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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结合网络学习的特点，通过对元认知概念的探源，分析了元认知在网络学习中的作用，尝试提出了几条培养学生元认

知能力的有效途径，以期提高学生的网络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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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对教育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所提供的便捷的学习机会、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及优质、高效、满足个性化需求

的课程和多媒体教材，提高了教育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学生在利用网络进行学习时，有的迷失于信息的海

洋中，导致学习效率低下；有的沉溺于网上聊天和游戏，导致网虫现象蔓延。面对网络，显然传统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已不能适应现

有学习环境，而新策略、新方法又未完全建立起来，往往导致不少学生面对网络学习环境时，茫然不知所措；同时网络学习远离教

师和家长的监控，过多地依赖于学生的自控能力，导致不少学生自信度降低，对网络学习产生了畏惧感。如何提高网络环境下学生

的适应性，完善其学习策略，就成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教学过程中丰富元认知知识，提高元认

知能力，不仅可以开发学生智力，而且可以很好地解决“如何有效地使用网络进行学习”的问题。 

一、元认知概念 

１、元认知的由来 

心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关注哲学中“自我意识的本质”问题。１９世纪末期，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孔德（Ａ．Ｃ

ｏｍｔｅ）对诞生不久的心理学领域的自我意识研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思考者无法将自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进行推理思考，

而另一部分却在观察这种推理。……这种观察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是著名的孔德悖论。为回答孔德悖论，１９５６年，哲学家

塔斯基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元”，将人类的意识过程分为客体层次和元层次。到１９７６年，心理学家弗拉维尔又依据“元”的概

念首次提出了“元认知”一词，并完善和发展了元认知理论。 

２、元认知的涵义 

所谓元认知就是个体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知。我们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或想象属于认知活动，而元认知则是对感觉、思

维……这些认知活动的认知，是个体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自我体验、自我调节，它包括对当前正在进行的认知过程动态
和自我认知能力静态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认知。网络学习过程中，元认知能使学习者有效的反省、评价及直接认识各种活
动，监督学习者的学习过程。 

３、元认知的组成 

从元认知的构成来看，它主要包括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监控三个成分。元认知知识是指个体具有的关于认知活动
的一般性知识，既包括有关认知个体、认知材料和认知任务方面的知识，又包括有关认知策略方面的知识，元认知知识可以使学习
者有效的反省、评价及直接认识各种活动，监督学习者自身的学习活动；元认知体验是指伴随着认知活动而产生的认知体验或情感
体验，可以是对“知”的体验，也可以是对“不知”的体验，至于产生什么体验，与个体在认知活动中所处的位置，和取得的进展

或其可能性直接有关；元认知监控就是指在认知活动的过程中，个体将正在进行的认知活动积极进行监控，并相应地对其进行调

节，以迅速达到预定的目标。它主要有计划、实行控制、检查结果、采取补救措施等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元认知知识是元认知监

控的基础，而元认知监控集中表现在如何有效地协调元认知知识，使之相互作用，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二、元认知在网络学习中的作用 

从元认知的角度考虑，学习活动不仅仅是对所学材料的识别、加工和整理过程，而且也是对该过程进行积极监控、调节自身学

习活动的思维过程。因此元认知在网络学习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意识性 

简单地讲，就是学习者明确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干得怎样、进展如何。元认知对于网络学习的意识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提

高学生的定位感，二是增强学生的反省意识。 

在基于网络的开放式学习环境中，学习者的定位感对学习质量和效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定位感高的学习者能时刻关注他们在

网络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清楚他们为什么航行到这里，以及如何在系统中回到原来的位置；而高度的不能定位感，容易导致学生在

信息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流连忘返，缺乏自信，造成学习任务延误，学习效率低下。 

元认知，又称反省认知，直观地表达了在进行网络学习时，反省意识强的学习者，不仅重视对学习对象和任务的研究，而且时

刻清醒地注视着自己的思维活动过程：这个问题具有什么特点﹖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哪些策略﹖这些策略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在

学习过程中也时刻在反思：这样的学习效果如何﹖方法是否对头﹖下一步应该怎引走﹖要不要修改原来的想法等等。 

正是由于元认知对自身认识活动的意识作用，才使学习者能有效地监控和调节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习朝着既定的目标尽快而

有效地前进。 



２、策略性 

认知策略作为元认知知识的核心成分，是指在使用网络学习时，学习者能认识到可以利用的策略有哪些，各种策略使用的条件

与范围，能根据不同任务、不同情境选用有效的策略。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思维水平、智力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元认知发

展水平的制约。优秀生与学习困难生的差别在于，优秀生的元认知策略指向问题解决，对问题解决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而学习困难

生的元认知主要是对任务难度的自我评价或是只想放弃做题，对解决问题的帮助不大。正如初学投篮的人，总是盯着篮筐，拼命地

想投进去，而高手却时刻关注自己的技术和动作。在使用网络进行信息搜索时，元认知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常会尝试使用不同的搜

索引擎，选择更多的关键词和有关专业术语进行检索，从而有效获取信息，提高学习效率。 

３、调控性 

所谓调控性，就是学习者能随时根据自己对学习活动的审视和反省，不断作出调节、改进和完善，使认知活动更有效地向目标

逼近。 

从元认知的角度来考虑，学习过程不仅是对所学材料的识别、加工和理解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该过程进行积极的监

控、调节的过程。在网络上搜索信息的过程中，元认知水平高的学习者不仅表现出较高的扩展思维能力和对信息进行定位的能力，

而且能应用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策略，有效地确定学习需求，评价可用的机制，监督和审查自己的学习活动，及时调整学习策略。

实践表明，网络学习中的优秀生与差生在元认知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优秀生一般都有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善于选择适合自己个

性的上网时间和方式，善于分析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当认知出现偏差时，能适时地警告自己，及时地反省找到问题的症

结并加以纠正，善于总结学习中的经验和教训，能对自己的学习动机、态度和认知水平作出合理的评价，能根据各种情况控制、调

节自己的学习。在上述这些方面，差生都明显地不如优秀生，他们更容易放纵自己， 

三、网络教学中元认知能力的训练与培养 

在网络教学中，如果能重视元认知的训练与培养，提高学生的元认知监控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网络学习能力。 

１、丰富元认知知识 

在元认知尚未发展之前，学生的学习活动通常是在教师家长等他人的直接指导、要求、监督下进行。离开了成人的指导和安

排，学生往往就束手无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学生对自身特点和学习任务认识不足，有关学习策略的知识相对缺乏，自我学习

的意识、自我监控的能力尚未形成造成的。 

对应于元认知知识的组成部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丰富学生的元认知知识：①分析自身学习特点，选择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例

如，采用网页浏览直接处理好，还是打印输出后书面处理好；是在家庭上网效率高，还是在机房上网效率高。②清晰了解学习任

务，准确把握任务性质、特点、要求以及要达到的程度，合理分配学习时间和注意力。例如：多媒体化是网络学习的显著特点，媒

体演示在学习的初期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但随着年龄增长、思维能力的提高，可能制约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如何实现这种跨

越；尽管网络提供了双向答疑功能，如何有效使用。③积累一定的学习策略，并能根据不同内容和要求，选用相应的学习策略，在

学习某个知识之前，要求学生考虑有哪些策略可供使用，哪种策略完成当前任务最佳，提高学生选择和运用策略的自觉性。 

２、积累元认知体验 

在弗拉维尔的元认知监控理论中，最活跃的成分就是元认知体验，它能够对元认知发生强烈的影响。首先，个体在体验到失败

或困难时，可能修改甚至放弃原有目标，其次，它会导致个体对元认知知识进行增加、删除和修改。最后元认知体验能够激活有关

策略的使用。 

网络学习中的认知策略主要包括获取信息的策略与处理信息的策略。认知策略的学习与一般知识的学习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

仅靠教师的传授是教不会的，必须让学生在教师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实践去体会、领悟、总结、概括，经历一个从不知到知、从学会

到会学的认知升华过程。使用“任务驱动法”进行网络学习，无疑是丰富学生元认知体验的有效途径。例如：学生使用网上资源完

成学习任务时，可以体验到网络的种种益处；在捕捉信息的过程中，会体验不同搜索引擎的优缺点；在解读信息的过程中，会获得

评价、简约和有效使用信息的有关策略；在使用不同的问题解决策略，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控制和诊断自己所做的决策，选取

解决特定问题的最佳策略，从而增强学生的网络学习能力。 

３、训练元认知监控能力 

元认知监控是元认知的核心。已有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基础知识上，学生学习的自我监控水平已成为影响其学习成功的关键因

素。 

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根据网络学习的特点，分阶段有针对地对学生提出认知监控的要求，会收到较好的效

果。在网络学习之初，要求学生制定严格的学习目标和实施计划，提供有效监控的参照系；在学习过程中，时刻提醒学生心中有目

标，加强对自身特点和学习任务的分析，尝试使用不同的学习策略，注意排除内外干扰，加强自控，保证学习计划的顺利完成。在

学习结束后，要求学生回顾问题解决的过程，对学习中出现的错误，认真分析并及时加以补救，对选用的学习策略进行比较，对学

习结果进行评价，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学生的元认知监控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必须经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再到自动化的过程，因此，对元认

知能力的训练要坚持长期渗透，潜移默化，最终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作者单位：泰州师范专科学校信息科学系 江苏泰州  ２２５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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