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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Oxford (2017)的策略性自我调控模型，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混合教

学背景下485名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的社交策略使用情况。结果表明，大学一年级学生对社会策略的使

用情况处于中等水平；在为社交活动制定计划、为社交活动组织学习和获取资源以及对社会策略使用进

行监控和评估三个方面表现不足；不同成绩的学生在制定计划能力、组织学习和获取资源能力以及自我

监控和评估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结果对混合式教学背景下大学生的英语社会文化能力培养

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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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ategic Self-regulation Model of Oxford (2017),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485 non- 
English freshmen on their use of social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Blended Teaching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social strategies by the first-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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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aduates is at an intermediate level; the problems lie in the inadequacy of three aspects: 
planning for social activities, organizing learning and obtaining resources for social activities, an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the use of social strategies;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in the ability of 
planning, organizing learning and obtaining resources, and self-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mong 
freshmen at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social and cultural awareness in English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blend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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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后疫情时代下，传统课堂学习与网络线上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成为一种潮流。相较以往，大学

生需要更多地进行网上在线学习，只针对于传统课堂教学的学习策略已不能满足现在的要求。目前对于

学习策略的研究关注认知、动机、情感策略比较多，但对于社会策略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有必要对混合

教学背景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策略使用情况展开调查，探索大学生对于混合式教学的适应情况。 

2. 文献综述 

学习策略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教学领域的热点课题。早期学习策略研究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

聚焦于语言学习者的思维和学习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研究者们将语言学习策略和自主学习结合

起来，同时更加关注学习策略与社会文化的关系。Oxford (1990)提出了学生应成为自主学习者这一观点，

强调培养学习者的自我调节能力[1]。二语学习涉及认知、交际、文化和身份等多种因素，国外学者从社

会文化视角探索了学习策略中社会文化因素的价值。如 Vygotsky 的最近发展区认为，学习者通过与能力

更强者进行不断的对话，并以自我调节的方式内化更高层次心理加工过程[2]。Lave & Wenger (1991)指出，

通过社会互动能促进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如新手学习者开始时处于某领域实践社区的外围，通过不断

向位于中心的老师或专家学习，逐渐融入到实践社区的活动之中[3]。Gao (2010)通过访谈研究了在港学

习的大陆学生在参加英语活动时，社会、政治、心理和激励等因素对于学习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情

境因素，如学习资源的丰富性和局限性、与同龄人的互动机会、文化信念以及家庭压力等，有助于制定

学习策略，促使二语学习者从采用死记硬背方法转向使用与高语言水平者互动的学习策略[4]。 
近年来，受国外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转向影响，我国外语界学者开始关注学习策略的社会文化特征，

如徐锦芬和雷鹏飞(2018) [5]、雷霄和潘嘉倩(2019) [6]，然而对于混合学习背景下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学习

策略使用情况及其有效性仍缺乏研究，尤其是缺乏基于“自我调节”理论对不同类型学习策略使用情况

的实证研究。2017 年，Oxford 提出的自我调节学习策略框架(Strategic Self-Regulation，简称为 S²R 模型)
在宏观层面将学习策略分为认知、动机、社会和情感四大领域[7] [8]。社会策略主要是指学习者在与其他

学习者或本族语使用者进行交际时所使用的方法或策略。社会策略关注学习者在学习群体中与其他学习

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可体现为学习者对于交际中社会文化资源的关注、针对社会文化资源制定计划、对

于社会文化资源的组织和获取以及对自己参与社会交际方面进行监督等内容。社会文化能力相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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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询问有关母语者目标文化的问题，出现令人困惑的文化情况时寻求帮助来理解这一文化差异，转换

角色及想象目标语说话者的感受和想法，关注目标语文化中个体的复杂特征以克服刻板印象等。根据 S²
R 模型，语言学习者可以通过社会策略来促进社会文化能力。由于目前国内缺少对于混合教学背景下中

国英语学习者的社会策略调节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拟基于 Oxford (2017)的自我调节学习策略框架，采用

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混合学习背景下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 

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具体研究以下两个问题：1) 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社会策略总体使用情况如何；

2) 影响学生社会策略使用的因素有哪些？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某省属高校的非英语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该校针对该年级学生进行了新一轮

教学改革，强调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本研究调查了 12 个专业的 485 名学生，其中男

生 253 人，占 52%；女生 232 人，占 48%。受试平均年龄是 19.5 岁，样本覆盖全校文理工农各专业，如

表 1 所示。 
 

Table 1. Subject specialty distribution 
表 1. 受试者专业分布 

专业 人数 百分比 

日语 50 10% 

云计算 32 7% 

机器人 30 6% 

植物保护 43 9% 

动物医学 43 9% 

通信工程 46 9% 

土木工程 49 10% 

电子信息工程 56 12% 

测控技术与仪器 30 6% 

化学工程与工艺 42 9% 

国际经济与贸易 27 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7 8%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根据 Dornyei 和 Taguchi (2011) [9]关于问卷编制基本步骤的论述，进行问卷初测、题项取舍和

问卷再测。研究初期，基于 Oxford (2017: 155) [1]的社会领域策略示例作初版调查问卷，由研究小组成员

先行试做，删除整合一些不易被理解或重复的问题，后再由小组成员找身边同学进行小型试验，再次修

改调查问卷，最后确定调查问卷最终版本，由任课教师转发至班级群进行广泛调查。最终问卷分为两

部分：第一部分收集受试基本信息，包括性别、专业等；第二部分是社会调节元策略问卷，包含 17 项

问题，分为 4 个类别：关注任务中的社会文化因素(Q1~Q3)、为社交活动制定计划(Q4~Q7)、为社交活

动组织学习和获取资源(Q8~Q11)、对社会文化因素进行监控和评估(Q12~Q17)。问卷采用李克特标准 5
分量表形式，数字“1~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符合”、“比较符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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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符合”。 

问卷结束后进行了访谈。以大学英语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为依据, 从高分组(前 25%)和低分组(后
25%)中各选取 6 名学生，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式，访谈话题和调查问卷一致,旨在了解有哪些因素影响学

生的社会策略使用。访谈内容以录音形式保存，后期转写并整理成文本。 

4. 结果与讨论 

(一) 混合教学背景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策略使用情况 
对受试者的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总体和各类别的Crobach’s Alpha值分别为0.784、0.722、

0.756、0.735、0.761，都在 0.70 以上，因此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参见表 2。
依据 Oxford 和 Burry-Stock (1995) [10]对 5 级量表的划分标准，平均值等于或高于 3.5 为高频使用，介于

2.5 和 3.4 之间为中等程度，低于 2.5 为低频使用。结果显示，各题项均值在 2.47 到 3.53 之间。17 个调

查问题中有 15 项处于中等水平，处于高频使用和低频使用的分别只有 1 项。17 个问题中共有 9 个问题

的平均值大于 3，但最高值仅为 3.53，总均值为 3.01。平均值最高的题项是 Q1“我了解自己的性格类型

(内向型、外向型)，并知晓此性格倾向对于英语学习的影响”，说明大部分受访者知晓个人性格倾向对于

英语学习的影响，并能有意识地使用此策略，发挥性格倾向的积极影响，降低负面影响。平均值最低的

题型是 Q9“我会进行大量的听力和口语练习”，说明受访者对听说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总体来看，非

英语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对社会策略的使用情况都处于中等水平。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类别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关注任务

中的社会

文化因素 

Q1.我了解自己的性格类型(内向型、外向型)，并知晓此性格倾向对于英语学习的

影响。 
3.53 0.932 

Q2.我关注英语文化因素(如文化特点、交际方式等)，及其与汉语文化之间的差异。 2.92 0.958 

Q3.在情景对话中，我会把自己导入对话的角色。 3.16 1.072 

为社交活

动制定计

划 

Q4.我会优先考虑自己设定的学习目标，而不是老师设定的目标。 3.11 1.037 

Q5.我会制定改进自己英语语音语调的计划。 2.73 1.023 

Q6.我在遇到语速较快的、对自己有较大难度的英语对话时，能让自己全神贯注。 3.24 1.084 

Q7.我能制定计划，以在英语学习中获得更多经验。 2.93 0.950 

为社交活

动组织学

习和获取

资源 

Q8.我会寻找与英语母语者或英语熟练者交流的机会。 2.52 1.028 

Q9.我会进行大量的听力和口语练习。  2.47 0.937 

Q10.我喜欢做互动任务，并且在互动任务中掌握主动。 2.69 1.018 

Q11.我会寻找优秀电影，使自己更好地了解英语文化。 3.46 1.093 

对社会文

化因素进

行监控和

评估 

Q12.我在对话中监控自己在英语表达和理解上是否准确。 2.92 1.013 

Q13.在执行口语任务时，我会主动发问，引导话题，或积极进行有意义的协商，

推动任务进行。 
2.69 0.980 

Q14.我在与老师用英语交流时，认真聆听老师的答复，以检验自己是否表达清晰。 3.24 0.999 

Q15.我在每次完成交际任务后，反思自己的口语表现。 3.15 0.975 

Q16.我会监控自己使用的交际策略是否得当，并评估是否需要调整策略。 3.14 0.946 

Q17.我会反思自己对学习伙伴是否有太多依赖，是否应该更加独立。 3.27 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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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策略的四个类别按均值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关注任务中的社会文化因素(3.20)、对社会文化因素

进行监控和评估(3.12)、为社交活动制定计划(3.02)、为社交活动组织学习和获取资源(2.85)。这表明，他

们对于任务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意识较强，然而对于为社交活动组织学习和获取资源的意识较弱。 
(二) 影响学生社会策略使用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学习者对社会文化因素及相关策略的感知情况，我们参考 Gao (2010)、Oxford 

(2017)和雷霄、潘嘉倩(2015)的研究设计了访谈问题，邀请 12 位受试谈论影响社会策略使用的因素。通

过“焦点小组”方式，将 12 位受试分成四组，每组 3 人，每组访谈时间约 30 分钟。访谈围绕两大问题

展开：1) 受试在英语学习中实际使用的社会交际策略有哪些?2) 受访者使用英语进行社交经常遇见哪些

困难? 希望获得怎样的帮助和支持。按照受访者所提及的频次，我们抽取前 20 的关键词，通过概念归纳

整合，获得五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即性格、关注程度、制定计划能力、获取资源能力及自我监控和评估

能力。 
1) 性格因素。访谈显示，性格外向型同学更喜欢寻求互动任务，并在任务中掌握主动权。而性格内

向型学生虽知晓性格内敛对社会学习策略使用的不利影响，却并未制定相关计划以弥补这种不足，因此

社会策略使用情况不理想。高成绩学生根据不同的学习任务选择合适的学习方式，同时更加善于利用同

伴互动进行学习。如 S1 指出，“我认为对于不同的学习内容，我更倾向于不同的学习方式，因为我们要

根据学习材料来安排学习方式。比如说我们进行有难度的知识的学习，肯定是需要老师讲解的，但是讲

解之后需要同伴之间相互合作，小组讨论，然后更好地理解老师所讲的知识。在小组讨论中学习组员所

理解到的东西，或者是切入问题的角度。所以我更倾向于课堂听讲之后再去同伴互动。”而低成绩学习

者基本上采取被动态度，而且课内外缺乏与教师互动，S7 指出，“我个人更喜欢课堂上听老师讲解，还

有课堂内外与老师互动。但是我和老师的互动还不够，因为我上课不是特别积极，大部分都是在听老师

讲。由于性格的原因就是比较内向，我一般一周只回答一两次问题。”S8 认为，“和老师互动较少主要

是性格原因，比如高中时在老师下课之后很多同学找他问问题，而我就不敢去找老师，我觉得不太敢说。

我害怕和老师聊天会暴露自己的弱点，把自己弱点暴露给别人，会感觉不太舒服，别人知道了可能会嘲

笑我。其实也不会嘲笑，但是还是感觉会有那种问题出现。因此，自然而然地不太愿意与老师进行互动。” 
2) 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程度。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对英语国家文化关注有待加强。无论是思维模

式，还是面子维护，中外之间都有较大差异。理想的二语学习者应当不仅学习目标语言的使用，也应了

解目标语所处文化背景。好在受试者对英语电影喜爱程度较高，可以在优秀电影中了解英语国家文化。

但是途径过于单一，通过电影所了解到的英语国家文化相对片面，应当结合其他方式，如英语外刊、原

著、新闻等，对英语国家文化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如 S2 提到，“我从互联网上找到国内外的一些资讯

新闻，能够更好的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比如说可以了解美国、英国这些欧美国家，他们在政治文化

经济上有什么样的形式。”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学习策略包括通过互动以促进学习与交流、跨越交际

中的知识不足进行学习和应对社会文化背景和身份等方面(Oxford, 2017) [1]。具体来说，有利于“应对社

会文化背景和身份”的社交策略包括：关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沉默和插话的时机，把握目标语交际中

所体现的文化特点；模仿目标语交际者的站姿和交际距离，并试图了解站姿和交际距离的文化意义；针

对目标语文化的交际风格和面子期待进行练习等。然而在访谈中，很少有学生采用以上策略。由此可见，

中国大学生大多只是在宽泛的意义上关注英语国家文化，尤其是传统媒介如英语电影、外刊、原著、新

闻等方式呈现的社会文化因素，而对真实交际和网络交际中的文化特点关注不足。 
3) 制定计划能力。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加善于“为社交活动制定计划”，而且可以根据不同任务类型，

制定不同的计划。在访谈中，S3 说到，“我能够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根据大学不同阶段的考试，把学

习时间分块，设定分时间段的目标。”而成绩一般的学习者则无法优先考虑自己的学习目标，而是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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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老师设定的目标。如 S8 说“学习目标的话，感觉现在小的学习目标还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因为刚上

大一不了解大学的学习安排，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学习目标，具体规划自己的学习内容，但是有时与上

课有冲突，就课下再找时间弥补，包括课下的作业几点完成等。” 
4) 组织学习与获取资源能力。优秀的语言学习者体现在能够寻找与英语母语者或英语熟练者交流的

机会，喜欢参与互动任务且在互动任务中掌握主动，以及较多地与教师进行线上线下互动等方面。高成

绩学生更倾向于“为社交活动组织学习和获取资源”，具体来说，他们更敢于承担领导、组织、协调等

角色。如 S4 说，“我喜欢当组长。”同时她对小组其他同学表现不够积极主动的情况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平时老师分了一个组之后要求建群讨论。一般我会承担建群的责任，然后组织大家讨论。但是大家不

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些同学就等着分配任务。然后我让他们做，他们也会去做。但是让他们说自己

的观点，或者让他们说怎么做、出出点子，他们一般不愿参与。”而成绩较低的学习者在参加小组活动

或同伴互动中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如 S9 指出，“在同伴互动中，我不怎么爱说话。我不喜欢小组互动，

也不喜欢小组作业。”Oxford (2017)提出有利于促进学习与交流的具体社交策略包括每周与知识渊博、

耐心且有趣的导师一起讨论几次；阅读论坛上的帖子，了解不同的想法，更好地学习语言；与自立的学

习者形成学习小组，并定期聚在一起说这种语言；与两个朋友组成学习小组，在参加语言测试之前一起

学习等[1]。而从访谈结果来看，中国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很少使用以上社交策略。 
5) 自我监控和评估能力。监控贯穿于英语学习的各个环节，而评估是对学习结果及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评价。根据访谈结果，学生不善于监控对话中自己的表达方式，但是能对社交策略进行监控，也能意

识到是否需要根据具体任务调整策略。访谈显示，高成绩学生具有较强的自我监控和评估意识，如在遇

到困难时，评估自身的能力，借鉴周围优秀学生的学习方法。S5 指出，“我会观察周围的同学，在学习

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话，也会向学习比较好的同学请教，他用的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困难，我也会采用他

的方法来试一下，检验其可不可行。”自我监控和对于自己学习策略的评估属于高阶认知能力，因为在

对话中监控语言上的准确性、在执行口语任务时监控策略的运作情况、在实施任务中监控自己的口语表

现及在任务结束后评估社交策略的有效性等方面，学习者都需要大量的训练和交际经验才能不断提升。

同时自我监控和评估能力也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关键构成要素。因此，培养自我监控和评估学习策略恰当

性的能力对混合式教学中的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在混合式教学背景下，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虽然总体上社会策略使用情况处于中等水平，然

而具体方面却不均衡，表现为：对于任务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关注水平较高，而在为社交活动制定计划、

为社交活动组织学习和获取资源以及对社会策略使用进行监控和评估三个方面表现不足。最后，不同成

绩的学生在制定计划能力、组织学习和获取资源能力以及自我监控和评估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5. 结语 

混合式教学给大学生带来新的挑战。社会策略的使用对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与

他人互动可以明显促进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然而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对社交策略使用意识仍需提高。

以下为几点培养大学生社会策略使用意识的建议，希望能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二语教学带来一定

启示：1) 教师开展有关社交策略培训，增强学生学习策略使用意识。通过培养学生策略意识，可以提高

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进而培养更多高水平学习者。2) 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带动人际互动。教师可在

相关平台下发互动任务，如布置小组协作作业，加强学生间学习上的沟通交流，让学生在人与人的互动

中培养圆满人格。3) 讲解成功案例。教师可通过讲解身边成功案例，激发学生的信心。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英语专业本科生在线英语教学中多元读写能力提升路径研究”(项目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2070


张文俊 等 
 

 

DOI: 10.12677/ae.2022.122070 426 教育进展 
 

编号：20CWZJ21)；青岛农业大学 2021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混合教学背景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策

略的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0210191)。 

参考文献 
[1] Oxford, R.L. (1990)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Heinle/Cengage, Boston.  
[2] Cole, M., Johnsteiner, V., Scribner, S., et al.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7740, 774027. 
[3] Lave, J. and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5355 
[4] Gao, X. (2010) Strategic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s of Agency and Context. Multilingual Matters, Bristol.  

https://doi.org/10.21832/9781847692450 
[5] 徐锦芬, 雷鹏飞.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外语课堂研究[J]. 现代外语, 2018(4): 563-573. 

[6] 雷霄, 潘嘉倩. 社会文化理论视阈下的二语写作策略研究述评[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19(1): 53-58+89. 
[7] Oxford, R.L. (2017)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Self-Regulation in Context. 2nd Edition. 

Routledge, New York. 
[8] 常海潮. 策略性自我调控(S2R)模型——二语学习策略理论的承续与突破[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4): 54-60. 

[9] Dornyei, Z. and Taguchi, T.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方法: 第 2 版[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10] Oxford, R.L. and Burry-Stock, J.A. (1995) Assessing the Use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orldwide with the 

ESL/EFL Version of the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System, 1, 1-23.  
https://doi.org/10.1016/0346-251X(94)00047-A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2070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5355
https://doi.org/10.21832/9781847692450
https://doi.org/10.1016/0346-251X(94)00047-A

	混合教学背景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交策略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n the Use of Social Strategie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in the Context of Blended Teachi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综述
	3. 研究设计
	4. 结果与讨论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