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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学习自我调节研究:回顾与展望*

李爱萍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 当前二语学习领域的学习策略研究开始向自我调节研究发展,而国内对此的引介和研

究还十分不足。基于此,本文对二语学习研究领域中的自我调节概念与理论引入背景、教育心理学及二

语学习领域中的自我调节概念的界定、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情况以及测量工具等内容进行了较为

系统地回顾和梳理,对自我调节研究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及对未来开展相关研

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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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二语学习领域中的学习策略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40年的历史,虽然这一领域在学习策

略的描述与分类、善学者与不善学者的策略比较研究、策略使用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策略培训等

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21世纪以来,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有降温的趋势。与此同时,二语学

习策略研究出现了新进展,一些重要专家从聚焦学习者使用的策略转变为更加关注学习者自我调节过

程以及潜在的特殊能力(如Tseng等①;Tseng&Schmitt②;Schmitt③;Oxford④),其中,Oxford将“自
我调节”称之为“二语或外语学习中最令人兴奋的发展之一”。⑤ 二语学习领域有关学习者自我调节的

理论探索及实证研究刚刚起步,并逐渐呈现出兴盛之势,而国内对此引介和研究比较缺乏。在此背景

下,本文希望对二语学习领域中的自我调节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国内研究者拓宽二语学习研究

的广度及更深入地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二、二语学习领域自我调节研究的兴起

21世纪以来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出现降温趋势,这主要由于该领域的研究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就

研究内容而言,二语学习策略研究存在三大理论争端———策略的定义不一、策略的归类差异大、策略的

相对稳定性和变异性问题(如Oxford&Crookall⑥;Ellis⑦;文秋芳⑧);二是在测量工具方面,从心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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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学角度来看,现有的二语学习策略的测量工具普遍存在问题,例如使用最为广泛的 Oxford设计的

《语言学习策略问卷》(StrategyInventoryforLanguageLearning,简称“SILL”),该问卷主要用于测量

学习者策略的使用频率,该问卷的设计,得分越高就意味着学习者使用的策略越多,而SILL所不能反

映的策略的质量比起数量来更为重要,如果使用大量的策略,但没有评估这些策略是否适用于实际需

要,就并不能保证学习的成功。① 此外,使用很少的策略并不等于低效或无效的学习以及学习者如果使

用很多的策略但没有得到有效使用也不能保证成功的学习。②

事实上,二语学习策略研究遇到的上述问题在教育心理学领域也同样存在。尽管20世纪80年代

学习策略研究兴盛一时,但定义的模糊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习策略”这一术语在教育心理学理

论研究中被逐步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这一术语。教育心理学中的自我调

节是由一系列综合的且相互联系的微观过程组成,不仅包括学习策略,而且涵盖目标设定、策略规划、行
动计划与图式、监控和元认知、行动及意志控制机制、战术运用、时间管理、自我动机信念、评估和自我反

思、接受和加工反馈、体验自豪和满足以及建立一个和谐的环境等。③ 与“学习策略”相比,“自我调节”

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泛的研究视角,而且更加关注过程导向。④

二语学习领域的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策略型的学习更多的是个体性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学习者

的目的并不是使自己变成策略型学习者,而是他们通过创造性的努力来促进自己的学习。因此,如果仅

仅关注于学习策略这一产品的话,就会忽略更为重要的学习者主动学习的过程和其中潜在的学习者的

能力。⑤ 在此背景下,Dörnyei⑥、Tseng等⑦将教育心理学中的“自我调节”的概念和理论引入到二语学

习研究中,随后,Oxford也系统性地构建了一个二语学习的策略型自我调节模型(StrategicSelf-Regu-
lationModel,以下简称“S2R模型”)。⑧ 从教育心理学而来的自我调节理论与方法都为二语学习领域研

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在理论方面,一方面,“自我调节”作为学习策略的上位概念可以将行

为、认知、动机、情感等方面都囊括其中;另一方面,为研究二语学习者的策略型学习以及帮助他们变成

更加独立和自主的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在测量工具方面,心理学测量方法的发展为二语学

习中的自我调节测量工具的研制提供了手段。

三、主要研究

(一)对“自我调节”的概念界定

Dörnyei界定了“动机型的自我调节”(motivationalself-regulation),认为这一概念基于“比起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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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擅长于调节动机的学习者,这些学习者有能力保持动机以及始终集中于任务而不为妨碍学习的诱惑

所动”的假设。① Gu将策略型的、自我调节式的学习(strategic,self-regulatedlearning)界定为“在学习

情况和学习环境的约束下为了学习成果的目标”“解决手头的学习任务以及调节接下来的学习过程的方

式”。② Oxford更多的是将自我调节视为一个上位的概念,她更加关注于对促进自我调节式学习起关键

作用的学习策略,她将“自我调节型的二语学习策略(self-regulatedL2learningstrategies)”定义为“学
习者深思熟虑地、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努力来学习第二语言”③。Ellis将“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

放在学习者个体差异中的动机因素下面进行讨论,将“自我调节”界定为“学习者监控自己的学习以及在

使用中更改策略的能力”。④

可以发现上述研究者对于“自我调节”这一概念的界定尚未取得一致。Dörnyei和Ellis关注的是学

习者自我调节的能力,其中Dörnyei关注的是学习者调节自己动机的能力,并认为这种能力具有个体

性,Ellis关注的是学习者监控自己的学习以及调节策略的能力,而Gu和Oxford更多的关注于学习者

调节自己学习的行为和方式。
(二)理论研究

目前,有关二语学习中的自我调节的理论研究还较少,同时,研究者对于“自我调节”概念界定不同

的侧重也使得自我调节理论研究发展出不同的方向。其中,Dörnyei主要关注于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

程中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而 Oxford主要关注于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调节的行为和

方式。

1.Dörnyei的自我调节理论

Dörnyei根据Kuhl’s和CornoandKanfer’s的行为控制策略所发展起来的教育心理学领域的自

我调节理论,提出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自我调节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1)承诺控制

(Commitmentcontrol),有助于保持或提升学习者对的最初目标承诺;(2)元认知控制(Metacognitive
control),包括集中和控制注意力以及减少任何不必要的拖延;(3)厌腻控制(Satiationcontrol),有助于

消除无聊,增加任务趣味性或提高任务吸引力;(4)情绪控制(Emotioncontrol),关注于负面情绪的调

节,有利于实现自己意图的情绪的产生;(5)环境控制(Environmentalcontrol),有助于消除负面的环境

影响和利用积极的环境影响,使环境成为追求困难目标的帮手。⑤ Dörnyei的自我调节理论的贡献主要

在于他关注于策略型学习者的自我调节能力,而非学习者特殊的行为习惯,这拓宽了以往的学习策略研

究领域。

2.Oxford策略型自我调节模型(S2R模型)

Oxford在《教 学 与 研 究:语 言 学 习 策 略》(Teachingand Researching:LanguageLearning
Strategies)一书中系统性地整理了以往的二语学习策略理论及研究成果,并构建了一个二语学习策略

型自我调节模型(StrategicSelf-RegulationModel,简称“S2R模型”)。⑥ Oxford的S2R模型共包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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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和社会文化互动维度。在每个维度中,模型都包括策略和元策略,即认知策

略和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元情感策略、社会文化互动策略和元社会文化互动策略。与以往的学习策

略框架相比,该模型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取得了突破:首先,该模型将学习理论中的心理学传统、社会认

知传统和社会文化传统系统性地整合在一起;其次,该模型对不同的策略进行了平衡,尤其是加大了情

感策略和社会文化互动策略的比重;第三,不仅介绍了元认知策略,还提出了元情感策略和元社会文化

互动策略。Oxford的S2R模型对于自我调节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整合和丰富了自我调节式学习

中的学习策略的理论框架,使其变得更加系统和平衡。

3.实证研究

到目前为止,虽然二语学习领域有关学习者自我调节的实证研究数量不多,但已涵盖较大范围,我
们根据研究内容和结论对当前二语学习中的自我调节研究的梳理如下:

(1)自我调节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

在二语学习中的自我调节研究中,对自我调节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最多,不少研究者发

现,学习者的自我调节与学习者个体因素、语言水平、语言成绩等方面存在相关性。目前这类研究主要

还是针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情况进行的,但已涉及不同国别的英语学习者,主要包括中国、伊朗、日
本、土耳其等。

针对中国英语二语者的研究主要有词汇学习中的自我调节能力的调查,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自我调

节和学习策略关系,网络学习环境中的二语者的语言学习信念与自我调节的关系。其中,石运章对中国

大学生英语词汇学习中的自我调节能力的调查发现,对除环境控制能力较强外,学生英语词汇学习自我

调节能力处于中等略微偏上水平,个体差异较大;学生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厌腻及情绪控制能力与

他们的四级英语统考总成绩,尤其是写作成绩,存在显著正相关;低分及中分组学生的英语词汇学习自

我调节能力及各分量表都与四级英语统考成绩无显著关系;但高分组学生的四级英语成绩和他们在学

习词汇时自我调节各项能力有显著的中度正相关,且高分组比中分组学生具有更高的词汇学习自我调

节能力和厌腻及情绪控制能力①;Banisaeid& Huang发现学生的学习动机、自我调节和学习策略之间

存在显著相关性,在自我调节的方式中,努力调节被最多的使用②;Zheng等发现网络学习环境中的二

语者的语言学习信念与自我调节之间存在相关性。③

在针对日本英语二语者的自我调节研究方面,Onoda使用 MSLQ量表通过对在日本东部的一所私

立大学学习英语专业的279名学习者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相比于中级和初级水平学生,英语高级听

说水平的学习者使用更多的元认知自我调节策略和努力调节策略;元认知自我调节策略和交际意愿可

以预测口语水平,而听力水平只能通过元认知自我调节策略进行预测。④

针对伊朗英语二语者的一些研究结果发现:学习者的性别与词汇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之间存

在显著相关性,而年龄和英语水平与词汇自我调节策略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⑤自我调节中的学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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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计划和目标制定、学习策略及评估,与学生的平均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①;词汇习得方面的自我

效能和自我调节显著相关②;自我调节程度与学习者的口语表现存在显著相关性③;自我调节和听力理

解之间呈现显著相关性④;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及目标导向与写作表现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⑤

此外,针对约旦英语二语者的一些研究结果发现,学习环境与二语者的学习动机和自我调节之间存

在显著相关性。⑥

(2)自我调节培训研究

目前自我调节培训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主要结论是自我调节培训可以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二语,提
升在相应方面的水平。例如Lee在写作课程中在自我评价、组织和改造、寻求信息和寻求社会帮助4个

方面对学习者的自我调节方式进行了培训⑦;Kim &Linan-Thompson在15周的课堂上对在英语学术

词汇习得有困难的西班牙大学生进行了自我调节培训,在培训结束后,通过接受性词汇知识测试和词汇

知识表现力测试后发现,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可以更有效地接受词汇知识,且接受性词汇知识更具表现

力⑧;Torres对二语学习研究文献中关于善学者的学习策略以及他们是利用这些策略促进自主学习的

方式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据此设计了一个在课堂实践中有效促进韩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元认知策略

培训及自我调节意识练习的程序。⑨

(3)自我调节方式与过程研究

对学习者学习二语时进行自我调节的方式和过程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为

主。其中,Bown& White对3名在美国学习俄语的美国学生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对访谈收集的原始

资料的分析,阐述了他们如何将情感整合进自己的学习经历和选择,发现学习者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情

感控制;Jang&Iddings从社会文化视角,对两名刚从韩国移民到美国的中学生如何在新旧两种语言

环境中重新获得和保持自我调节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来自课堂观察、学生的自我报告、个体访谈、焦点

团体等方式获取的资料的分析发现,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或激活)与英语主导的课堂环境中的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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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LSetting[J].EducationalResearch&Reviews,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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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anEFLLearners[J].JournalofAcademicandAppliedStudies,2013,(3).

Soureshjani,K.H.AStudyontheEffectofSelf-regulationandtheDegreeofWillingnesstoCommunicateon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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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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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因素密切交织在一起。① deBurgh-Hirabe&Feryok对9名英语作为外语的日本高中生进行

研究,主要考察泛读过程中学生的对行为和情境的调节。研究结果表明能够调节自己行为和情境的学

习者能够达到泛读目标,显示了泛读是发展学生自我调节能力的一个潜在工具。②

四、测量工具

(一)MSLQ
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与自我调节相关的最著名的测量工具是Pintrich等人设计的学习动机策

略量表(MotivatedStrategiesforLearningQuestionnaire,简称“MSLQ”)。该量表包含动机和学习策

略两个部分,其中动机部分由31项评估学习者对于学习一门课程的目标设定和价值观念的指标构成,

学习策略部门由31项评估学习者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和19项评估学习者资源管理的指标构成。③

同时,该量表在二语学习领域有关自我调节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

(二)SRCvoc
二语学习者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量表(Self-RegulatingCapacity’inVocabularyLearningScale,

简称“SRCvoc”)是由Tseng等在2006年设计的。该量表与以往的二语学习策略调查量表相比在设计

方法及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在设计方法上,SRCvoc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方法,该方法可以验

证和修正研究者设计的理论模型;在测量内容上,SRCvoc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该量表的目标是

测量策略型学习者的自我调节能力,而非调查学习者特殊的行为习惯。其次,该量表的结构和内容基于

教育心理学领域的自我调节理论。④ 目前SRCvoc在二语词汇学习领域正逐渐得到推广和应用,其中包

括日本、土耳其、中国的英语学习研究者将其在本土环境中使用的适应性进行了检验(Mizumoto&

Takeuchi⑤;Yeşilbursa&Bilican⑥;石运章⑦)。

五、总结与展望

(一)当前研究特点

通过前文回顾和梳理当前二语学习领域中国内外学者对二语学习者自我调节的研究,我们可以发

现这一研究领域当前研究有以下特点:

1.从关注二语者使用的策略到关注策略型学习的过程本身及自我调节能力

与以往的二语学习策略研究相比,“自我调节“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泛的研究视角,更加关注

过程导向,拓宽了以往的学习策略研究领域。同时,对二语学习者自我调节过程的关注,催生出了一些

以个案研究为主的质性研究,以观察、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展现学习者在学习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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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我调节的过程,挖掘情感、社会文化等因素是如何影响学习者的自我调节过程的。

2.从关注策略的描述、分类与培训到更加注重理论建构

以往的学习策略研究重点主要是对策略的描述、分类与培训,并在相应的研究领域获得了丰富的成

果,而近些年,研究者开始从对二语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的描述和归类开始转向对自我调节过程和

能力进行系统性的、结构性的理论构建,更加关注理论的严密性、均衡性和系统性,如Oxford的S2R模

型整合和平衡了学习理论中的心理学传统、社会认知传统和社会文化传统,虽然以往的二语学习研究中

也有涉及情感、社会文化互动等方面的内容,但是研究不太充分,而且主要是比较孤立地考察这些因素

对二语者学习的影响。同时,也更加重视在理论框架下指导实证研究,以实证研究结果验证和修正理论

模型。

3.进一步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学习策略研究以Krashen的监控理论、Anderson的认知学习理论学说以及

其他学习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当前的自我调节研究也延续了以往对其他学科,尤其是对教育心理学学

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吸收的传统。其中,Tseng等对教育心理学中的自我调节理论和方法借鉴和

吸收是二语学习中自我调节研究兴起的一个标志。而对在心理测量领域受到广泛运用的结构方程模型

(SEM)方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学习策略测量中存在的问题,测量工具也开始更新换代。

(二)不足与展望

同时,根据对二语学习者自我调节研究相关文献的追溯,我们也可以看到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

项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1.自我调节概念不够清晰,需进一步界定

从上述研究者对“自我调节“概念界定的梳理,我们发现不同研究者对自我调节的概念界定不一,对

自我调节涵盖的内容和范围也尚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此外,不少研究者不能很好地区分“自我调

节”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差别,例如Cohen对二语学习领域的研究者对“自我调节”这一术语的使用情况

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多数研究者对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学习策略等概念的认识都比较模糊,对概念之间

的区分也不甚了解。

2.理论研究需进一步检验和发展,实证研究需进一步加强

在理论研究方面,当前有关自我管理的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主要是Tseng等提出的二语学习自我调

节理论和Oxford构建的策略型自我调节模型。虽然,Oxford在教授国际学生时已经使用和测试了她

的S2R模型,但这一模型还需要更多地在世界范围的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经验性检验和完善。同

时,以上的理论研究尚未涵盖自我调节研究的所有范围,Oxford的理论模型还是关注于自我调节学习

中的策略部分,而Tseng等主要关注于二语学习者的自我调节能力,目前对自我调节的发展过程关注

不足,在相应方面的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

在实证研究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情感调节、社会文化互动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同时对自我

调节的发展和过程研究也还需进一步加强;从方法来看,基于理论指导的研究或者以生成理论为基础的

研究目前还很少,使用的研究方法种类也不太均衡,在量化研究中问卷调查还是占主流,实验研究缺乏,

质性研究多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现象学、民族志等研究方法的使用不足;此外,从被研究者角度来看,

还应加强在不同母语的以及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类型的二语学习者自我调节的比较研究。

3.测量工具需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在已有的测量工具的使用方面,虽然,研究者开始对SRCvoc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适用性进行

检验,也通过使用该量表来测量二语者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影响二语者自我调节能力的因素,但是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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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还需得到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同时,SRCvoc是用于测量词汇学习中的自我调节能力,尚缺乏自我调

节整体能力测量以及阅读、听力、写作、口语等单项语言技能学习中的自我调节能力调查。此外,自我调

节研究范围不只是一般性自我调节能力,还可以测量学习者在接触新任务或者进入新环境时的自我调

节方式及能力等,因为还需进一步发展测量工具。

Areviewofthestudiesonself-regulationinsecondlanguagelearningresearch

LIAi-Ping
(SchoolofChineseasaSecondLanguag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 Thelearningstrategyresearchinthefieldofsecondlanguagelearningisturningtoself-
regulationstudy,butthedomesticresearchinthisfieldismarkedlyinadequate.Withthis,thispaper
hassystematicallyreviewedtheconceptofself-regulation,therelatedtheoreticalresearch,especially
thedefinitionsofself-regulationineducationalpsychologyandin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empiri-
calresearch,themeasurementtools,etc..Itfinallysummarizesthemajorcharacteristicsofthere-
searchonself-regulation,pointsouttheweaknessesofthecurrentresearchandpredictsth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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