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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ncient Chinese learners of the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major of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d adopts a mixed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ample interview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ancient Chinese among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he study shows 
that: 1)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a certain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ancient Chinese. Among the five dimension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ancient Chinese, the ability to determine learning goals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ability to choose learning methods and skills is also relatively weak. 
2) The main problems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ancient Chinese in various dimensions are as follows: they are not clear about 
their own learning goals; they lack the ability to decide the content of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 and the awareness in formulating study plans are still 
relatively weak and executive power is not strong enough, and they are resistant 
to what they are not good at; they are good at using affective strategies, memory 
strategies and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but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use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the ability to use social strategies and cognitive 
strategies are still relatively weak; although they have a certain ability to monitor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still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ability to discover,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strong dependence on 
teachers; the way to evaluate their ancient Chinese ability is concentrated and 
single. 3) Both the overall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each dimension of ancient Chinese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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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arners’ academic achievem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we put forward teaching suggestions for cultivating or 
improving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ancient Chinese among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Keywords: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ncient Chines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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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要要  

本文以皇太后大学汉语师范专业的古代汉语学习者为例，采用问卷调查与抽样访

谈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方法，对泰国大学生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情况进行了考察

与分析，并探讨了其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发现：1)泰国大

学生总体上具备一定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在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五个维度

中，确定学习目标的能力相对最薄弱，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的能力也较弱。2)泰国大

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在各个维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自己的学习目标不够明

确；缺乏一定的决定课外学习内容的能力，在制定学习计划方面的意识还比较薄弱且

执行力也还不强，对自己不擅长的地方有抗拒心理；比较擅长运用情感策略、记忆策

略与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的运用有待加强，社交策略和认知策略的运用能力还比较

薄弱；虽然具有一定的监控学习过程的能力，但是在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

面仍需加强，同时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对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进行评价的方式集中

而单一。3)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整体自主学习能力和各个维度的自主学习能力总体上

都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关系。最后，根据上述研究发现，提出了培养或提升

泰国大学生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建议。 

关关键键词词：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相关性 

 

11..引引言言  

自 1981 年 Holec 的《自主性与外语学习》一书出版后，自主学习(autonomous 

learning)作为教育心理学的一个理念即被正式引入到了语言教学界且逐渐成为该领域

的热门话题。自主学习是学习者不依赖他人管理自己学习的能力，具体包括独立确定

学习目标、决定学习内容、选择学习策略、监控学习过程和评估学习效果的能力

(Holec,1981)。四十余年来，国内外学者已从自主学习的定义及内涵、评估方式、培

养策略、群体差异及其与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学习动机 (learning 

motivation)、学习策略(learning strategy)、学习成绩等的相关性等多个维度对自

主学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性层面的探究。随着学习策略研究的深入发展，二语学习者

的自主学习能力状况及其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问题近十年来逐渐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之一。诸多针对英语二语者自主学习能力状况及其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研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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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2002;Wu & Zhang,2009;Dincer et al.,2012)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的自

主学习能力会呈现出相应的特征，其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显著正相关且对学习成

绩具有一定的预测性，自学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对学习有益(Ding,2010、2011)。相

对英语而言，自主学习的研究在汉语二语教学界则起步较晚且理论探讨尚且有限，实

证性研究还不多见(Akiko,2018)且研究对象多为在华留学生或少数民族学生，国别化

研究缺乏，针对外国本土汉语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相关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众所周知，汉语在泰国早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泰国诸多高校也都相

继开设了汉语专业，古代汉语作为一门高级汉语语言类工具课也被纳入了专业必修或

选修课。古代汉语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门重要课程，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难点(Han,2006)。目前我们尚未发现针对汉语二语者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相

关研究，汉语母语教学界对于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也仅见于 Yi(2010)，该研

究针对汉语母语大学生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状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与量化分析。

同时，Lin(2022)研究发现，在泰大学生自我评测古代汉语课的整体学习情况并不乐观。

在诸多主观影响因素之中，跟学习者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相关的因素与古代汉语

的学习效果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该文并未深入探讨此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泰

国皇太后大学的古代汉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混合式研

究方法，以达到了解泰国本土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状况及弄清其与学习成

绩的相关性这两个问题之目的，以期能为培养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提出

针对性的建议，从而提升对泰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            

  

22..汉汉语语二二语语者者自自主主学学习习研研究究之之相相关关文文献献回回顾顾  

22..11 汉汉语语二二语语教教学学界界自自主主学学习习理理论论的的探探讨讨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有关自主学习理论的探讨文献尚且有限，主要有 Jin(2001)、

Xu(2004)、Zhu(2004)、Luo(2005)、Hao(2010、2015)等。具体回顾如下： 

Jin(2001)针对当时的对外汉语教学现状，首先分析了自主学习理论在对外汉语教

学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要保证学生积极主动坚持不懈地学习，长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就必须将自主学习引进教学工作，对外汉语教学也应从引发学生的自主性

入手。接着他探讨了自主学习模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并指出将自主学习

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教师深刻体会与长期研习。 

Xu(2004)在谈论如何提高参与式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时提出，把参

与式教学融入对外汉语教学中，能让汉语学习从枯燥乏味的被动学习过程转变为积极

主动的自主过程。Zhu(2004)在论及汉语二语词汇教学时指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对学

生的主体作用不够重视，教师应该努力教学学习者如何学习。Luo(2005)讨论了将课外

自主阅读纳入阅读教学的必要性和指导方法。可惜后两位学者都是点到为止，并未对

汉语二语词汇自主学习与自主阅读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 

Hao(2010)在研究自主学习理论的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当前网络新技术教育环

境中汉语二语留学生自主学习模式开展的优势。她认为，目标型网络、反馈型网络、

共享型网络和持续型网络这四种自主学习模式分别适合自觉学习型、被动学习型、缺

乏学习能力型、自主能力型的汉语二语留学生。之后，她(2015)在国内外前人有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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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二语者自主学习能力评估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科学地评估汉语二语留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她提出了创造性、开放性和多元综合的评估原则，

横向评估(评所处维度)和纵向评估(评发展程度)的评估方法。 

显而易见，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自主学习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自主学习的重要

性、自主学习模式与自主学习能力评估等实践应用性理论方面。这些研究表明对外汉

语教学界早已明显地意识到了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并对当前普遍存在的被动式教与

学进行积极反思，同时开始思考在教学中如何评估与发挥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以提升

课堂效率。当然，相对于英语而言，汉语二语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理论方面的研究尚

待学者们根据汉语及其教学的自身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22..22 汉汉语语二二语语者者自自主主学学习习能能力力的的实实证证研研究究  

相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界自主学习理论的探讨研究而言，汉语二语者自主学习能力

的实证研究在近年来有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Tian(2013)以印尼中文学院大学生为对象，对印尼大学生汉语自主学习能力进行

了调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学习者自主学习汉语的水平有待提高，元认知策

略的使用情况不太乐观。而在常规课堂教学中采用系统介绍和渗透式相结合的方式对

学习者进行元认知策略教学培训后，其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得到大大改善，自主学

习的水平也得到了相应地提高。这证明了对学习者进行元认知策略培训是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Cui(2016) 比较和分析了韩国汉语专业和非汉语专业大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学习策略

的水平与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在自主的汉语学习水平上与学习策略的使用上都存在

着显著性差异，在各个具体项目中呈现出了正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元认知策略这一

项尤其显著。这告诉教学者面对两者都应该认识到训练元认知策略的重要性。 

Li(2016)以在华美国留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当前美国大学生的汉语自主学习能力水平进行了考察，并对其学习动机水平、归因

倾向与自主学习能力水平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深入分析了影响美国留学生汉语自

主学习能力水平的内部因素。其研究结果为：美国留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比较强，而

且同质性较好，性别、汉语水平和学习时长与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存在显著关系。

学习者的内外在动机都与自主学习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内在动机的相关系数更高。 

Li & Chang(2017)基于自我效能感、元认知策略和环境感知三个影响学习者自主

学习能力的要素，采用实验组与控制组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其在留学生汉

语写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留学生的这三个要素对其在汉语写作中

的语言结构、遣词造句、文本内容和谋篇布局四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其自我效能

感越强，元认知策略的使用就越多，环境感知度越高，其汉语写作能力也越强。 

Akiko(2018)以在华日本汉语学习者为调查与访谈对象，采用量化与质性研究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初步探讨了日本汉语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研究结果发现，日本学

习者的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在确定学习目标、决定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监

控学习过程等四个维度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自主学习能力在决定学习内容、监控学

习过程、评估学习效果三个维度六个具体项目与汉语理解能力之间呈显著相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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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能力会呈现出相应的特征，其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显著正相关且对学习成

绩具有一定的预测性，自学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对学习有益(Ding,2010、2011)。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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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2004)在谈论如何提高参与式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时提出，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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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主体作用不够重视，教师应该努力教学学习者如何学习。Luo(2005)讨论了将课外

自主阅读纳入阅读教学的必要性和指导方法。可惜后两位学者都是点到为止，并未对

汉语二语词汇自主学习与自主阅读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 

Hao(2010)在研究自主学习理论的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当前网络新技术教育环

境中汉语二语留学生自主学习模式开展的优势。她认为，目标型网络、反馈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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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二语者自主学习能力评估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科学地评估汉语二语留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她提出了创造性、开放性和多元综合的评估原则，

横向评估(评所处维度)和纵向评估(评发展程度)的评估方法。 

显而易见，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自主学习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自主学习的重要

性、自主学习模式与自主学习能力评估等实践应用性理论方面。这些研究表明对外汉

语教学界早已明显地意识到了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并对当前普遍存在的被动式教与

学进行积极反思，同时开始思考在教学中如何评估与发挥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以提升

课堂效率。当然，相对于英语而言，汉语二语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理论方面的研究尚

待学者们根据汉语及其教学的自身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22..22 汉汉语语二二语语者者自自主主学学习习能能力力的的实实证证研研究究  

相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界自主学习理论的探讨研究而言，汉语二语者自主学习能力

的实证研究在近年来有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Tian(2013)以印尼中文学院大学生为对象，对印尼大学生汉语自主学习能力进行

了调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学习者自主学习汉语的水平有待提高，元认知策

略的使用情况不太乐观。而在常规课堂教学中采用系统介绍和渗透式相结合的方式对

学习者进行元认知策略教学培训后，其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得到大大改善，自主学

习的水平也得到了相应地提高。这证明了对学习者进行元认知策略培训是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Cui(2016) 比较和分析了韩国汉语专业和非汉语专业大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学习策略

的水平与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在自主的汉语学习水平上与学习策略的使用上都存在

着显著性差异，在各个具体项目中呈现出了正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元认知策略这一

项尤其显著。这告诉教学者面对两者都应该认识到训练元认知策略的重要性。 

Li(2016)以在华美国留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当前美国大学生的汉语自主学习能力水平进行了考察，并对其学习动机水平、归因

倾向与自主学习能力水平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深入分析了影响美国留学生汉语自

主学习能力水平的内部因素。其研究结果为：美国留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比较强，而

且同质性较好，性别、汉语水平和学习时长与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存在显著关系。

学习者的内外在动机都与自主学习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内在动机的相关系数更高。 

Li & Chang(2017)基于自我效能感、元认知策略和环境感知三个影响学习者自主

学习能力的要素，采用实验组与控制组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其在留学生汉

语写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留学生的这三个要素对其在汉语写作中

的语言结构、遣词造句、文本内容和谋篇布局四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其自我效能

感越强，元认知策略的使用就越多，环境感知度越高，其汉语写作能力也越强。 

Akiko(2018)以在华日本汉语学习者为调查与访谈对象，采用量化与质性研究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初步探讨了日本汉语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研究结果发现，日本学

习者的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在确定学习目标、决定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监

控学习过程等四个维度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自主学习能力在决定学习内容、监控学

习过程、评估学习效果三个维度六个具体项目与汉语理解能力之间呈显著相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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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从提升日本国别性意识、确定具体可行的学习内容、提供更多的运用学习汉语的实

践机会、提高评估学习效果能力四个方面重点培训日本汉语留学生。 

Wang(2020) 以大连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为例，探讨了韩国汉语学习者的自主学习

能力的情况以及与汉语成绩的相关性问题。其研究结果显示，韩国留学生具有一定的

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其中决定学习内容的能力相对较强，然后依次是确定汉语目标的

能力、评估学习效果的能力、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的能力、监控学习过程的能力。其

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与性别、学习时长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汉语学习成绩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与构成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五个维度均有很强的相关性。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Gao(2011)、Wang(2018)都以中亚汉语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对

其汉语自主学习能力进行研究分析，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

出建议。Yu(2019)以东南亚汉语本科留学生为例，通过课堂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研究

其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并设计了培养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设置对照班和实

验班进行实证研究，来验证其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可见，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汉

语二语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备受关注，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主流

研究模式，研究范围、角度、对象也日益多样化与多元化。虽然在自主学习能力的影

响因素方面尚有争议，但也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比如性别与自主学习能力不存在显

著性关系，而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则跟自主学习能力密切相关等。 

22..33 汉汉语语二二语语者者自自主主学学习习能能力力培培养养的的研研究究  

Chang(2007)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以留学生视听说课为例，探讨了在现代多媒

体技术学习环境下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他认为在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的自主性学习的同时，要重视在教师在其中的指导性作用。Wang(2008)通过“我的博

客”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也证明了在汉语母语环境下培养

汉语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可行的。 

Ding(2011)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目前对外汉语教师对留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培养的状况，并对培养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预设性影响因素、教师个体差

异与所采取的培养措施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学意义上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多数对

外汉语教师认为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弱且缺乏有效的指导。教师对自主学习重要性

的认识、教师自己在教学中的自主性和教师间关于培养学习者的自主性的交流等都是

影响教师采取措施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主要因素。另外，教师的性别、年龄、

专业、教龄、身份不同，其培养措施也存在显著差异，但教师学历并不会造成培养措

施的差异。教师工作量大、缺乏自主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不想创新、教师教学自主权

太小等内在因素与教学机构要求死板、班级人数过多等外在因素都阻碍了教师采取措

施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Yu(2017) 指出，学习自主性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它受到学习者、教师、输入、

技术、环境、教育政策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培养外国汉语留学生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要充分挖掘并利用目的语环境汉语学习的多种场合与情境，寻找汉语

学习的多样化可供形式，增强学习者与环境互动的机会与互动的频次，实现课堂内外

自主学习一体化，促使学习者从教师指导之下的学习向完全独立的自主学习发展。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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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从提升日本国别性意识、确定具体可行的学习内容、提供更多的运用学习汉语的实

践机会、提高评估学习效果能力四个方面重点培训日本汉语留学生。 

Wang(2020) 以大连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为例，探讨了韩国汉语学习者的自主学习

能力的情况以及与汉语成绩的相关性问题。其研究结果显示，韩国留学生具有一定的

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其中决定学习内容的能力相对较强，然后依次是确定汉语目标的

能力、评估学习效果的能力、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的能力、监控学习过程的能力。其

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与性别、学习时长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汉语学习成绩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与构成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五个维度均有很强的相关性。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Gao(2011)、Wang(2018)都以中亚汉语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对

其汉语自主学习能力进行研究分析，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

出建议。Yu(2019)以东南亚汉语本科留学生为例，通过课堂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研究

其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并设计了培养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设置对照班和实

验班进行实证研究，来验证其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可见，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汉

语二语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备受关注，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主流

研究模式，研究范围、角度、对象也日益多样化与多元化。虽然在自主学习能力的影

响因素方面尚有争议，但也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比如性别与自主学习能力不存在显

著性关系，而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则跟自主学习能力密切相关等。 

22..33 汉汉语语二二语语者者自自主主学学习习能能力力培培养养的的研研究究  

Chang(2007)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以留学生视听说课为例，探讨了在现代多媒

体技术学习环境下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他认为在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的自主性学习的同时，要重视在教师在其中的指导性作用。Wang(2008)通过“我的博

客”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也证明了在汉语母语环境下培养

汉语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可行的。 

Ding(2011)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目前对外汉语教师对留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培养的状况，并对培养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预设性影响因素、教师个体差

异与所采取的培养措施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学意义上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多数对

外汉语教师认为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弱且缺乏有效的指导。教师对自主学习重要性

的认识、教师自己在教学中的自主性和教师间关于培养学习者的自主性的交流等都是

影响教师采取措施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主要因素。另外，教师的性别、年龄、

专业、教龄、身份不同，其培养措施也存在显著差异，但教师学历并不会造成培养措

施的差异。教师工作量大、缺乏自主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不想创新、教师教学自主权

太小等内在因素与教学机构要求死板、班级人数过多等外在因素都阻碍了教师采取措

施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Yu(2017) 指出，学习自主性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它受到学习者、教师、输入、

技术、环境、教育政策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培养外国汉语留学生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要充分挖掘并利用目的语环境汉语学习的多种场合与情境，寻找汉语

学习的多样化可供形式，增强学习者与环境互动的机会与互动的频次，实现课堂内外

自主学习一体化，促使学习者从教师指导之下的学习向完全独立的自主学习发展。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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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自主能力的培养可以从教师、学习者、课程、课堂、技术、资源几个方面在课堂内

外开展。 

不难看出，虽然汉语二语者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为数不多，但既有着重理论

的定性研究，也有混合式的实证研究，并且此方面的研究明显呈现出越来越全面深入

的趋势。 

综上可知，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有关自主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主学习的理论

探讨、汉语二语者自主学习能力的实证研究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三个方面。目前，

汉语二语者自主学习能力的实证研究已逐渐成为该领域的研究主流，这些多样化多角

度的研究文献的出现也表明该领域的研究正逐步走向成熟。前人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无

疑能为后续研究提供参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领域的研究对象绝大对数还是处于目

的语环境下的在华留学生，研究也大都针对的是汉语基础类课程的自主学习能力，而

对于非汉语环境的外国本土汉语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研究与高级汉语语言类课程自

主学习能力的研究则都很少见。本研究即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 

 

33..研研究究设设计计  

33..11 研研究究问问题题  

(1)泰国本土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状况如何？ 

(2)泰国本土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是否相关？具体体现在哪些

方面？ 

33..22 调调查查与与访访谈谈对对象象  

泰国清莱府的皇太后大学是泰国高校汉语教育办学规模最大的一所学府，现全日

制在校汉语专业本科生高达 2000余人。自 2004年开设第一个中文专业以来，古代汉语

课当前一直是该校的三个汉语本科专业的专业必选课。可以说，该校的古代汉语教学

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三个专业开设该门课的具体学期与课程要求并不完全一

致，加之本研究开展之际另两个专业已在上学期完成了该门课的学习，因此我们选取

的调查对象仅为该校在三年级下学期学习古代汉语课的汉语师范专业的学生，共 79 人。

访谈对象是根据该门课平时学习中的四次测验的成绩采取强度抽样分成高、中、低三

组进行，每组 4人，共 12人。其中，四次测验成绩的均值在 80分以上者归为高分组，

均值介于 70-80的归为中分组，70分以下的归为低分组。 

33..33 调调查查问问卷卷与与访访谈谈问问题题的的设设计计与与实实施施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为问卷调查法与随机抽样访谈法。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我们根据 Holec(1981)自主学习能力的定义、

以 Akiko(2018)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编制的较为成熟的《汉语自主学习能力问卷》为框架，

以 Pang(2003)编制的《学生自主性量表》、Oxford(1990)的《学习策略调查表》和

Yi(2010)编制的汉语母语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情况调查问卷为参照，且根据皇太

后大学的古代汉语教学实际情况设计的调查问题。该部分共有 28 题，由确定学习目标、

决定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监控学习过程、评估学习效果这五个维度组成。

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从“5=完全符合”到“1=完全不符合”五个等级。得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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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示自主学习能力越强。五个维度与各具体项目的均值与能力的对应关系为：均

值在 1.00-1.49 之间表示“差”，1.50-2.49 之间表示“较差”，2.5-3.49 之间表示

“一般”、3.50-4.49 之间表示“较强”、4.50-5.00 之间表示“很强”。为了避免语

言障碍影响我们获得更加准确真实的数据，因此我们将问卷内容全部译成了泰文。本

研究借助 Google Forms 在教室内进行的问卷调查。为了保证问卷质量且不耽误上课，

我们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在教师的监督下，要求学生在十五分钟内当堂独立完成问卷。

由于两名学生请假，故最终收回 77 份有效问卷。在访谈内容的设计方面，我们主要围

绕学习目标、学习方法、监测与评估几个方面的相关问题在调查结束当天进行现场一

对一的访谈，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学习者作出选择的深层或具体原因。 

 

44..结结果果与与分分析析  

44..11 泰泰国国大大学学生生古古代代汉汉语语自自主主学学习习能能力力的的整整体体情情况况  

表 1.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总体情况统计数据 

维度 平均值(Mean) 标准差(SD) 

确定学习目标 3.42 0.869 

决定学习内容 3.57 0.783 

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 3.48 0.840 

监控学习过程 3.54 0.903 

评估学习效果 3.55 0.837 

总体 3.52 0.873 

由表 1可知，自主学习能力的总体平均值为 3.52，总体标准差为 0.873。这表明，

泰国大学生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且各学习者个体之间的差异并不

明显。从自主学习能力的各维度来看，五个维度的平均值从 3.42 至 3.57，标准差自

0.783 到 0.903。这意味着学习者除了“确认学习目标”和“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能

力总体上都尚处于一般的中等水平之外，其他三个维度的自主学习能力之间差异微小

且总体上都处于较好的中等略微偏上的水平。学习者“决定学习内容”能力的个体差

异相对最小，“监控学习过程”能力的个体差异相对最大，但学习者个体在五个维度

的自主学习能力都不存在明显差异。也就是说，多数学习者在古代汉语的学习中基本

上能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与选择自己的学习方法与技巧，比较能决定自己的学习内容、

有一定的监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与评估自己的学习效果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不算强，

都需要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确定自己学习目标的能力相对最薄弱，选择学习方法及技

巧的能力也较弱，这两个维度的自主学习能力都亟需加强。 

经进一步统计发现，高、中、低分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总体均值分别为

3.71、3.56、3.28。这告诉我们，虽然学习者古代汉语的总体自主学习能力初步跨入

了“较强”的区间，但低分组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明显处于“一般”区间。在各维

度上，高、中、低分组学习者“确认学习目标”能力的均值分别为 3.58、3.42、3.28，

“决定学习内容”能力的均值分别为 3.81、3.59、3.33，“选择学习方法与技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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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示自主学习能力越强。五个维度与各具体项目的均值与能力的对应关系为：均

值在 1.00-1.49 之间表示“差”，1.50-2.49 之间表示“较差”，2.5-3.49 之间表示

“一般”、3.50-4.49 之间表示“较强”、4.50-5.00 之间表示“很强”。为了避免语

言障碍影响我们获得更加准确真实的数据，因此我们将问卷内容全部译成了泰文。本

研究借助 Google Forms 在教室内进行的问卷调查。为了保证问卷质量且不耽误上课，

我们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在教师的监督下，要求学生在十五分钟内当堂独立完成问卷。

由于两名学生请假，故最终收回 77 份有效问卷。在访谈内容的设计方面，我们主要围

绕学习目标、学习方法、监测与评估几个方面的相关问题在调查结束当天进行现场一

对一的访谈，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学习者作出选择的深层或具体原因。 

 

44..结结果果与与分分析析  

44..11 泰泰国国大大学学生生古古代代汉汉语语自自主主学学习习能能力力的的整整体体情情况况  

表 1.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总体情况统计数据 

维度 平均值(Mean) 标准差(SD) 

确定学习目标 3.42 0.869 

决定学习内容 3.57 0.783 

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 3.48 0.840 

监控学习过程 3.54 0.903 

评估学习效果 3.55 0.837 

总体 3.52 0.873 

由表 1可知，自主学习能力的总体平均值为 3.52，总体标准差为 0.873。这表明，

泰国大学生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且各学习者个体之间的差异并不

明显。从自主学习能力的各维度来看，五个维度的平均值从 3.42 至 3.57，标准差自

0.783 到 0.903。这意味着学习者除了“确认学习目标”和“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能

力总体上都尚处于一般的中等水平之外，其他三个维度的自主学习能力之间差异微小

且总体上都处于较好的中等略微偏上的水平。学习者“决定学习内容”能力的个体差

异相对最小，“监控学习过程”能力的个体差异相对最大，但学习者个体在五个维度

的自主学习能力都不存在明显差异。也就是说，多数学习者在古代汉语的学习中基本

上能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与选择自己的学习方法与技巧，比较能决定自己的学习内容、

有一定的监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与评估自己的学习效果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不算强，

都需要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确定自己学习目标的能力相对最薄弱，选择学习方法及技

巧的能力也较弱，这两个维度的自主学习能力都亟需加强。 

经进一步统计发现，高、中、低分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总体均值分别为

3.71、3.56、3.28。这告诉我们，虽然学习者古代汉语的总体自主学习能力初步跨入

了“较强”的区间，但低分组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明显处于“一般”区间。在各维

度上，高、中、低分组学习者“确认学习目标”能力的均值分别为 3.58、3.42、3.28，

“决定学习内容”能力的均值分别为 3.81、3.59、3.33，“选择学习方法与技巧”能

 

9 
 

力的均值分别为 3.67、3.60、3.21，“监控学习过程”能力的均值分别为 3.74、3.63、

3.28，“评估学习效果”能力的均值分别为 3.77、3.58、3.31。很明显，虽然各维度

的自主学习能力存在差异，但高、中、低分组学习者在五个维度上的自主学习能力都

随着成绩的从高到低而递减。以上结果似乎都表明，学习者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

与学习成绩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在 4.3节也得到了证实。 

44..22 泰泰国国大大学学生生古古代代汉汉语语自自主主学学习习能能力力的的具具体体表表现现分分析析  

4.2.1确定古代汉语学习目标的能力 

表 2.“确定学习目标”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确定

学习

目标 

T1.我学习古代汉语有明确的目标。 3.43 0.938 

T2.学习古代汉语时，我会根据课程大纲和自身学习情况给自己制定短期

和长期的学习目标。 
3.42 0.801 

“确定学习目标”指的是学习者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自己学习对象与方向的能力。

从表 2 可知，学习者无论是确定学习古代汉语的总体目标能力(Mean=3.43)还是短长期

目标的能力(Mean=3.42)都一般，并且从标准差来看学习者个体之间的这两项具体项目

之能力并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学习者个体的学习目标虽然有所不同，

但差异不大。多数学习者根据课程大纲明确了并将自己的学习目标确定为“提高自己

的现代汉语水平与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也有部分学生把“能够看懂自己喜欢的

明星演的中国古代电视剧”和“去中国旅游时能看懂古代汉语”作为学习目的。同时

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开始接触与学习古代汉语后，觉得古代汉语很难，

也不知道该如何或在哪里运用古代汉语知识，所以就将“为了完成学校安排的这门课

程”作为学习目标，被动地学习古代汉语，难以确定明确的目标。这一访谈结果与

Lin(2022)关于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学习目的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同时，Lin(2022)

通过调查还发现，有 48.6%的古代汉语学习者认为“自己汉语基础不好，学起来累”影

响自己古代汉语课预期学习目的的实现；分别有 66.35%和 57.95%的古代汉语学习者因

为“教学内容难”与“教学内容离自己的生活太远，很少用到”而不喜欢古代汉语。

这一调查结果结合我们的访谈结果不难发现，学习者自身的汉语基础弱、古代汉语课

学习难度高与在学习者的日常生活中古代汉语的实用性不明显都可能导致学习者难以

明确古代汉语学习目标。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教师在教学中目的性教育还不够强，使

得部分学习者没能充分了解教师的教学目的与要求，也就难以转化成自己的学习目标。 

由此可见，泰国大学生整体上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学习古代汉语的学习目标的能力

一般，对自己的学习方向不够明确。这既与他们自身汉语基础不够等主观因素有关，

同时可能也受到了古代汉语本身难学、日常生活中实用性不强、教师教学意图不够明

显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也告诉我们，如果能在教学内容的难易度、实用性与教学的

目的性等方面有所改善，对于提高泰国大学生确定古代汉语的学习目标的能力将有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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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决定古代汉语学习内容的能力  

表 3.“决定学习内容”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决定

学习

内容 

T3.我能根据学习目标合理地制定学习计划。 3.55 0.735 

T4.为了达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4.00 0.827 

T5.学古代汉语时，我知道自己不擅长的地方有哪些。 3.96 0.834 

T6.课外学习古代汉语时，我会学习自己不擅长的地方。 3.14 0.790 

T7.学古代汉语时，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和该努力学习的方面。 3.77 0.724 

T8.除了老师给的作业外，课外我有自己的学习古代汉语的计划，知道自

己该学习什么。 
3.01 0.786 

“决定学习内容”指的是学习者能够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自己应该或所要学习的内

容的能力。根据表 3中的 T4和 T7这一项具体项目来看，学习者在确定学习目标后比较

能够知道自己应该学习的内容有哪些(Mean=4.00)和哪些内容是重要且该努力学习的

(Mean=3.77)，但是 T3 这一具体项目的均值(Mean=3.55)和 T8 的均值(Mean=3.01)却明

显低于 T4。T3 的均值明显低于 T4，这说明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学习者虽然知道

自己该学习什么，但是却并不太善于根据自己的学习内容合理地制定学习计划。我们

认为，这既与学习者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仍以传统的课堂角色定位自己有关，也可能

与学习者在根据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时缺乏教师及时性指导有关。我们都知道，合

理地制定学习计划才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明确与规划学习内容，从而推动学习目标的实

现。然而从访谈结果来看，多数学习者表示没有制定学习计划或者制定了却不按照计

划进行学习。这说明学习者在制定学习计划方面的意识还比较薄弱，执行力也还不强。

T8 的均值远低于 T4，这表明学习者虽然比较清楚在课堂中应该学习的内容，但在课外

除了完成教师给的作业外，就不太清楚自己应该学习什么内容了。对不少学习者来说，

课外学习内容主要来自于外部因素及教师的决定，自己却缺乏决定课外内容的能力。

这一判断在调查后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同时在稍后的“选择学习方法与技巧”的

能力的分析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从 T5 这一具体项目来看，学习者比较清楚自己在学习古代汉语时不擅长的地方

(Mean=3.96)。这无疑有助于学习者根据自身情况选定要学习的内容。但同时从 T6 我

们也发现，虽然学习者比较清楚自己不擅长地方有哪些，但由于畏难情绪在课外学习

古代汉语时却一般不会或不愿意去学习自己不擅长的地方，不能根据自己学习的不足

之处决定自己的学习内容。访谈结果告诉我们，不少学习者不愿意去学习自己不会的，

这是学习者对自己不擅长的地方的一种抗拒心理。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刻意

规避自己学习的不足之处而不去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由上可知，虽然泰国大学生普遍具有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自己应该或所要学习的内

容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课堂学习中，尚缺乏一定的决定课外学习内容的能

力。同时，他们在制定学习计划方面的意识还比较薄弱，执行力也还不强，对自己不

擅长的地方有抗拒心理，这些都成为了影响他们真正做到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学习内容

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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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选择古代汉语学习方法及技巧的能力  

表 4.“选择学习方法与技巧”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选择

学习

方法

与技

巧 

T9.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学习古代汉语。 3.75 0.905 

T10.我知道该如何解决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3.65 0.839 

T11.每次上课前我都会预习，课后都会复习。 3.57 0.938 

T12.在课堂上，我会尽可能地问老师或同学自己不太懂的问题。 3.04 0.938 

T13.在课外，我会主动跟同学交流或讨论学习过的古代汉语知识。 3.01 0.896 

T14.我平时会看中文节目、电视剧、电影或听中文歌来学习古代汉语。 2.86 1.155 

T15.学古代汉语时，遇到不熟悉的词语，我会去猜它的意思。 3.66 0.771 

T16.学古代汉语时，我会思考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3.75 0.814 

T17.虽然怕翻译错，但是还是会鼓励自己努力地翻译古代汉语的句子。 4.06 0.848 

T18.每当在古代汉语学习取得进步时，我就会奖励自己。 3.48 1.131 

“选择学习方法与技巧”指的是学习者选择并运用学习方法和技巧进行学习的能

力。这属于学习策略的运用。通过表 4 中的 T9(Mean=3.75)和 T10(Mean=3.65)可以看

出，多数学习者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比较能够主动选择并运用学习策略。根据

Oxford(1990)关于语言学习策略的分类标准，具体分析如下： 

在情感策略的选择与运用方面，从 T17(Mean=4.06)和 T18(Mean=3.48)这两项具体

项目可知，学习者总体上会比较主动地采取情感策略来鼓励自己学习古代汉语，这也

是本研究发现的泰国大学生学习古代汉语时最常采用的学习策略。这与 Lin(2016)调查

发现的在泰泰国大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中情感策略的使用率最高的研究结果相似。其中，

T17 的均值在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所有具体项目中得分最高且个体差异不明显。这

说明，大多数学习者都意识到了在学习过程中不要害怕出错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

主要是因为古代汉语对学习者来说比较陌生，他们容易产生一定的焦虑感与压力感，

因而使用情感策略来消除压力，控制情绪与放松自己。这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得到了一

致的回答。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T18 的均值不高，学习者在该具体项目的选择与运

用能力一般，而且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明显(SD=1.131)。从调查与访谈结果来看，

总体上成绩偏好的学习者更会在自己古代汉语学习取得进步时奖励自己，而成绩偏低

的同学则较少这样做。这恰恰印证了 Lin(2016)关于在泰大学生中成功的汉语学习者情

感策略使用相对更高的研究结论。 

在记忆策略的选择与运用方面，由 T16 的均值(Mean=3.75)来看，学习者比较经常

使用记忆策略，得分仅次于情感策略，而且学习者个体之间差异不明显(SD=0.905)。

这说明记忆策略也是泰国大学生学习古代汉语时较常使用的学习策略之一。在访谈中，

多数学习者都表示因为在学习古代汉语时，学过的旧知识跟新课之间关系密切，所以

自己会复习好旧课，这样学习新课时就容易一些。正是学习者意识到了旧知识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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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选择古代汉语学习方法及技巧的能力  

表 4.“选择学习方法与技巧”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选择

学习

方法

与技

巧 

T9.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学习古代汉语。 3.75 0.905 

T10.我知道该如何解决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3.65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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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学古代汉语时，我会思考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3.75 0.814 

T17.虽然怕翻译错，但是还是会鼓励自己努力地翻译古代汉语的句子。 4.06 0.848 

T18.每当在古代汉语学习取得进步时，我就会奖励自己。 3.48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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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属于学习策略的运用。通过表 4 中的 T9(Mean=3.75)和 T10(Mean=3.65)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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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会复习好旧课，这样学习新课时就容易一些。正是学习者意识到了旧知识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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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的意义，因此就会较常使用该策略。调查与访谈结果也证实了总体上学习者的

成绩越好该策略的使用就相对越高，尤其是高分组学习者的使用明显高于中低分组。 

在补偿策略的选择与运用方面，从 T15 的均值(Mean=3.66)来看，学习者也比较常

使用补偿策略且个体差异在所有学习策略中相对也最不明显(SD=0.771)。通过访谈发

现，学习者在学习古代汉语时，去查字词典或找网上找词语的意思并不方便或容易，

所以会尽量根据自己学过的现代汉语字词或汉字学知识并结合上下文去猜测古代字词

的词义。调查结果也显示，高、中分组学习者该策略的使用明显高于低分组。 

在元认知策略的选择与运用方面，T11 的均值(Mean=3.57)说明学习者在学习古代

汉语时，不是很善于使用元认知策略。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学习者表示自己预习古

代汉语的学习内容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常选择不预习而只是复习，而且也只是在测

验前才会认真复习，做课后做作业时并未认真复习，这一点在低分组表现尤其明显。

这表明，学习者在学习古代汉语时，不但没主动预习的习惯，而且也没有养成好的主

动复习习惯，受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与应试教育的影响明显。这也是导致学

习者学习古代汉语时元认知策略使用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Tian(2013) 、

Cui(2016)等学者早已指出元认知策略在汉语学习中至关重要。然而调查结果表明，高、

中、低三组在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上总体上都一般且差异并不明显。这告诉我们，要多

引导学习者在学习古代汉语时重视元认知策略的使用。 

在社交策略的选择与运用方面，从 T12(Mean=3.04)和 T13(Mean=3.01)这两项具体

项目可知，学习者总体上不擅长采取社交策略来帮助自己学习古代汉语。这与 Yi(2010)

研究发现的汉语母语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情况相似。在课堂上，我们观察发现学

习者极少主动地跟老师提问，学习者之间也只是互相看看笔记，也很少交流学习内容。

通过访谈我们也了解到，学习者在古代汉语课后除了在一起做课后作业与准备测验时

会有少许交流外，平时学习基本上不会交流学习上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学古代汉语

不像学习基础汉语那样，一起交流可以练习口语和听力，也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但

古代汉语不一样，所以就很少交流。也有一部分学习者表示，学习古代汉语最难的不

是不懂而是记不住或不能变成自己的话来叙述，而这样的困难老师与朋友很难帮到自

己，所以就没有了一定要交流的必要。这些访谈结果告诉我们，学习者在学习古代汉

语时缺乏社交意愿与动力，因此不常使用社交策略。调查结果也显示，高、中、低分

组在社交策略的使用上总体都一般且不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合作学习是促进学习者

自主的重要途径(Yi,2010)，这正是古代汉语教学中提升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时所要

改善之一。 

在认知策略的选择与运用方面，从 T14 的均值(Mean=2.86)和标准差(SD=1.155)来

看，学习者对认知策略的使用非常不擅长且个体之间差异明显。这与 Lin(2016)调查发

现的在泰泰国大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中认知策略的使用率最低的结果相似。Lin (2022)

调查发现，在泰国大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方式中，有 80.75%的古代汉语学习者选择在

课堂上通过教材跟着教师学习，这也是他们选择的最主要的学习方式。这在我们的访

谈中也得到了一致的回答。我们进一步访谈了解到，学习者认为中国古代电视或电影

虽然出现了不少学过的古代汉语知识，观看可以帮助复习学过的知识，但是整体来说

这些古代影视作品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难，也就失去了观看欲望。这表明难度合适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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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影视作品的缺乏影响到了学习者对该策略的选用，这让学习者很少在课外主动寻找

学习机会，很少把所学知识运用到语言实践中。调查结果也表明，高、中、低三组在

认知策略的使用上总体上都一般，而且高、中分组与低分组差异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泰国大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总体上选择学习方法及

技巧的能力一般。他们普遍比较擅长运用情感策略、记忆策略与补偿策略，但元认知

策略、社交策略和认知策略的运用都有待加强，特别是认知策略和社交策略的运用能

力比较薄弱。 

4.2.4监控古代汉语学习过程的能力  

表 5.“监控学习过程”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监控

学习

过程 

T19.我在课外独自学习古代汉语时会感到不安。 3.56 0.980 

T20.我知道如何安排时间来学习古代汉语。 3.64 0.793 

T21.我能够知道自己学习古代汉语的方法是否有效。 3.71 0.841 

T22.在学古代汉语时，我能发现自己的错误并找到原因，而且及时改正。 3.52 0.982 

T23.只要有合适的教材，没有教师我也能理解或学好古代汉语。 3.22 1.059 

T24.我会经常检测自己古代汉语学习计划完成的情况。 3.61 0.764 

“监控学习过程”主要指的是学习者安排学习、自我检查与分析、及时反馈并能

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属于元认知的范畴。如表 5 所示，从 T19(Mean=3.56，

SD=0.980)这一具体项目可以发现，仍有不少学习者在没有教师的课外环境中学习古代

汉语时会产生焦虑与不安。这一具体项目的调查结果与 T23 相呼应。由 T23(Mean=3.22，

SD=1.059)可以看出，学习者在没有教师的前提下，即使有合适的教材也较难很好地学

习古代汉语。这说明学习者对教师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很大

程度上需要教师的引导与帮助，但同时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明显。这与 Yi(2010)

研究发现的汉语母语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情况相似。他认为造成古代汉语学习者

缺乏主动性的主要原因是受以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和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

教学模式或观念的影响。我们对此表示认同。同时，我们认为这还与古代汉语本身学

习难度大有关。这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T20(Mean=3.64)说明学习者具备了

一定的如何安排时间来学习古代汉语的能力。这与学习者较能根据学习目标合理地制

定学习计划有一定的关系。T21(Mean=3.71)说明学习者具备了一定的对自己的古代汉

语学习方法进行监控的能力与意识，但是还不能很有效地对学习方法进行运用。

T22(Mean=3.52)说明学习者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且能够有意识地进行改正。T24(Mean=3.61)说明仍有不少学习者不能够做

到经常检测自己的古代汉语学习计划。我们从访谈中了解到，虽然不少学习者制定了

古代汉语学习计划，但却会因为学业任务重、执行难度大等种种原因而不能按时或根

本不去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皇太后大学

  13  

Journal of Sinology Vol.17 No.1 (January – June 202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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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机会，很少把所学知识运用到语言实践中。调查结果也表明，高、中、低三组在

认知策略的使用上总体上都一般，而且高、中分组与低分组差异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泰国大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总体上选择学习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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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较薄弱。 

4.2.4监控古代汉语学习过程的能力  

表 5.“监控学习过程”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监控

学习

过程 

T19.我在课外独自学习古代汉语时会感到不安。 3.56 0.980 

T20.我知道如何安排时间来学习古代汉语。 3.64 0.793 

T21.我能够知道自己学习古代汉语的方法是否有效。 3.71 0.841 

T22.在学古代汉语时，我能发现自己的错误并找到原因，而且及时改正。 3.52 0.982 

T23.只要有合适的教材，没有教师我也能理解或学好古代汉语。 3.22 1.059 

T24.我会经常检测自己古代汉语学习计划完成的情况。 3.61 0.764 

“监控学习过程”主要指的是学习者安排学习、自我检查与分析、及时反馈并能

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属于元认知的范畴。如表 5 所示，从 T19(Mean=3.56，

SD=0.980)这一具体项目可以发现，仍有不少学习者在没有教师的课外环境中学习古代

汉语时会产生焦虑与不安。这一具体项目的调查结果与 T23 相呼应。由 T23(Mean=3.22，

SD=1.059)可以看出，学习者在没有教师的前提下，即使有合适的教材也较难很好地学

习古代汉语。这说明学习者对教师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很大

程度上需要教师的引导与帮助，但同时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明显。这与 Yi(2010)

研究发现的汉语母语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情况相似。他认为造成古代汉语学习者

缺乏主动性的主要原因是受以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和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

教学模式或观念的影响。我们对此表示认同。同时，我们认为这还与古代汉语本身学

习难度大有关。这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T20(Mean=3.64)说明学习者具备了

一定的如何安排时间来学习古代汉语的能力。这与学习者较能根据学习目标合理地制

定学习计划有一定的关系。T21(Mean=3.71)说明学习者具备了一定的对自己的古代汉

语学习方法进行监控的能力与意识，但是还不能很有效地对学习方法进行运用。

T22(Mean=3.52)说明学习者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且能够有意识地进行改正。T24(Mean=3.61)说明仍有不少学习者不能够做

到经常检测自己的古代汉语学习计划。我们从访谈中了解到，虽然不少学习者制定了

古代汉语学习计划，但却会因为学业任务重、执行难度大等种种原因而不能按时或根

本不去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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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泰国大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虽然具备一定的监控学习过程的能力，能

够对自己的古代汉语学习方法进行监控与做到经常检测自己的古代汉语学习计划，也

基本知道如何安排时间来学习古代汉语。但是在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仍

需加强。同时，泰国大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不少学习

者若离开教师的引导与帮助就不能有效地学习，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心理焦虑与不安。 

4.2.5评估古代汉语学习效果的能力  

表 6.“评估学习效果”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评估

学习

效果 

T25.我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 3.71 0.792 

T26.我会对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进行评价。 3.21 0.908 

T27.我知道自己是否理解并掌握了所学过的内容。 3.35 0.807 

T28.每次考试之后，我都会评价自己有没有进步。 3.92 0.839 

“评估学习效果”主要指的是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估的能力。这

也属于元认知的范畴。评估学习效果的能力对帮助学习者发现学习中的自身不足，及

时调整学习策略，制定合理科学的学习目标和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Akiko,2018)。

从表 6 中的 T25(Mean=3.71)和 T26(Mean=3.21)这两项具体项目可以看出，学习者普遍

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但是对自己古代汉语学习情况进行评价的能力却

一般。这说明学习者古代汉语自我评估的整体能力还不强。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由

于缺乏古代汉语语料环境及应用环境，学习者平时主要通过测验结果来对自己的古代

汉语能力进行评价，此做法在 T28 的调查结果中有所体现。这表明，多数学习者评估

自我古代汉语能力的方式仍比较单一。只有少数的学习者会通过独立完成课后作业、

课外阅读古代汉语文章与试着观看中国古装剧等方式来评估自己是否掌握了学习内容。

T27(Mean=3.35)说明学习者还不太擅长通过自我分析来判断自己对所学过的古代汉语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T28(Mean=3.92)说明多数学习者会通过考试成绩的升降来判

断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其实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学习者平时评估

自己古代汉语学习效果的主要方式。 

由此看来，泰国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对古代汉语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估的能力。

他们普遍知道如何对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进行评价，但是评价方式集中而单一，主要

是通过考试成绩来对自己的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和古代汉语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 

44..33 泰泰国国大大学学生生古古代代汉汉语语自自主主学学习习能能力力与与学学习习成成绩绩的的关关系系分分析析  

在探讨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之前，我们先按照

研究设计中所提到的高、中、低分组的分组标准将学习者分组。最后，我们得到高、

中、低三组学习者的人数分别为 26、27、24 人。我们将高、中、低分组学习者的古代

汉语自主学习能力调查结果与其学习成绩结果相匹配，采用 SPSS23 进行皮尔森相关性

(Pearson Correlation)分析，得到了如表 7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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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数据 

 成绩 
古代汉语自

主学习能力 

确定

学习

目标 

决定

学习

内容 

选择学

习方法

与技巧 

监控

学习

过程 

评估

学习

效果 

成

绩 

Pearson Correlation 1 .337** .209** .334** .270** .303** .341** 

Sig.(2-tailed)  .003 .048 .003 .018 .007 .002 

N 77 77 77 77 77 77 77 

**. 在置信度(双侧)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由表 7 不难看出，学习者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高低与学习成绩的高低总体上

呈显著正相关(P=0.003,P＜0.05)。也就是说，学习者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越高，

其学习成绩就越高，反之亦然。这与Akiko(2018)针对日本汉语留学生和 Wang(2020)针

对韩国汉语留学生的汉语能力与其汉语自主学习能力正相关的研究结论相同。这表明

外国汉语二语者无论是学习汉语基础类课程还是高级汉语语言类课程，其汉语能力都

与其自主学习能力密切相关。同时，从学习者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五个维度来看，

确定学习目标(P=0.048,P＜0.05)、决定学习内容(P=0.003,P＜0.05)、选择学习方法

与技巧 (P=0.018,P＜ 0.05)、监控学习过程 (P=0.007,P＜ 0.05)和评估学习效果

(P=0.007,P＜0.05)都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评估学习效果与学习成绩的皮

尔森相关系数相对最大，这表示两者的相关性相对最强，然后依次是决定学习内容、

监控学习过程和选择学习的方法与技巧，相关性相对最弱的是确定学习目标。 

表 8.自主学习能力各维度中与学习成绩显著相关的具体项目及相关性数据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确定学

习目标 
T1.我学习古代汉语有明确的目标。 .243** .003 

决定学

习内容 

T3.我能根据学习目标合理地制定学习计划。 .274** .016 

T4.为了达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227** .047 

T7.学古代汉语时，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和该努力学习的方面。 .341** .002 

T8.除了老师给的作业外，课外我有自己的学习古代汉语的计

划，知道自己该学习什么。 

.316** .005 

选择学

习方法

与技巧 

T15.学古代汉语时，遇到不熟悉的词语，我会去猜它的意思。 .276** .015 

T16.学古代汉语时，我会思考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305** .007 

监控学

习过程 

T22.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我能发现自己的错误，而且能找到错

误的原因，并且及时改正。 

.407** 
.000 

评估学

习效果 

T26.我会对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进行评价。 .278** .014 

T27.我知道自己是否理解并掌握了所学过的内容。 .321** .004 

**. 在置信度(双侧)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从表 8 我们可以发现，学习者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五个维度及其某些具体

项目都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之间显著相关。在“确定学习目标”方面，T1“我学习古

代汉语有明确的目标”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即学习者的学习目标越明确，

其学习成绩就越高。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低分组的学习者在此项目的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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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泰国大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虽然具备一定的监控学习过程的能力，能

够对自己的古代汉语学习方法进行监控与做到经常检测自己的古代汉语学习计划，也

基本知道如何安排时间来学习古代汉语。但是在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仍

需加强。同时，泰国大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不少学习

者若离开教师的引导与帮助就不能有效地学习，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心理焦虑与不安。 

4.2.5评估古代汉语学习效果的能力  

表 6.“评估学习效果”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评估

学习

效果 

T25.我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 3.71 0.792 

T26.我会对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进行评价。 3.21 0.908 

T27.我知道自己是否理解并掌握了所学过的内容。 3.35 0.807 

T28.每次考试之后，我都会评价自己有没有进步。 3.92 0.839 

“评估学习效果”主要指的是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估的能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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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中的 T25(Mean=3.71)和 T26(Mean=3.21)这两项具体项目可以看出，学习者普遍

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但是对自己古代汉语学习情况进行评价的能力却

一般。这说明学习者古代汉语自我评估的整体能力还不强。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由

于缺乏古代汉语语料环境及应用环境，学习者平时主要通过测验结果来对自己的古代

汉语能力进行评价，此做法在 T28 的调查结果中有所体现。这表明，多数学习者评估

自我古代汉语能力的方式仍比较单一。只有少数的学习者会通过独立完成课后作业、

课外阅读古代汉语文章与试着观看中国古装剧等方式来评估自己是否掌握了学习内容。

T27(Mean=3.35)说明学习者还不太擅长通过自我分析来判断自己对所学过的古代汉语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T28(Mean=3.92)说明多数学习者会通过考试成绩的升降来判

断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其实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学习者平时评估

自己古代汉语学习效果的主要方式。 

由此看来，泰国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对古代汉语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估的能力。

他们普遍知道如何对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进行评价，但是评价方式集中而单一，主要

是通过考试成绩来对自己的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和古代汉语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 

44..33 泰泰国国大大学学生生古古代代汉汉语语自自主主学学习习能能力力与与学学习习成成绩绩的的关关系系分分析析  

在探讨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之前，我们先按照

研究设计中所提到的高、中、低分组的分组标准将学习者分组。最后，我们得到高、

中、低三组学习者的人数分别为 26、27、24 人。我们将高、中、低分组学习者的古代

汉语自主学习能力调查结果与其学习成绩结果相匹配，采用 SPSS23 进行皮尔森相关性

(Pearson Correlation)分析，得到了如表 7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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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数据 

 成绩 
古代汉语自

主学习能力 

确定

学习

目标 

决定

学习

内容 

选择学

习方法

与技巧 

监控

学习

过程 

评估

学习

效果 

成

绩 

Pearson Correlation 1 .337** .209** .334** .270** .303** .341** 

Sig.(2-tailed)  .003 .048 .003 .018 .007 .002 

N 77 77 77 77 77 77 77 

**. 在置信度(双侧)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由表 7 不难看出，学习者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高低与学习成绩的高低总体上

呈显著正相关(P=0.003,P＜0.05)。也就是说，学习者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越高，

其学习成绩就越高，反之亦然。这与 Akiko(2018)针对日本汉语留学生和 Wang(2020)针

对韩国汉语留学生的汉语能力与其汉语自主学习能力正相关的研究结论相同。这表明

外国汉语二语者无论是学习汉语基础类课程还是高级汉语语言类课程，其汉语能力都

与其自主学习能力密切相关。同时，从学习者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五个维度来看，

确定学习目标(P=0.048,P＜0.05)、决定学习内容(P=0.003,P＜0.05)、选择学习方法

与技巧 (P=0.018,P＜ 0.05)、监控学习过程 (P=0.007,P＜ 0.05)和评估学习效果

(P=0.007,P＜0.05)都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评估学习效果与学习成绩的皮

尔森相关系数相对最大，这表示两者的相关性相对最强，然后依次是决定学习内容、

监控学习过程和选择学习的方法与技巧，相关性相对最弱的是确定学习目标。 

表 8.自主学习能力各维度中与学习成绩显著相关的具体项目及相关性数据 

维度 题号与具体项目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确定学

习目标 
T1.我学习古代汉语有明确的目标。 .243** .003 

决定学

习内容 

T3.我能根据学习目标合理地制定学习计划。 .274** .016 

T4.为了达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227** .047 

T7.学古代汉语时，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和该努力学习的方面。 .341** .002 

T8.除了老师给的作业外，课外我有自己的学习古代汉语的计

划，知道自己该学习什么。 

.316** .005 

选择学

习方法

与技巧 

T15.学古代汉语时，遇到不熟悉的词语，我会去猜它的意思。 .276** .015 

T16.学古代汉语时，我会思考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305** .007 

监控学

习过程 

T22.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我能发现自己的错误，而且能找到错

误的原因，并且及时改正。 

.407** 
.000 

评估学

习效果 

T26.我会对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进行评价。 .278** .014 

T27.我知道自己是否理解并掌握了所学过的内容。 .321** .004 

**. 在置信度(双侧)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从表 8 我们可以发现，学习者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五个维度及其某些具体

项目都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之间显著相关。在“确定学习目标”方面，T1“我学习古

代汉语有明确的目标”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即学习者的学习目标越明确，

其学习成绩就越高。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低分组的学习者在此项目的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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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3.47、3.14。很明显，高分组明确古代汉语学习目标的能普遍较强，而中低分

组都一般，并且低分组明显最弱。这从侧面也说明学习者在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是否

有明确自己学习目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在“决定学习内容”

方面，T3、T4、T7、T8 这四个具体项目都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这说明，学习者制定

合理的课堂与课外学习计划并清楚自己应该努力学习的内容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学习

成绩的高低。高分组的学习者普遍自我认识比较清晰，也比较能够根据自身的不足制

定学习计划、确定努力的方向与学习内容且付诸执行，而中低分组这些方面的自主学

习能力普遍相对更弱。在“选择学习方法与技巧”方面，十个具体项目中只有 T15 和

T16 这两个具体项目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学习者学习古代汉语时补偿

策略与记忆策略使用频率就越高，其学习成绩就越高。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低分

组的学习者在 T15 项目的均值分别为 3.88、3.72、3.39。这说明高中分组的学习者都

普遍擅长运用补偿策略来学习古代汉语，根据话语情境来猜测词语的意思，进而加强

整体理解，低分组在此方面则明显更弱。高、中、低分组的学习者在 T16 项目的均值

分别为 4.15、3.58、3.55。这说明高中低分组都普遍擅长运用记忆策略来学习古代汉

语。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高分组的学习者更擅长理解性记忆，中低分组的学习者死记

硬背则相对更多。在“监控学习过程”方面，T22 这一具体项目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

即学习者自主地在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其学习成

绩就越高。从调查结果来看，高、中、低分组的学习者在 T22 项目的均值分别为 4.04、

3.43、3.09。这表明高中低分组在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发现自身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

的意识差距明显，高分组学习者在该方面的意识明显较强，而中低分组则一般。在

“评估学习效果方面”方面，四个具体项目中有 T26和 T27这两个具体项目都与学习成

绩呈正相关关系。T26 与学习成绩正相关表明学习者具备对其古代汉语学习能力进行评

价的主动性意识非常重要。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低分组的学习者在 T26 项目的均

值分别为 3.46、3.32、2.85。这表示，无论是高分组还是中低分组，他们对自己古代

汉语学习能力进行评价的主动性意识都一般，高分组与低分组差距明显。通过访谈得

知，低分组的学习者基本上都是等着教师组织的测验来评估自己的学习能力，平时基

本上很少或不对自己的古代汉语学习能力进行评估，做课后作业也多是应付了事，而

高分组则多数会通过课后作业或少量的课外阅读来评估自身的古代汉语学习能力情况。

这也从侧面说明学习者评价自身古代汉语学习能力主动性意识一般与其评估方式单一

也有关。T27 与学习成绩正相关表明具有自主进行评估与分析来判断是否掌握学习内容

的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据调查结果来看，高、中、低分组的学习者在 T27 项目的均

值分别为 3.65、3.32、3.10。这表示，高分组学习者判断自身是否掌握学习内容的意

识明显较强，而中低分组则一般，这容易导致尤其是低分组的学习者对自身学习情况

产生错误的认知而使学习成绩难以提高。 

由此可见，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在整体上及其五个维度上的自主学

习能力都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评估学习效果与学习成绩的相关

性相对最强，确定学习目标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相对最弱。在二十八个具体项目中有

十个具体项目与学习成绩正相关，这意味着该十个具体项目对学习成绩具有一定的预

测性，应重视与加强这些具体项目之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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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3.47、3.14。很明显，高分组明确古代汉语学习目标的能普遍较强，而中低分

组都一般，并且低分组明显最弱。这从侧面也说明学习者在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是否

有明确自己学习目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在“决定学习内容”

方面，T3、T4、T7、T8 这四个具体项目都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这说明，学习者制定

合理的课堂与课外学习计划并清楚自己应该努力学习的内容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学习

成绩的高低。高分组的学习者普遍自我认识比较清晰，也比较能够根据自身的不足制

定学习计划、确定努力的方向与学习内容且付诸执行，而中低分组这些方面的自主学

习能力普遍相对更弱。在“选择学习方法与技巧”方面，十个具体项目中只有 T15 和

T16 这两个具体项目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学习者学习古代汉语时补偿

策略与记忆策略使用频率就越高，其学习成绩就越高。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低分

组的学习者在 T15 项目的均值分别为 3.88、3.72、3.39。这说明高中分组的学习者都

普遍擅长运用补偿策略来学习古代汉语，根据话语情境来猜测词语的意思，进而加强

整体理解，低分组在此方面则明显更弱。高、中、低分组的学习者在 T16 项目的均值

分别为 4.15、3.58、3.55。这说明高中低分组都普遍擅长运用记忆策略来学习古代汉

语。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高分组的学习者更擅长理解性记忆，中低分组的学习者死记

硬背则相对更多。在“监控学习过程”方面，T22 这一具体项目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

即学习者自主地在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其学习成

绩就越高。从调查结果来看，高、中、低分组的学习者在 T22 项目的均值分别为 4.04、

3.43、3.09。这表明高中低分组在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发现自身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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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主动性意识非常重要。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低分组的学习者在 T26 项目的均

值分别为 3.46、3.32、2.85。这表示，无论是高分组还是中低分组，他们对自己古代

汉语学习能力进行评价的主动性意识都一般，高分组与低分组差距明显。通过访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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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对最强，确定学习目标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相对最弱。在二十八个具体项目中有

十个具体项目与学习成绩正相关，这意味着该十个具体项目对学习成绩具有一定的预

测性，应重视与加强这些具体项目之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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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结结论论与与建建议议  

55..11 研研究究结结论论  

本文以皇太后大学汉学院汉语师范专业的古代汉语学习者为例，采用问卷调查与

抽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泰国本土大学生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情况进行了考察

与分析，并探讨了其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发现： 

1)泰国大学生总体上具备一定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具有一般的确定自己的

学习目标及选择自己的学习方法与技巧的能力与较好的决定自己的学习内容、监控自

己的学习过程、评估自己的学习效果的能力。其中，确定自己学习目标的能力相对最

薄弱，选择学习方法及技巧的能力也较弱，这两个维度的自主学习能力都亟需加强。 

2)在古代汉语的学习过程中，泰国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各个维度还存在的问

题主要有：对自己的学习方向不够明确；缺乏一定的决定课外学习内容的能力，在制

定学习计划方面的意识还比较薄弱，执行力也还不强，对自己不擅长的地方有抗拒心

理；比较擅长运用情感策略、记忆策略与补偿策略，但元认知策略、社交策略和认知

策略的运用都有待加强，特别是认知策略和社交策略的运用能力还比较薄弱；虽然具

有一定的监控学习过程的能力，但是在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仍需加强，

同时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对自己的古代汉语能力进行评价

的方式集中而单一。 

3)对于学习古代汉语的泰国本土大学生来说，无论是整体自主学习能力还是各个

维度的自主学习能力总体上都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泰国大

学生古代汉语总体与各维度自主学习能力越强，学习成绩就会越好，反之亦然。在各

维度的具体项目中，五个维度共有十个具体项目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呈正相关，这应

成为具体重点培养与加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55..22  教教学学建建议议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结合前人们有关汉语二语者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成果

(Ding,2010、2011;Yu,2017 等)，我们认为，在古代汉语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应从以下

三个方面来重点培养或提升泰国大学生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 

1)加强教师的自主教学意识与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意识。 

从调查结果与访谈中我们都发现，在古代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

习者都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然而，Butler & Winne(1995)认为最有效的学

习者就是自主学习者。Cohen(2004)更是明确地指出，语言学习的成功取决于学习者本

人，取决于学习者自身的因素及其充分利用学习机会的各种能力。欧洲理事会文化工

作教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2008:135)颁布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

教学、评估》明确指出：“真正的学习发生在单纯的教学之后”。可见，学习者自主

学 习 能 力 的 培 养 对 语 言 学 习 至 关 重 要 。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对 此 也 早 有 论 述

(Jin,2001;Xu,2004;Zhu,2004 等)。对于古代汉语的学习也理应如此。作为在课堂教学

中起主导作用的教师应树立自主教学的意识，在对泰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探究

如何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为学习者创造自主学习的最佳环境，提供自主学习所需要的条

件，帮助学习者采用科学有效的学习策略，促使泰国学习者养成对自己的学习负责的



A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Caijun Lin 

  18  

Journal of Sinology Vol.17 No.1 (January – June 2023)

 

18 
 

学习态度，让其自觉、积极地参与学与用的语言实践中。具体来说，在课堂中，教师

应该运用现代化教学媒介与手段来教授古代汉语。教师要把课堂教学设计成以互动为

主的参与式教学方法，尽量采用启发式与讨论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其中。在课外，教

师也应为自主性尚不足的泰国学习者创设古代汉语自主学习平台。比如在网上建立共

享型与反馈性学习平台，为学习者提供课外学习资料、练习题与参考答案、难点解析、

古汉今用影视短片或古代汉语语言景观语料等，便于学习者通过自学来巩固所学内容

与评测自身的学习效果，教师也要及时与学习者互动给予反馈。作为学习者，同样要

明确自主学习的重要性。教师应指导古代汉语学习者积极改变以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

育观念与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突出学习者自身的主体作用，不但要在

教师创设的自主学习环境中积极发展与提高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而且自身还应在课

外积极寻找自主学习的机会。总之，要发展与提升泰国学习者的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

力需要加强教师的自主教学意识与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意识。 

2)明确学习目标与合理制定及自信执行学习计划。 

Akiko(2018)指出，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有助于学习者确定学习内容与方法。

Wang(2020)也认为，明确学习目标是影响自主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具有定向、调

节、维持与评价功能。学习者的学习目标是否明确与合适会对其自主学习能力产生重

要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学习者对自己古代汉语的学习方向不够明确。同

时，“我学习古代汉语有明确的目标”这一具体项目能力越强，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就

越高。这说明，在学习古代汉语时，学习者的学习目标越明确，其“确定学习目标”

这一维度自主学习能力就越强，学习者的整体自主学习能力也会随之增强。因此，作

为教师应该指导学习者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总目标，在首节课可以跟学习者讨论自己的

教学目标或提供一些学习者可以选择的学习目标，指导学习者根据自身的学习背景或

情况设定或选择合适的可实现的总体学习目标与短长期目标，并要把这些目标具体化

简单化可操作，同时要随着学习进度与效果调整自身的学习目标。这样学习者可以通

过自身的努力完成一个个小目标，获得一定的成就感，达到提升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

的意识。另外，本研究发现“决定学习内容”这一维度中的四个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

的具体项目中都与决定课外学习内容与制定且执行学习计划有关，但正是学习者尚欠

缺的自主学习能力。作为教师要充分发挥学习者的自主性，让学习者明确自己要学习

什么、怎么安排时间去学习、怎么学习，引导与协助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从实

际出发制定合理、详细、可实行的学习计划，避免太过繁琐或不切实际。同时，在学

习者执行学习计划的过程中，教师应及时帮助与鼓励学习者坚持执行自己的学习计划，

增强学习者的信心，摆脱畏难情绪。总之，在整个古代汉语学习目标的确定与学习计

划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教师要扮演好引导者、协助者、鼓励者的角色，逐渐让学习

者养成自主确定学习目标与制定学习计划的意识，从而达到增强自身自主学习能力的

目的。 

3)积极运用多种学习策略，培养自我监控意识，丰富自我评价方式 

Maclntyre & Noels（1996）认为，学习策略有助于学习者对学习过程的理解掌握，

减少学习者学习中的困惑和焦虑，保持其学习热情和动力或者改善学习态度，提高学

习动力。同时，学习策略是可教的(Oxford,1990)，这也成为语言教学界的共识。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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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的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学习策略运用情况，作为教师，既要巩固与继续提

升学生相对比较擅长的情感策略、记忆策略与补偿策略，也要让学习者掌握运用还一

般的元认知策略、社交策略和认知策略，特别是要加强比较薄弱的认知策略和社交策

略的运用。在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习者认识到学习策略能够帮助自身提

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产生主动想要了解学习策略的想法。之后教师就可以结合教

学实际与学生的情况在具体的学习内容或学习任务中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比如教授

学习者一些记忆生词的方法，设计互动式教学内容让学参与其中，增加实践性的教学

活动。同时教师要鼓励与引导学习者课后小结，对比多义虚词的用法规则，根据课文

内容进行角色扮演，与同伴互问互答，先复习然后再独立完成课后练习，通过影视材

料和课外阅读或生活中的华语景观来温习所学内容，以达到在实际运用中尽早发现并

解决问题之目的。教师在此过程中应给予学习者及时的监督、反馈和纠正，要有针对

性的进行干预，帮助学习者提升与自主地运用多元学习策略来学习古代汉语。 

同时，作为元认知范畴的自我监控与自我评价这两个维度的自主学习能力也至关

重要。自我监控是学习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有助于及时调整学习目标，调节学习计

划与学习策略等。针对泰国大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在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不足与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的自我监控能力问题，教师要不断提醒学习者主动地对

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监控，包括及时发现与记录学习中的问题，自主监控自身的学习

目的、学习计划与学习策略的落实情况。要学习者由此逐步学会学习并对自身的学习

负责，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逐步摆脱传统教育模式中学习者在学习上对

教师的依赖，从而达到培养与提升学习者自我监控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样，自我评价

在促进与指导学习者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针对

多数泰国大学生在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仅以平时测验或期中期末考试来评价自身的学

习效果的问题，教师首先应向学习者强调及时与短长期自我评估的重要性及意义。然

后要鼓励学习者在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养成回顾学习过程并撰写学习心得，对自身刚

学、短期或阶段性的学习内容通过课后作业、课外阅读与实践、同伴互问互答、与教

师交流等多种非考试形式的方式及时进行评估与反思。如能从学期开始就让古代汉语

学习者坚持这样做，就能建立起良好的多方式的自我评估的习惯，养成自我评价的意

识，从而促进学习者古代汉语自我评价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乃为泰国大学生古代汉语自主学习能力的一种初步探

索，仅调查了一所大学且调查与访谈人数均有限，研究结论还有待更多研究来验证。

后续研究可以扩大调查范围，增加调查与访谈人数，增设自主学习能力调查问卷的具

体项目，采用实验组与控制组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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