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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结合本院留学生的特点，应用现代心理学

中的“元认知”理论进行了探索.#/。

“元认 知 ”0123,4’56737’68概 念 是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弗莱维尔（9):);(,<2((）!$ 世纪 =$ 年代提出的 .!/。“元

认知”包括 " 个基本成分：#）“元认知”知识，是认知

主体关于认知活动的一般性知识，关于认知任务的

知识，关于认知策略的知识。!）“元认知”体验，是主

体在从事认知活动时所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它可

以清楚地被主体意识到，也可以是处于下意识的状

态。"）“元认知”监控，是指主体在进行认知活动的

过程中，对自己的认知活动不断监控、调整的过程."/。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元认知”理论的实质

就是以留学生为中心，突出个体对自己学习过程策

略的认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他们对学

习活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要将“元认知”理论

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在传统

的、几乎成为定式的教育体系下，留学生一直处于

受控的地位，学生的主动性很难得到充分发挥，而

自我监控系统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见图 #，图 !。

图 # 是教师传授学生现成的知识、学习方法，

按照自己的想法控制并随时调整学生的“不良”行

为，使之完全按照“合理”的方法学习正确知识的系

统。图 ! 是将自主权交给学生，由学生自主监控调

节自己行为的方法。在图 ! 中，教师只是帮助学生

改变旧有的习惯，引导学生启动自我监控系统。

在基础汉语学习阶段，语言教学主要是通过教

师课堂讲授进行的。由于教师具有经验及占有学习

材料的优势，留学生在学习中渐渐习惯并接受、服

从这种教学方法，这种学习的“捷径”使留学生逐渐

丧失了独立学习的能力。

8 分析中医专业课阶段的汉语教学与基础汉语阶

段汉语教学的不同点

898 学习重心转移 进入中医专业课学习后，专业

课的时间大幅度增加，而汉语教学成为一种辅助课

程，学时数由每周 !$ 学时下降到每周 % 学时。随着

学习内容的改变，留学生的学习重心迅速转移到中

医上来。

89: 术语与非日常用语激增 由于受词汇量的限

制，大部分留学生的汉语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听懂专

业课的需要，随着专业课程的展开和不断深入，留

学生普遍感到学习吃力。

元认知理论在留学生中医专业课
阶 段 汉 语 教 学 中 的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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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汉语考查、监控相对困难 进入中医专业课阶

段的学习后，一部分留学生因为汉语水平考试./012
成绩达到 3 级而免修汉语，汉语学习的班制也因此

发生一些变化，使汉语学习的监督机制不如第一学

期规范。

; 从培养与开发留学生“元认知”能力，突出学生

的主体作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教和学形成

良性循环，达到提高学生汉语水平的目的

;98 转变学生被动学习的观念 要改变学生被动

接受知识的状况，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思想。因此首

先加强教师对“元认知”理论的学习，通过系统学习

使教师认识到：教师的责任不仅是对学生授之以

“鱼”，而且应该授之以“渔”，学生有能力了解自己

的特点，并能根据自己的特点创造自己的方法。

在教师思想观念改变后，便着手将“元认知”理

论应用于教学中，帮助学生转变观念。这是一个相

当艰苦的过程：#）使留学生认识到主体认知的重要

性，逐渐摆脱处处依赖教师的思想。!）通过留学生

对自己特点（包括汉语语言能力、兴趣、爱好、性格

特点等）的分析，使得每个学生能对自己学习的优

势和不足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教学中尽量放

手，给留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启发他们提出问题，并通过思考独立解决问题4%，56。

;9; 从外界监控到自我监控 传统的教学监控方

法是外界监控，即教师认真备课，精心设计教学，细

嚼慢送，不遗漏每个知识点，并通过定期测试检查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种通管式的监控方式阻

碍了留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养成了学习上坐享其成

的惰性。大部分留学生在学习中已经习惯于被动地

接受外界的监控，一旦要求学生进行自我监控，他

们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入手。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完成从外界监控到自我监

控的过渡。作法是由浅入深，把以前教师在教学中

独揽的工作逐步转移为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如学

生根据课文互相提问；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归纳知

识点；学生自己设计练习题等。在这一增一减的过

程中，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就得到了逐步提高，同时

学生通过独立设计问题提高了兴趣，树立了信心，

也增加了学习的主动性。在留学生逐步增强自学能

力的同时，教师的主要工作转变成协助学生设计监

测卡（问题错误分析卡、课外阅读时间记录卡等），

帮助他们养成自我监控的习惯。

;9: 加强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在应用 “元认

知”理论提高留学生学习水平的实践中，笔者注意

到一些非智力因素发展较好的学生往往进步很快。

非智力因素是指除注意、思维、记忆和想象等智力

因素以外的那些间接参与学生语言认知过程的个

性心理因素，如兴趣、动机、情感、意志和性格等。在

教学中，主要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意志力和学习态

度 " 个方面。#）留学生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缺

乏必胜的信念，就会阻碍他取得更大的成绩，因此

首先要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发现留学生（特别是

自信心动摇的留学生）的自身优势，因势利导，使学

生觉得“我能行”，摆脱自卑心理，并通过学习取得

成功的体验。在树立学生自信心的同时也应该避免

学生产生骄傲、自负等不良心理。!）培养留学生的

意志力。进入专业课阶段，学习中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困难，意志稍一松懈就会半途而废，因此坚强的

意志品质是获得知识的前提保证。教学中应使学生

作好克服各种困难的准备，认识到不管是学习上、

生活上还是身体上的困难，只要正确面对，都是可

以战胜的。"）端正留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学生认识

到汉语水平的提高是长期而艰苦的，必须抛弃速成

思想。只有在学习中树立了积极的学习态度，才能

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养成良好的自我监控习惯，

并贯穿学生学习的整个过程43，76。

留学生学习的过程是能动地、有效地调动自我

思维的过程。“元认知”训练可以帮助进入中医专业

课阶段的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对汉语学习过程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完善，从

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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