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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运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已

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简称《量表》)以语言使用为导向，为教师的
教与学生的学提供了参考，其清晰的能力描述更能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与英语自主

学习能力培养互为方法和结果，高校英语教师应把这两个问题巧妙地结合起来，利用《量表》来提高学

生的英语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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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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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s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to improve students’ autonomous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Ability (CSE) is language use-oriented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both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Its clear ability descrip-
tion can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The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
den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dependent English learning ability are methods and results of each 
other.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combine these two problems skillfully and improve stu-
dents’ independent English learning ability by using th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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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了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英语作为一门国际化语言，工具性和人

文性的双重属性赋予了它更艰巨的使命。如何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运用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同时优化线上资源、构建英语自主学习模式、完善英语自主学习体系、提升学生英语自主

学习能力已经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适应大数据带来的知识爆炸，必须学会如何进行终身学习。在外语教学与数字素养关系的研究

方面，Dudeney (2013)等人指出，在数字化社会中，由于语言与技术联系更为紧密，外语教学范围必须进

一步拓展，将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作为外语教学的目标之一[1]。在数字素养与自主学习研究方面，Ito et 
al. (2008)在美国做的一项“Digital Youth Project”发现，数字世界降低了年轻人自主学习的门槛。他认为，

年轻人在运用数字技术时，大都是自我指导或探索性的，这与有明确目的的课堂学习不同[2]。但是如何

科学地评价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效果，推动形成建设性的终身学习，使得人们再一次将形成性评价作为

大学英语教学与评估的一个全新支点，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颁布对于大学生自主学习效果的

准确测评提供了可行、全面、科学的评估标准。量表鼓励英语学习者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过程，激发其

内在动力，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量表》的最后一项为“自我评价量表”，可以用于判断或诊断

语言使用者和学习者自己的英语能力水平，包括组构知识运用、听力、阅读理解、口头表达、书面表达、

语用、口译和笔译等能力方面的自我评价。英语学习者可以根据《量表》来评估自己的英语水平，《量

表》使得这样的评价有据可循。 

2.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2018 年 6 月出台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简称

CSE)，是经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面向我国英语学习者的首个英语能力测

评标准。同年 12 月，《量表》的英文版在语言测试与评价国际研讨会上发布。《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的发布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术专家研究主要集中在量表在测试中的应用和量表与语

言能力标准的对接这两方面的研究。而国内关于《量表》的评述性研究相对较多。例如，张文星，邓华

(2019)介绍了《量表》中写作能力分量表的研制原则，描述语和描述框架的建立，方便使用者理解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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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构造[3]。孔菊芳(2019)基于英语书面表达能力构念，探析《量表》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内部结构

——基于 Bachman & Palmer (1996)的交际语言能力理论框架，发现《量表》构建了面向运用的语言能力

模型[4]。梁惠梅(2020)建议将写作分量表与英语写作对接，实施英语写作训练，并且开展英语写作形成

性评价，提高学生英语写作能力[5]。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虽然国内研究者对于《量

表》的研究范围较广，思考比较全面。但是研究侧重于探讨《量表》的建设与实施是否具有合理性，《量

表》设计的总体思路，对于《量表》中描述语的论证等方面，但是真正将《量表》应用于实际教学中的

研究并不常见，在英语的实际教学中，应用其中的自我评价量表的研究更是缺乏，但是却具有研究的价

值。 
《量表》的颁布给生长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大学生提供了英语自主学习的指导性测量标准。《量

表》不但规定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的英语能力等级，描述了各等级的能力表现特征，而且对中国

英语学习者的能力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分级的系列标准。《量表》从低到高一共分为九级，其中一到

三级为“基础阶段”，适用于初级学习者和使用者；四到六级为“提高阶段”，适用于中级学习者和使

用者；七到九级为“熟练”阶段，适用于高级学习者和使用者。《量表》一到四级大致对应中小学水平；

五、六级对应大学；七级对应英语专业；八、九级对应高端英语人才。《量表》的最后一项为“自我评

价量表”，用于判断或诊断语言使用者和学习者自己的英语能力水平，包括组构知识运用、听力、阅读

理解、口头表达、书面表达、语用、口译和笔译等能力方面的自我评价。学习者可以借助量表对自己的

英语水平进行自我评价和诊断，《量表》使得这样的评价有据可循。从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

的学习目标和方法，选择适合的英语学习材料，激发内在动力，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自我评价量

表的描述语均为“我能……”，这样的句式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英语学习，鼓励学习者自我关注，

而不再是教师主导。 

3. 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现状调查的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广州理工学院非英语专业 2021 级本科生中抽取 102 名受试者(包括文科班和理科班)作为研

究对象。进行本试验时，学生在校已完成 1 个学期的大学英语学习。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主从式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来

深入、全面地调查普通高校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现状。采用两个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同时在不同层

面和角度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且可以对有关结果进行相关检验，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效度。 

3.3. 资料收集 

第一，定量研究数据的收集。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性别、高考英语分数

等)，第二部分是根据 Holec (1981)关于自主学习的定义，对 Lee et al. (2017)的问卷进行修改设计而成[6]。
Holec (1981)认为，自主学习包括学习者自我管理学习的意愿和能力[7]。因此，该问卷分为两个维度：学

习愿望和自我管理，旨在了解受试对象学习意愿和自我管理学习的能力。该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913，内在信度很高。第三部分是关于学生对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看法的调查。本次问卷采取无记名的

方式进行，共发放 102 份问卷，回收 102 份，有效问卷 102 份，有效率为 100%。收集数据后用 SPSS 19.0
和 Excel 进行统计分析。 

第二，定性研究从第一阶段选取的 102 名受试者中选取 20 名学生(男女各半)，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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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访谈，访谈围绕自主学习的影响因素、自主学习现状，数字素养对自主学习的影响等方面展开。

访谈结果部分转化为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将所有的访谈结果用于对比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以便更

准确地描述普通高校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现状，提高研究效度。 

4. 调查结果与分析 

Holec (1981)在语言教学领域首次提出了“自主”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能掌控自己学习的能力”[7]。
按照 Holec 的观点，自主学习是对自己的学习愿意负责的一种能力。从学习者角度看，具备自主性学习

能力意味着获得确定学习的目标、内容、材料和方法，确定学习的时间、地点和进度，以及对学习进行

评估的能力。学习者自主学习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学习者愿意负责自己的学习；第二，

他具有管理自己学习的能力。因此，自主学习主要涉及学习愿望和自我管理两个维度。 
“学习愿望”(见表 1)包括“有学习的欲望”、“喜欢学习新知识”、“喜欢学习新技能”和“享受

学习的过程”等。通过问卷调查显示，在受试学生中，完全没有求知欲的学生占比是 0，比较有学习欲

望的占 34.31%，总是充满学习欲望的学生占 39.22%；总是喜欢学习新知识的占 29.41%，比较喜欢的占

45.10%，只有极个别(0.98%)不喜欢学习新知识；总是喜欢学习新技能的占 34.31%，比较喜欢学习新技能

的占 48.04%，不喜欢学习新技能的学生占比是 0；总是能享受学习过程的学生占 29.41%，比较享受学习

过程的学生占 37.25%，同样只有极个别(0.98%)学生完全不能享受学习过程。由此可见，这些受试学生的

学习愿望都比较高，其中“我有学习的欲望”学生的占比最高(39.22%)，其次为“学习新技能”，再者

为“学习新知识”和“享受学习过程”。学习愿望是自主学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自主学习者首先

要拥有学习的愿望，其主要特征是以服务于个人的需求和目的，乐意自我管理学习。 
 

Table 1. Learning desire 
表 1. 学习愿望 

 1 2 3 4 5 

我有学习的欲望 0 
(0.00%) 

4 
(3.92%) 

23 
(22.55%) 

35 
(34.31%) 

40 
(39.22%) 

我喜欢学习新知识 1 
(0.98%) 

3 
(2.94%) 

22 
(21.57%) 

46 
(45.10%) 

30 
(29.41%) 

我喜欢学习新技能 0 
(0.00%) 

4 
(3.92%) 

14 
(13.73%) 

49 
(48.04%) 

35 
(34.31%) 

我享受学习的过程 1 
(0.98%) 

4 
(3.92%) 

29 
(28.43%) 

38 
(37.25%) 

30 
(29.41%) 

 
自主学习中的“自我管理”(见表 2)是指学生能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具体包括“学生能合理安排时

间”、“有严格的时间表”、“自己制定学习目标”、“自我约束”、“自己做决定”、“自我选择学

习材料”、“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能自我评估学习”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完全能合理安

排时间的学生占 6.86%。比较能合理安排时间的占 40.20%；有严格时间表的学生仅占 1.96%，比较能按

时间表执行的占 17.65%；完全能自己制定学习目标的学生占 19.61%，比较能自己制定学习目标的占

40.20%；完全能自我约束的仅占 7.84%，比较能自我约束的占 30.39%；完全能自己做决定的学生占 27.45%，

比较能自己做决定的占 46.08%；完全能自己选择学习材料的学生占 15.69%，比较能自己选择学习材料的

占 40.20%；完全能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的学生占 22.55%，比较能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的占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7199


刘小庆 
 

 

DOI: 10.12677/ml.2022.107199 1486 现代语言学 
 

49.02%；完全能自我评估学习的学生占 15.69%，比较能进行自我评估的占 45.10%。由此可见，受试学

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属于中等水平，其中“能够自己做决定”的学生占比最高。其次分别为“自己制

定学习目标”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最后是“能自己选择学习材料”、“能自我评估学习”、

“能自我约束”、“能合理安排时间”以及“有严格的时间表”。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是进行自主

学习的关键。一个自主学习者应该要做到不但能够自己决定学习目标、确定学习内容和进度、选择学习

方法和技巧，而且能够监控自己的习得过程和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估。而《量表》中的自我评价量

表有助于学习者对自己当前的英语水平作出规范评价后，设置合理的进步目标。《量表》的评价结果还

能够与其他考试直接对接，学生更容易清楚地知道其差距，新的测评系统对外语教学及评价是一种新的

突破，在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Table 2. Self-management 
表 2. 自我管理 

 1 2 3 4 5 

我能合理安排时间 1 
(0.98%) 

10 
(9.8%) 

43 
(42.16%) 

41 
(40.20%) 

7 
(6.86%) 

我有严格的时间表 8 
(7.84%) 

27 
(26.47%) 

47 
(46.08%) 

18 
(17.65%) 

2 
(1.96%) 

我自己制定学习目标 2 
(1.96%) 

6 
(5.88%) 

33 
(32.35%) 

41 
(40.20%) 

20 
(19.61%) 

我能自我约束 2 
(1.96%) 

12 
(11.76%) 

49 
(48.04%) 

31 
(30.39%) 

8 
(7.84%) 

我能够自己做决定 0 
(0.00%) 

3 
(2.94%) 

24 
(23.53%) 

47 
(46.08%) 

28 
(27.45%) 

我自己选择学习材料 1 
(0.98%) 

8 
(7.84%) 

36 
(35.29%) 

41 
(40.20%) 

16 
(15.69%) 

我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1 
(0.98%) 

3 
(2.94%) 

25 
(24.51%) 

50 
(49.02%) 

23 
(22.55%) 

我能自我评估学习 0 
(0.00%) 

5 
(4.90%) 

35 
(34.31%) 

46 
(45.10%) 

16 
(15.69%) 

 
通过对“混合式教学模式观念调查分析”(见表 3)显示：总体来说，学生对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是持肯定态度的。46.6%的学生基本同意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更有利于英语学习效率的提升，15.6%的

学生完全同意。大部分学生(基本同意 53.8%，完全同意 20.7%)认为在英语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是

学生的引导者、促进者和答疑者。超过半数的学生(基本同意 52.9%，完全同意 12.1%)认为线上线下混合

式学习可以增加英语学习兴趣。个人努力、教师引导、评价体系和环境影响是决定线上自主学习效果的

主要因素，且获得了 54.6%学生的基本认可，18.2%学生的完全认可。同时，超过半数的学生(基本同意

40%，完全同意 11.8%)更是认为超星线上英语学习资源很丰富，有助于英语自主学习。关于“自我评价

量表”是否有利于激发我的内在学习动力，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56.3%基本同意，11%完全同意。

由此可见，相比传统单一模式的教学，学生在混合式模式教学背景下总体感觉收获颇多，学生也比较能

接受这种教学模式，而且及时的自我评价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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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表 3. 混合式教学模式观念调查分析 

问题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基本同意 完全同意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更有利于英语学习效

率的提升 
0.5% 2.3% 35% 46.6% 15.6% 

在英语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是学生的

引导者、促进者和答疑者 
0.3% 1.6% 23.6% 53.8% 20.7%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英语，让我的兴趣更大 0.8% 3.6% 30.6% 52.9% 12.1% 

影响线上自主学习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个

人努力、教师引导，评价体系和环境影响 
0.1% 0.3% 26.8% 54.6% 18.2% 

超星等平台的线上英语学习资源很丰富有

助于我的英语自主学习 
0% 5.6% 42.6% 40% 11.8% 

“自我评价量表”有利于激发我的内在学

习动力，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0% 2.6% 30.1% 56.3% 11% 

 
因为《量表》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及个人素养等各个方面为个性化教学的实施提出了

一定的要求并提供了针对性的指导和启示。因此，教师可以借助《量表》和信息化的技术优势来设置英

语自主学习课程，实现线上课堂和线下的完美融合，从而真正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和自主性，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最终实现高校英语教学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5. 研究结果对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启示 

本研究发现，在自主学习方面，受试学生拥有较高的学习愿望，但自我学习管理能力则处于中等水

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线上平台让学生从被动的学转换成自主的

学，由教师牵着学转变成内驱动力，获得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对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以语言使用为导向，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提供了参考，其清晰的能力描述

更能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5.1. 以实际运用为导向，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语言的描述是基于其基本运用，从本质上让英语教学回归到语言作为

交际的工具属性，描述了语言学习者在不同的特定环境下完成不同的交际任务的能力。大学英语教学是

“沟通”与“合作”的双向过程，《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也指出培养大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是大学英语

的教学目标。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与现代网络技术紧密结合的英语教学趋势为大

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全新的学习方式和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智能化手段介入下的学习环境与传统的学习

环境相比，容纳适配性更高，更易满足学生学习中的自我调适。学生更加依赖自我决策来确定自己的学

习计划、学习进度、内容选择、自我管理等过程。因此，教师在英语课堂不但要通过转变教学理念，开

展个性化教学来不断调整和完善课程结构，让学生真正爱上课堂，学有所获才能激发学生对语言的学习

动机。同时，还要帮助学生转变学习观念，快速适应大学英语的学习，让学生多多实践，主动思维，自

主学习，不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才能让非专业学生在外语学习行为投入长久

化和自主化。因为缺少特定情境、教师干预和其他外部监管指导，学习过程高度依赖于学生自身的主动

性和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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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的描述是综合性的、具体的，不仅有读写译的描述，还有听和说。教师可以将自我评价量

表运用到英语课堂教学中，既能够提高自我评价意识和自我反思能力，增加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兴趣，

更能够减轻教师的压力，提升教学效果。有《量表》给教师指明方向，大学英语的测评就不能只局限简

单的期末卷面形式，更应该加入形成性评价，关注学生实际具体的语言使用情况。 

5.2. 鼓励学生利用学习资源，建立个人学习环境 

长期的人才培养实践证明，强调个性化的教育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和教育社会效益最大化。本研究

也显示，在英语自主学习过程中，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应该是学生的引导者、促进者和答疑者。因此，

教师可以在平时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现有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信息手段，构建学习者时时能学、处处可学、

人人要学的广域学习环境。例如，教师可以给学生搭建一个匹配他们英语能力的校园网学习资源库。对

于课堂教学内容而言，教师可以在资料库补充与课本内容相关的简要背景材料、课本词汇学习方法、讲

解性材料、相关视频和图片等，这些材料应生动、详细、具体，以调动学生学习的意愿。除了对教材内

容的补充，教师还可以在自学资源库里添加与学生实际英语能力匹配的相关资料。重视学生在协同网络

环境下的自由、交互、多元、共享、个性化的学习过程，强化教师对学生的精准学习策略指导，协助学

生开展符合自身学习内容的筛选和学习路径的选择，实现从自主构建到有支持的自适应性学习[8]。 
《量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对于大学生学习内容选择也有指导作用，学生在提升基础英语水平能

力的同时，也要注重专业英语的学习，以便在今后的工作领域中取得更好的发展。《量表》中自我评价

量表的描述语均为“我能……”。一方面，这种肯定的描述语可以给自主学习者提供希望和信心，从而

产生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自我评价量表在描述语用能力方面，明确指导英语自主学习者要用语言完成

怎样的交际任务。例如，书面表达能力六级提到“我能撰写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口语表达能力五级

提到“我能详细讲述个人经历，准确表达个人感受”，这样的描述突出了学习者的主导地位。因此，教

师可以根据《量表》鼓励和帮助学生在任何可以连接人与资源的网络平台上建立个人学习环境。建立个

人学习环境，学生不但可以创新学习方式，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提高独立学习的能力，而且也可以

在获取信息、管理信息、与人沟通等学习活动中，不断地练习使用各种数字技能，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 

5.3. 通过《量表》优化自主学习评价制度，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很多大学生将各种过级考试或期末考试作为英语学习目标，这种功利性的学习往往造成学生获得证

书之后，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并没有提升或语言知识水平出现断崖式下降的不良效果。而《量表》中自

我评价量表发布，对大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和效果评估有了一个全面、科学、准确的层级界定，并且为

构建大学英语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提供了基础和依据。《量表》立足于中国英语学习与教学的实际情况，

一考多用，可以减少考试次数，加快应试向应用的转变，有利于优化自主学习的评价制度。《量表》全

面描述了“基础”、“提高”、“熟练”三个阶段共九个等级所对应的英语语言能力，鼓励学生使用适

合自身特点的学习方法逐步提升英语综合能力等级。进而形成性评价手段在英语教学过程中的介入，有

利于学习者成为学习的主要承担者，为每一个阶段的英语学习、教学和测评提供权威的参照标准，进而

实现了英语学习、教学、测评的有机融合。《量表》让以语言运用为目的的形成性评价与行为测试变得

可行。鉴于语言学习的交际性与应用性，大学英语构建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应侧重于落实过程学习的形成

性评价，减少终结性评价的比例。 
《量表》中清晰而简洁的描述语使自主学习者在自评时对行为(要做什么)、标准(能做到什么程度)及

语境(在什么样的交际情景下)有了明确的测评标准。其中的自我评价量表具有测评功能多元化、操作依据

标准化、学习目标导向化的特点。一方面，自我评价量表可以准确测评出英语自主学习者和使用者的英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7199


刘小庆 
 

 

DOI: 10.12677/ml.2022.107199 1489 现代语言学 
 

语水平、存在的缺陷和需要努力的方向。自主学习者在实践中能够对照《量表》中的自我评价量表找出

自己所处的阶段，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并采用档案袋学习法等多种学习策略进行

英语学习、完成英语等级测评、规划进入下个等级的学习计划等。另一方面，自我评价量表测评标准统

一化，评价依据和评价结果同等同一性。这种公平公正的测评标准有利于自主学习者自我求索，自我评

价，自我调整，自我认识，自我提高。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自我评价量表的引导，

矫正，评价，理解目标任务的特征和要求，设立学习目标、选择和调整学习资源，矫正学习方法、筛选

学习平台、测评学习效果、监控学习行为和自己的心理反应，并通过对照各个层级的语言描述，及时纠

正补救，促进自主学习的效率。正如王守仁教授所讲，可以将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

结合，学生建立听说读写译“五位一体”的自我评价表，减少外在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学生以评

促学；教师充分利用检查、反馈等方法，通过自评、建立电子档案和个性化考试等手段，将学生评价表

和教师评价表进行比对，计算差值，查缺补漏，实现以评促教[9]。 
自主学习过程是渐进性的、过程化的和个性化的，学习效果的评价并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

教师利用智能辅助教学系统，完善自评、他评、师评的整合型评价机制，要以激发学习动力和促进学习

为着力点，构建基于大数据的线上线下多元开放的评价主体体系。 
让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和意义构建者参与到学习评价中，为学生的学习效果提供全面立体的价值判

断。 

6. 结语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高校教学改革不断推进的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给生长在互联网信息化

时代的大学生提供了英语自主学习的指导性测量标准。不但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符合语言发展趋势和应用

能力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而且有利于不同能力的学生设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任务清单。教师和学生都

应该认真学习《量表》内容，促进英语教学的改革，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水平，提升大学生英语能力水平。

教师将《量表》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实践，可以为校本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数据，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和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在自我价值的意念驱动下，面对历史和现实、继承和创新的双重自觉，主动

寻求学习和自我全面发展。大学生在自主学习实践中对照《量表》的自我评价能力量表找出自己所处的

阶段，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并采用档案袋学习法等多种学习策略进行英语学习、

完成英语等级测评、规划进入下个等级的学习计划等。进而在正确的激励机制下培养良好的学习行为，

塑造批判性思辨能力，提升人文素养，逐渐成长为国家未来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国际化人才，

不断创新，满足时代需求。因此，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通过线上线下平台相结合让学生从被动的学转

换成自主的学，由教师牵着学转变成内驱动力，获得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是教育工作者要不断继续研究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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