模型（Ｉｎ
ｆｏｒｍｅｄＳｅｌｆ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ｄｅｌ，简称 ＩＳＤＬ）。这个模型
由奇肯、布然德和范梅瑞恩波尔等学者（Ｋｉｃｋｅｎ，
ＢｒａｎｄＧｒｕｗｅｌ，＆ Ｖａｎ Ｍｅｒｒｉｅｎｂｏｅｒ）在 诺 列 斯

（Ｋｎｏｗｌｅｓ，１９７５）关于“自主学习”的研究、泽赤纳和
伍瑞（（Ｚｅｉｃｈｎｅｒ＆Ｗｒａｙ，２００１）关于档案袋应用的
研究、贝尔和科兹洛斯基（（Ｂｅｌｌ＆Ｋｏｚｌ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２）
加强自我调节能力方面的研究以及腾尼松（Ｔｅｎｎｙ
ｓｏｎ，１９８０）教学策略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吸纳各家研
究所长，最终于２００８年提出的。在机智的自主学习
模型中，奇肯等学者认为，在灵活学习环境中，为了

能有效支持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应有三个必不可

少的要素（用于获取和提供三方面的信息资源）。

这三个组成要素是：“有元数据的学习任务”“发展

档案袋”和“咨询模型”。

其中，“有元数据的学习任务”和“发展档案袋”

用于提供与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资源挑选以及与

（自我）绩效考核等有关的信息；“咨询模型”则以实

证研究结果为基础，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提

供支持。

在机智的自主学习模型中实施的灵活学习环境

设计，属于“循环学习过程”———学习者从任务数据

库中选择执行一个或多个学习任务；当任务完成后，

基于评价标准的档案袋将收集任务评价，然后再从

任务数据库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新的学习任务，从而

实现学习过程循环。在每个循环周期中，学习者利

用档案袋已更新的信息确定（或重新确定）学习需

要，设定新的学习目标，再依据新目标选择合适的后

续任务。在此模型中，当学习开始时，教师（或“智

能教学代理”）一般利用“咨询模型”提供的实证数

据与信息，支持关于学生学习需要与学习目标的制

定以及新学习任务的选择；以后，随着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的提升与发展，再把这些工作逐渐转移给学生

自主完成。

下面分别再对机智的自主学习模型中的三个重

要组成要素作进一步阐述：

１．有元数据的学习任务
让学习者根据自身的绩效水平选择学习任务是

很困难的（这是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难点），为

此，应为学习者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当学习环境太

开放，给学习者的选择过多，而给予他们作出合适决

定方面的指导或建议又太少，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为

学习者的认知、元认知和情感、动机等学习变量带来

负面影响（Ｋａｔｚ＆Ａｓｓｏｒ，２００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９６）。为
了让学习者更快习得选择新学习任务和学习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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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学习者必须通过练习接收来自选择过程的适

当反馈才有可能。要进行这样的练习，就需要有一

整套可利用的学习任务；而且为了便于选择，在这套

学习任务中，应当包含相关的“元数据”（Ｋｎｏｗｌｅｓ，
１９７５）———这些元数据指“任务的目标”“可习得的
技能”“任务的难度水平”“对该任务提供的支持”

“判断该任务是否已达到要求的绩效标准”以及“执

行该任务所需的先决条件（包括知识、技能、态

度）”等。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包含各种元数据的“学习

任务”才会成为“灵活学习环境”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要素之一。

２．发展档案袋
所谓“发展档案袋”是用来跟踪记录学习过程

和概述任务绩效的电子版或纸质版的档案袋，它是

帮助学习者反思学习过程并促进自身能力发展的有

效工具（Ｋｉｃｋ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Ｋｉｃｋ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要正确评价学习过程，关键是要使用好评价标

准（这些标准应明确、细致，并和任务的目标密切相

关）。评价者（教师、学习伙伴或智能代理）依据标

准进行评价，然后把评价结果放进发展档案袋中，这

样，教师和学生对每个学习者的学习进程及结果有

比较全面的了解；发展档案袋要求学习者也将自已

的评价放入其中，以便支持不同评价之间的比较，这

样比较的结果将使学习者在自我评价方面获得更多

的经验，并使他们了解学习过程中的进步与不足；从

档案袋中收集到的评价结果，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有

关学习者完成任务过程中胜任力方面的信息，为了

解和判断个体的学习需求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应指出的是，在教师与学生（或智能代理与学

习者）共同控制学习轨迹及学习资源的情况下，由

学习者或智能代理所确定的学习需求也应添加到

档案袋中（因为这些学习需求和评价标准有关）。

由于学生通常不习惯主动思考或确定学习需求，

因此让学生认识以评价为依据确定学习需求至关

重要。

３．咨询模型
咨询模型可以帮助教师向学生及时提出建议，

事实证明这是支持学生作出合适决定和发展自主学

习能力的有效方法。教师可以采用不同的咨询模型

提出建议。

一个程序化的咨询模型的例子是，告知学习者：

“你们对自已完成学习任务状况的自我评价是否和

专家评价以及和相关规则一致”———可以为学习者

的自我评价技能及制定学习目标的能力提供及时反

馈。优秀的咨询模型应根据学习者的自我评价和自

主制定学习目标的准确性、有效性为学习者提供反

馈，并为自我评价技能的提升和制定学习目标方面

的改进提供必要的指导与支持。

通常，教师在学习任务开始前也会对学生进行

指导，但和上述咨询模型的特点相比，这种事先的指

导（或称之为“前馈”）有两点不如咨询模型：一，前

馈信息基本上是“启发性”的，对当前学习任务阐述

的深度及适用性方面有待深化与扩展；而咨询模型

给出的反馈信息，对于当前学习任务的指导是准确、

有效、切合实际的；二，前馈往往只是告知学习者：

“可以选择哪个任务提高绩效”；而咨询模型则告知

学习者：“你们对自已完成学习任务状况的自我评

价是否和专家评价以及和相关规则一致”———从而

能有效地促进学习者自我评价技能及制定学习目标

能力的快速提升。

以上分析表明，机智的自主学习模型不仅让我

们能对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复杂过程有较深入的了

解，还能提供有关设计灵活学习环境所需基本要素

的信息，所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关于“灵活学

习环境”的设计模型。

（二）有效支持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实际案例

凯肯（Ｋｉｃｋｅｎ，２００９）等学者在中等职业教育的
“美容课程”项目中，做过一项有关灵活学习环境如

何为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供支持的研究———

想看看通过档案袋向学生提出的建议能产生怎样的

效果。

灵活学习环境中的学习任务都是真实的，且复

杂程度不同，对其支持的力度也不一样。为帮助学

习者监控学习过程并能对相关活动作出正确的抉择

（即对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培育与发展提供支

持），该项目设计并实施了一个基于网络的、被称为

“结构化任务评价与计划档案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Ｔａｓｋ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简称 ＳＴＥＰＰ）”的支
持模式。该模式从三个方面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发展提供支持与帮助：

１）用评估标准（或准则）评价学生学习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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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２）基于任务绩效评价中展示出的缺陷与不足，
确定学习需求；

３）选择能够帮助达到或实现上述学习需求的
“新学习任务”。

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还给出了三个“结构化概

述”，这些概述涉及该项目监督会议中讨论学生学

习进展情况的、所有必须的档案袋资料（通过网站

的特定屏幕呈现出来）：

第１个屏幕（即结构化概述１），呈现每个学生
完成的所有学习任务，以及每个学生作出的自我评

估和教师评估；

第２个屏幕（即结构化概述２），展示已确定的
所有学习需求；

第３个屏幕（即结构化概述３），下一周的学习
任务和实施计划。

对于本项目的实施，研究人员组织了两个实

验组：

一组是“提供建议组”———该组成员定期收到

由项目监督会议发来的、基于档案袋的具体建议

（包括“反馈”和“前馈”）；

另一组是“仅提供反馈组”———该组成员只接

收学生成绩的反馈。

项目监督组成员为学生的进度报告和先前两周

的学习计划提供反馈，与此同时，还按照固定顺序讨

论上述三个屏幕概述的内容；监督组成员除了及时

提供反馈以外，还尽可能为学生如何有效提高自身

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建议。

凯肯（Ｋｉｃｋｅｎ）等学者关于“结构化任务评价与
计划档案袋”模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支

持，从“能力形成”（这涉及学习绩效的自我评估、学

习需求的确定和新学习任务的选择等能力）、“学习

结果”和“学生对监督会议所提建议有效性的看法”

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关于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形成与培育，在学习需求的确定方

面———那些只收到建议的学生比那些只收到反馈的

学生，更能判定自身弱点产生的原因，从而形成更强

的学习需求诊断力；而在学习任务选择方面———由

于是从数量有限的若干任务中进行选择，所以那些

能收到成绩反馈的学生往往更有成效；但是就绩效

的自我评估而言，不论是“提供建议组”还是“仅提

供反馈组”，都未能普遍达到有效进行自我评价的

水平。在这方面还需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

四、灵活学习环境设计之二

（使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发展得到有效支持）

　　 由于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需要学习者自主监
控并调整学习过程，所以灵活学习环境在对学习者

提供帮助与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较有成效的做

法是，在灵活学习环境中嵌入四种“干预措施”：“流

程工作表”、“提示性语言（提示语）”（Ｓｔａｄｔｌｅｒ，＆
Ｂｒｏｍｍｅ，２００８）、“建模”（Ｃｏｌｌｉ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和
“反馈”（Ｂｕｔｌｅｒ，＆Ｗｉｎｎｅ，１９９５；Ｈａｔｔｉｅ，＆Ｔｉｍｐｅｒ
ｌｅｙ，２００７）。

（一）流程工作表

为了引导学习者关注学习过程的微观层次，应

为他们提供全局策略并启发他们完成任务并达到任

务的评价标准（ＶａｎＭｅｒｒｉｅｎｂｏｅｒ，１９９７），这就需要
有“流程工作表”。按照那多勒斯基（Ｎａｄｏｌｓｋ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等人的说法，流程工作表将呈现执行任务
的必须步骤，提供能帮助学习者完成任务的基本法

则。所以，流程工作表为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提供

了一种系统方法———这种方法既支持特定领域的技

能获得，也支持监控任务绩效技能的获得，以及任务

绩效失败时调整个人行为等自我调节学习技能的

获得。

流程工作表中可以加入一些有影响力的脚手

架——— 这些脚手架可以体现为“一些关键词的呈

现”，或者是能反映完成任务所需方法、策略的“引

导性问题”。不少研究案例证明，流程工作表确实

可以使学生较快地获得自我调节技能（Ｌ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ｅ，２０００；Ｗｏｐｅｒｉ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二）提示语

提示语是用来帮助或提醒某人按时或立即作出

某种反应的话语。嵌入到灵活学习环境中的提示

语，可以定期促使学习者完成某种自我调节学习技

能（Ｂａｎｎｅｒｔ，２００４）；学习过程中，提示性语言还会影
响学习者的注意力（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７）。

很多实验研究已证实，在学习环境中嵌入提示

语确实对提升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学习技能很有成

效。比如，斯塔特拉和布朗密（Ｓｔａｄｔｌｅｒ＆Ｂｒｏｍｍｅ）
曾专门实验探究“学生在阅读多个超文本文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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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监控自已的理解过程的？”结果发现：重复性

的提示语有助于学习新手察觉自已的理解偏差以及

文本表述中的矛盾，从而使他们能尽快调整自已的

信息加工过程———如放慢阅读速度或重读文本的难

点部分。进一步的实验表明，提示性语言确实对自

我调节学习技能的获得有积极作用———这个结论在

使用“出声思考法”进行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证

实（Ｂａｎｎｅｒｔ，２００４；Ｖｅｅｎ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
目前，关于通过提示性语言促进学生自我调节

学习技能发展的研究已在愈来愈多的学科领域开

展。比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软件工程

学和教育测量学等都有学者在关注。相信不久的将

来，这方面会涌现一批更有说服力的成果。

（三）建模

“建模”是一种常用教学策略，也可看作是“认

知学徒制”的第一步。它通常指教师或指导者在实

施教学任务的同时演示任务的具体操作，并出声思

考自己正在做什么———通过口述自己的思维，让学

生能够从概念上理解当前学习任务的内涵、实质，并

注意任务执行过程中所包含的相关规则；教师还可

能对完成任务过程中的每一部分作出详尽描述，这

样既可为学习者提供有关学习任务的整体理解，又

能对如何进行学习过程的个别调整作出针对性分

析。正因为如此，柯林斯（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９１）将建模称之
为“致力于使思维可视化的教学模型”。

布让格茹威（ＢｒａｎｄＧｒｕｗ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等学者
曾对“把建模作为一项特定教学措施培养学生自我

调节能力”的效果，做过专门的实验研究——— 实验

对象是小学生，要求他们在一个月的干预期内调整

自已的阅读理解过程。在此期间，教师对阅读理解

过程进行建模。实验结果表明，和控制组的学生相

比，接受过“建模”干预的学生表现出更多的行为调

整。这说明通过建模促进自我调节学习技能的发展

确实是有效的。

（四）反馈

根据学者赫提和提姆裴利（Ｈａｔｔｉｅ＆Ｔｉｍｐｅｒｌｅｙ，
２００７）的观点，反馈是提高学习者学习绩效的有力
支持工具与教学策略。反馈通常可以定义为：“由

代理（可以是教师、同伴、父母、自己或书本、经验）

就某个人的行为表现或理解提供相关信息。”

不管是社会知识、心理知识或是涉及个人信仰

与认知策略方面的知识，通过上述代理提供的反馈

信息，学习者将能予以确认、增删、重写、定调，或进

行重构。反馈的意图（或作用）是消除学习者对问

题的理解（即当前的学习绩效）与学习目标之间的

差距。按照赫提和提姆裴利的看法，反馈的有效性

取决于它所关注的焦点———来自过程水平和自我调

节水平的反馈尤其能对学习的理解、掌握产生促进

作用，因为这种反馈与学习过程直接相关。

总之，聚焦于学习过程的反馈，能正确引导学习

者开展有效学习———包括设定学习目标、选择和执

行学习活动、诊断与模拟学习过程以及评价学习的

结果等（Ｂｏｌｈｕｉｓ＆Ｖｏｅｔｅｎ，２００１）。

五、结语

为了促进学习者对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能

力的掌握，教育者必须事先对学习环境 （即孕育和

发展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环境）进行精

心设计。学习环境应足够灵活，以便学习者能够在

学习过程中自主调整学习需求、设定学习目标，并为

嵌套在课程中的不同层次的学习活动选择合适的学

习资源，从而激发学习者对自我调节学习技能的学

习与掌握。

在灵活学习环境中，对培育和发展自主学习和

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整合性支持与引导是必须的，

因为这些能力不可能自发习得。如上所述，为了能

有效支持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发展，学习环境应有

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用于获取和提供三方面的信

息资源）。这三个组成要素是：“有元数据的学习任

务”“发展档案袋”和“咨询模型”；而为了促进自我

调节学习能力的发展，灵活学习环境应嵌入四种

“干预措施”。这四种干预措施（即教学策略）是：

“流程工作表”“提示性语言（提示语）”“建模”和

“反馈”。当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逐渐形成后，对

学习需求分析、学习目标设定以及任务和资源选择

的控制权就应逐步从教师向学习者转移———这样，

学习者开始对自已的学习过程负责；最终，学习者在

掌握自我评价能力的基础上，不仅能确定自身的学

习需求，还能选择合适的学习任务和相关的学习资

源达到学习目标。考虑到上述各个因素（教师、学

生、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资源等），并从教学系

统设计的视角加以整合，我们就有可能为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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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发展的灵活学习环境

设计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灵活学习环境的设计应有严密的筹划和组织，

对于学习者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事先应进行排序

（如按复杂层次或任务的水平排序），并且有必要的

元数据（如具体的学习目标、相关的技能、教学支持

的类别等）。此外，评价的标准对于学习者必须清

晰、透明。

关于“灵活学习环境设计”的未来研究应该关

注哪些问题，《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四版）》

第２９章的作者认为应关注两个方面：
１）“学习任务数据库”应如何组织，以便更好地

帮助学习者对未来的学习任务进行选择；应该提供

多少学习任务以及如何把握任务的难度和对任务的

支持力度，才能对学习者的学习产生重要而有利的

影响？

２）当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能力尚在培
育过程中（即还没有真正形成），这时是由教师和学

生共同控制学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如何

逐渐减少支持力度，并将更多的责任转移给学习者？

教师应基于怎样的标准决定学习者能否进行自主设

定步骤的学习？

一个具有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学习者，

其未来也必将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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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ｕｓｅｎ，＆Ｔ．Ｎ．Ｐｏｓｔｅｌｔｈｗａｉｔｅ（Ｅｄ．）

［Ｍ］．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５７３９５７４５．

［３０］Ｚｅｉｃｈｎｅｒ，Ｋ．，＆Ｗｒａｙ，Ｓ．（２００１）．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ｉｎＵ．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Ｗｈａｔｗｅｋｎｏｗａｎｄｗｈａｔｗｅｎｅｅｄｔｏ

ｋｎｏｗ［Ｊ］．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７）：６１３６２１．

［３１］Ｗｏｐｅｒｉｅｓ，Ｉ．，ＢｒａｎｄＧｒｕｗｅｌ，Ｓ．＆Ｖｅｒｍｅｔｔｅｎ，Ｙ．（２００８）．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ｏｎｓｏｌｖ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４）：７３８７５２．

［３２］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Ｂ．Ｊ．（１９８９）．Ａ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ｅｌ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８１）：３２９３３９．

［３３］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Ｂ．Ｊ．（２０００）．Ａｔ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ｏ

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Ｍ．Ｂｏｅｋａｅｒｔｓ，Ｐ．Ｒ．Ｐｉｎｔｒｉｃｈ，＆Ｍ．Ｚｅｉ

ｄｎｅｒ（Ｅｄ．）［Ｍ］．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ＣＡ：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１３３９．

［３４］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Ｂ．Ｊ．（２００６）．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ｂｅｌｉｅｆｓ［Ａ］．ＩｎＫ．Ａ．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Ｎ．Ｃｈａｒｎｅｓｓ，Ｐ．Ｊ．Ｆｅｌｔｏｖｉｃｈ，＆Ｒ．Ｒ．Ｈｏｆｆｍａｎ（Ｅｄ．），

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６８３７０３．

（编辑：徐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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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ｔ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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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ｅｌｆ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ＤＬ）；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ＲＬ）；ｆｌｅｘｉ
ｂ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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