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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收获是用以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核心指标，能够有效衡量学习投入与学习产出之间的关系。文

章运用扎根理论，基于Nvivo质性分析结果，构建了大学生英语学习收获模型。结果表明，大学生英语

学习收获包括个人性收获和学术性收获。情感因素与大学英语学习相互影响。大学英语学习能激发愉悦

等积极情绪，这些情绪也能促进学生更积极地投身学习。同时，大学英语学习具有独特跨文化属性和工

具属性，能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和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利于学生们未来的成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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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outcome is a core indicator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input and learning output. Using grounded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Nvivo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mod-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8229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8229
http://www.hanspub.org


王映雪 等 
 

 

DOI: 10.12677/ml.2022.108229 1713 现代语言学 
 

el of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outco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can 
make students gain personal and academic outcomes. Emotional factors and college English learn-
ing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can obtain positive emotions such as enjoy-
ment, and these emotions can also promote student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college English learn-
ing more a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has unique cross-cultural attributes 
and tool attributes, which can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cultur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students’ fut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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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收获(learning outcome)是指学习任务的完成程度和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学习收获是高等教育质

量评价的核心标准之一，是衡量高等教育效果的重要指标，是评价教育投入与产出效果的核心指征[1]。
对于高校而言，学习收获研究有利于推动教学管理的改进与完善，帮助高校制定合理且科学的人才培养

计划，并为改进课堂教学提供参考依据。对于高校教师来说，研究学习收获的内容结构和影响机制能够

帮助他们加强反思，从而改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能力，进一步培养高质量人才，提升国家高等教育水

平，助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繁荣[2]。 

2. 文献综述 

学界对于学习收获的界定有主观和客观之分，本研究重点关注主观评价的自我报告式学习收获。当

前学者们对此类学习收获的维度划分尚未达成一致，比较主流的学习收获分类有以下几种：一、单一维

度。有研究将学习收获看作单一因子，例如英国的全国学生调查(National Student Survey)将学习收获定义

为的“个人发展”[3]；澳大利亚的课程经验问卷(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则用“通用技能”来定

义学习收获[4]。二、两因子分类。有学者认为学习收获包括两个维度，Vesper 将学习收获分为“学术收

获”和“个人收获”[5]，Pike 将学习收获分为“认知收获”和“非认知收获”[6]，Zilvinskis 将学习收获

定义为“学业、个人收获”和“应用技能收获”[7]，I. G. Jaurenal 则认为学习收获是指学生学习一段时

间后在知识和技能两个方面取得的收获[8]。国内学者中，杨院将学习收获分为“学术性收获”和“社会

性收获”[9]，外语教育界有学者将学习收获分为 “学业发展”和“心智发展”[10]，“语言能力”和“心

理发展”[11]，为外语学习收获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学界将学习收获分为三个维度的研究较多。例如：Bowen 将学习成果分为“认知学习能力”、“情

感道德发展”和“实践应用能力”[12]；C. M. Zhao 将学习成果分为“个人和社会发展”、“实践能力”

和“通识教育”[13]；Carini 认为学习收获包括“一般性教育收获”、“实践能力收获”和“个人和社会

收获”[14]；Coates 认为学习收获包含“高阶思维”、“学术收获”和“个人发展”[15]；Rogaten 等将

学习收获划分为“情感收获”、“认知收获”和“行为收获”[16]三个维度。国内学者黄海涛认为学习收

获包括“能力”、“情感”和“态度”[17]；孙睿君将自我报告式的学习收获划分为“知识收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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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收获”和“自我成长”三个维度[18]；王祥兵将其划分为“知识收获”、“能力提升”和“人格完善”

三个维度[19]；王纾将学习收获定义为学生的“知识发展”、“能力发展”和“自我发展”[20]；王烁则

把学习收获划分为“知识与技能”、“自我发展”和“智力发展”三个维度[21]；朱莲花将学习收获分为

“认知思维”、“知识习得”和“组织表达”[22]；毛志惠得出了包含“学科知识掌握”、“能力提升”

与“学习品质养成”三个维度在内的学习收获指标[23]。 
学习收获的四维结构主要包括：Bray 将学习收获分为“自我认知”、“通识能力”、“智力提升”

和“理解科学”[24]，Astin 认为存在认知、情感、行为和心理四种学习收获[25]，文雯等将学习收获划

分为了自我认知、知识获取、语言能力以及通用技能四个维度[26]，白然将学习收获定义为“课程体验”、

“知识获得”、“联通能力”和“自我认知”[27]四个维度。目前，针对英语学习收获的专项研究尚处于

探索阶段，此类学习收获有别于一般性学习收获结构，其内容构成亟需系统的发掘和拓展。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大学生英语学习收获进行质性研究。扎根理论是 1967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的

Barney Glaser 及 Anselm Strauss 两位学者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是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得出核心

概念及其联系，并在分析后自下而上形成新的理论[28]。本研究在编码过程中参照扎根理论，自下而上对

资料进行概念化、类属化和范畴化，不断归纳总结，从而获得一、二、三级节点，完成对大学生英语学

习收获的编码归类。 

3.2. 研究工具 

Nvivo 是一款由澳大利亚公司 QSR 研发的用于定性研究的软件，可以处理多种形式的资料，如访谈、

问卷、音频、视频等，并帮助研究者快速整理数据，对资料进行编码，因此经常用于有关扎根理论的质

性研究。本研究主要借助 Nvivo 软件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质性分析。 

3.3. 样本介绍 

本研究对 16 名大学生进行了有关大学英语学习收获的访谈，其中包括 4 名英语专业学生、12 名非

英语专业学生，8 名男生、8 名女生。访谈内容包含 12 个问题，如“通过大学英语学习，您对英语学习

的看法有何改变”，“大学英语学习使你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哪些影响”等。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将访

谈音频整理成 word 资料，以便于接下来的编码。同时本研究面向大学生发布有关英语学习收获的开放式

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450 份，是本研究编码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 

3.4. 研究过程 

3.4.1. 开放式编码(一级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将原始资料打乱，并进行重新定义、重新组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完

成对原始资料的初始概念化，并对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29]。这要求研究者在编码时不带有任何主观

偏见，以开放的心态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编码，抽取出资料中的概念和类属并对其进行命名。经过开放

式编码后，本研究共获得 1716 个编码参考点，进一步对参考点进行归纳后，得出 38 个三级节点，包括

“情感交流”、“外国文化了解”、“沟通能力”等。 

3.4.2. 主轴编码(二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指对资料进行概念化和抽象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通过不断地比较，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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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类属进一步分类和归纳[30]。本研究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新的联系，寻

找资料中各部分的有机关联，将 38 个三级节点归纳得出了 9 个二级节点，分别是“情感”、“文化自信”、

“性格与三观”、“外国文化认知”、“学习应试能力”、“专业学习能力”、“个人能力发展”、“自

主学习能力”及“个人发展前景”。 

3.4.3. 选择式编码(三级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指在前两级编码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所有概念和类属集中在这一类属下

进行研究，并得出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关系的过程[31]。研究者在二级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核心

类属，将 9 个二级节点归纳为 2 个一级节点，即“个人性收获”和“学术性收获”。至此，本研究的编

码工作完成，建立了有关大学生英语学习收获的编码模型。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饱和度检验，对抽取的资料进行重新编码，并未得到新的范畴，说

明本研究已达到理论饱和。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 Nvivo12 对 450 份调查问卷和 12 份访谈文本进行编码、整理，本研究构建了大学英语学习的收

获基本框架(见表 1)，总体来说，大学英语学习收获主要分为两方面共 9 点收获，从个人性收获来看，学

生通过大学英语学习，主要获得了“情感”收获，“性格三观”发生改变，感受到“文化自信”，获得

了更多“外国文化认知”；从学术性收获来看，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学习，主要获得了“个人能力发展”

和“自主学习能力”，同时提高了“专业学习技能”和“学习应试能力”，有利于“个人发展前景”。 
 

Table 1. Summary of English learning outcomes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英语学习收获总表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编码参考点 

个人性收获 

情感 

情感交流 53 

120 

432 

学习兴趣 44 

喜悦收获 23 

性格与三观 

三观 13 

37 

自信 12 

耐心 5 

毅力 5 

开朗 2 

文化自信 

文化认同 23 

43 政治认同 16 

经济发展 4 

外国文化认知 

外国文化了解 188 

232 
了解外国方式 19 

中外文化异同 17 

中外人物了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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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术性收获 

学习应试能力 

词汇积累 228 

378 

1284 

应试考试 96 

数字素养 45 

专业学习 9 

专业学习技能 

口语 207 

550 

听力 143 

阅读 91 

写作 90 

翻译 10 

语感 9 

个人能力发展 

开阔视野 57 

128 

沟通能力 37 

可迁移能力 11 

综合能力 11 

归纳能力 8 

自省能力 4 

自主学习能力 

相关知识 75 

164 

逻辑思维 30 

自主能力 27 

学习方法 22 

记忆能力 10 

个人发展前景 
便利生活 52 

64 
帮助就业 12 

4.1. 情感性格因素与大学英语学习相互影响 

本研究发现，情感性格因素与大学英语学习相互影响。大学英语学习产生情感性格收获，情感性格

反作用于大学英语学习并促进学习发展。在访谈和问卷中，被访谈者和调查对象提到与情感性格相关的

主题总共出现 157 次。根据参考点数目，本研究提炼出的情感因素从多到少依次为：情感交流(53)、学习

兴趣(44)、喜悦收获(23)；性格影响从多到少依次包括：三观(13)、自信(12)、毅力(5)、耐心(5)、开朗(2) (见
表 2)。 

情感交流共 53 个参考点，其中包含两方面内容，即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学生间的交流，其中师生之间

的交流也对学生们的“性格三观”造成影响。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指出，有意义的、自发的学

习依赖于教师和学生关系间某些态度[32]。教育心理学家认为，在学校教学环境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际关

系[33]。环境对自主学习具有重要影响，而外语愉悦和教师、同伴等外部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学习存在一

定的社会性，学生与外部环境长期相互作用能影响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得到教师情感上的支持、

尊重、关心越多，其正向的学习动机越高，越能自觉主动地开展外语学习。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同伴

的帮助更容易激发个体主动学习的动机，提高外语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益与成绩[34]。学习兴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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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 和 Lambert 的社会心理阶段属于融合性动机[35]，在教育心理学角度属于内在动机[36]，是大学

生英语学习的四大动机之一[37]。学习兴趣的产生与外语学习中的外部因素密不可分，除了教师在情感方

面对学生的关心鼓励和在学习方面对学生的支持引导，还需要同伴合作学习对学生自主学习效益的帮助

[34]。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学习者对英语语言群体和英语文化表现出个人兴趣[38]，从内心深处迫切渴

望学习英语，并充满愉悦投入英语学习过程中[36]。喜悦收获属于积极情绪，其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反应了

近年来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领域中积极心理学的“全人”教育理念，即在关注学

生的英语成绩的同时，关注学生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的情绪[39]。无论是语言学习者幸福感模型(Oxford 2016) 
[40]、扩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 2001) [41]还是控制—价值理论(Pekrun 2006) [42]都强调情绪对学生表

现及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喜悦收获同属于愉悦，是更普遍的二语情绪之一[43]。 
 

Table 2. Emotional factors in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outcomes 
表 2. 大学生英语学习收获中的情感因素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参考内容列举 

情感(120) 

情感交流(53) 

•认识更多喜欢外语的朋友 

•结识了外国友人 

•收获了与外教的友谊，消除了一些 stereotypes 

•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情 

学习兴趣(44) 

•在没有压力的学习中，我真正感受到语言是具有独特魅力的 

•提高学英语的兴趣 

•激发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 

喜悦收获(23)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会享受过程，同样有一些精神上的满足感，比

较充实满足的感觉 

•更好地追求兴趣爱好，成绩的正反馈带来获得感 

•发现日常生活中一些英语的东西都是我可以读懂的，并且可以很好

地 get 到他们的幽默感，会让我觉得高兴，有一种可以把自己所学到

的东西应用到生活中的激动和兴奋 

性格与三观(37) 

三观(13) 

•老师推荐的英文视频和上课的主题，教会了我许多道理 

•通过课文的学习让自己学到了对自己人生观价值观有帮助的观点 

•认识了一个很好的英语老师，教会了我很多知识以及做人做事的 
道理 

自信(12) 
•因为英语建立了自信 

•个人自信心的提升 

耐心(5) 
•在学习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耐心 

•忍耐力得到提高 

毅力(5) 
•让我学会了坚持 

•磨炼了我的毅力 

开朗(2) 
•人更加开朗外向，会主动了解外部信息。 

•也算是一种外向，或者说积极的一种表现吧，也是更开朗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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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化意识是大学英语学习跨文化属性的独特产物 

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产物和精神产物的总和，是人类思想与行为的集体性程序。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能在概念体系、意义体系、价值体系中形成本民族特有的核心价值

观念。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了解文化产生的文化系统规约

和文化间差异。所以，外语学习具有文化浸润的独特优势，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44]。随着我国改革

开放程度不断扩大，高度全球化和“外语热”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土文化意识削弱倾向，外语学习者身上

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45]。所以，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抵制外来文化和意识形

态的侵蚀，提高中西文化的鉴别能力和批判意识，树立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具有重要意义[46]。外语教育处于我国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交融与交锋的前沿，其文化使命更为明显

[47]。大学英语学习作为主要基础课程，除了工具性[47]外，还有独特的人文属性、政治属性和跨文化属

性，在培养文化自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48]。外语教育既有语言文学目标又有社会人文目标，既强调目标

语言内容的学习与应用，又注重社会人文素质的培养与践行。同时，大学英语教学可多采用文化过程教

学法，增强学生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思考[49]。 
根据参考节点，本研究提炼出的文化自信涉及因素从多到少为：文化认同(23)，政治认同(16)，经济

发展(4) (见表 3)。文化认同是指认可接受并自愿融入某种文化，其核心为价值认同。价值认同的核心表

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50]。目前，在课程思政的引导下，大学英语学习着力构建课内外并举的中外文

化学习交流环境，促进学生用全球化视野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强学生文化认同感。政

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紧密相连，互为补充。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关，其形成通常与共同体政治形式有关，

受法律等政治行为和社会心理、社会价值观念的统一影响[51]。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主国家，统一的社

会环境与共同的文化底蕴为学生们培养政治认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在大学英语学习中，通过课

程设置和课程学习，结合时政新闻与国际资讯，学生在进行文化对比后更加强了政治认同。随着我国社

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随之提高。大学英语学习课程的深入，使学生加深了对

国际世界的了解和对我国在国际社会所处地位的认识，深刻发现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文化意识由此产

生。 
 

Table 3. Cultural awareness in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outcomes 
表 3. 大学生英语学习收获中的文化意识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参考内容列举 

文化意识(43) 

文化认同(23) 

·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提升自身判断力，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认同感，

能够增加文化自信 

·在接触中英互译时能够感受到汉语的博大精深，汉语表达的精妙和优美，

能够无形之中增加文化自信 

政治认同(16) 

·前几天，习主席做了一次演讲。他当时的演讲我全都看下来了，他当时就

在讲，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疫情方面。习主席说，我们不应

该每一条小船单独的走，应该像巨轮。中国的发展也带动着周边经济的发展，

包括之前的亚投行，一带一路。我们在谋求共同的发展 

·认为还是本国的集体主义更有温情和力量，更能提高民族的凝聚力 

经济发展(4) 

·中国是在不断发展中越来越强的。现在国际上学习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

体现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让我感觉非常开心 

·中国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形象站在国际上的，中国是非常有担当的。在这种

情况下学习，尤其是看到许多对中国的评价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

非常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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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大学英语学习增强学生对外国文化的了解 

根据问卷及访谈编码，“外国文化认知”所包含的因素从多到少依次为：外国文化了解(188)、了解

外国的方式(19)、中外文化异同(17)、外国人物了解(8) (见表 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语言的同时也

在接受整体教学环境、交际环境等对个体学习的影响[52]。Vygotsky (1978)认为人类思维的发展受社会互

动和社会调节的影响，是社会活动(activities)、社会理念(concept)和文化产物(artifacts)的结果[53]。大学英

语学习围绕相关理论展开，学习不同英语国家的社会理论和文化产物，体会不同语言环境的不同文化特

色。同时，不少学校还聘请外国教师讲授大学英语课程，以真人讲授营造相对自然的目标社会环境，潜

移默化增强同学们对外国文化的了解。随着大学英语学习的深入，学生对于中外文化异同的认识也不断

深刻。科技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学生能通过不同方式，如看视频资料(英剧、美剧、英文电影

等)、阅读世界名著、观看知识博主的分享等方式了解外国文化，了解角度更加多元。同时，由于英语特

有的跨文化属性，大学英语教师在讲课时通常会引导学生考虑目标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关系，将目的语言

和文化与本族文化进行对比[54]，推动学生进行文化比较，培养学生的文化相对性思想[33]，增强学生对

中外文化异同的了解并形成属于自己的认识。 
 

Table 4. Foreign culture in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outcomes 
表 4. 大学生英语学习收获中的外国文化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参考内容列举 

外国文化认知(232) 

外国文化了解(188) 

·通过书中的英语课文了解到更多事情，像文学名著、美国礼仪

等 

·了解了更多西方国家的文化、习语等 

·通过外语学习了解到欧美国家的思维方式及处事态度 

了解外国方式(19) 

·我经常看一些国际新闻，从中了解到许多国外发生的事 

·日常学习英语主要是通过英语公众号的一些推送，会在空闲时

间通过学习短视频，比如 TED 演讲，以及视频软件中一些知识

博主的英文讲解进行日常的英语学习 

·我非常喜欢傲慢与偏见，好几部相关的电影我都看过 

·我常听的是 Taylor Swift 的歌，应该是听的最多的歌手了 

中外文化异同(17) 

·了解到我国与外国语言文化的差异与各自的优缺点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本身人的思维跟我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事

情我们会去委婉的说一下，他们更加直接一些。或者是有时候我

们对比如说我们会要求养个孩子将来养老，他们不会有这种想

法，他们孩子成年的时候就不能跟父母一起住了。我觉得是还是

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当然也是我需要再进一步去了解的 

外国人物了解(8) 

·外国人物里最喜欢是伊丽莎白。她是一个挺灵动的角色，比较

吸引我。她是有知识、智慧的，同时，她有一点自己的韧性。一

开始的时候她会以她的眼光去评价每个人，到后来变得理性了。

我发现她像是大部分女生的缩影，是感情与理性共存 

·喜欢卡姐，因为她对中国的态度很友好，而且她面对困境自立

自强，她坦言自己的一切经历，不被苦难打倒，而且因为自己吃

过苦，所以她特别告诉年轻人要重视学习。她努力拼搏，三观正，

这些都是吸引我的点 

·比较欣赏科比，对于篮球事业的执着，热爱已经付出的努力，

当然，还有他取得的成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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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学英语学习符合当代学习需求 

研究发现，学术性收获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其中，学习应试能力所包含因素从多到少依次为：词

汇积累(228)、应试考试(96)、数字素养(45)、专业学习(9)；专业学习技能所包含因素从多到少依次为：口

语(207)、听力(143)、阅读(91)、写作(90)、翻译(10)、语感(9)；个人能力发展所包含的因素从多到少依次

为：开阔视野(57)、沟通能力(37)、综合能力(11)、可迁移能力(11)、归纳能力(8)、自省能力(4)；自主学

习能力所包含的因素从多到少依次为：相关知识(75)、逻辑思维(30)、学习方法(22)、记忆能力(10)；个人

发展前景所包含的因素从多到少为：便利生活(52)、帮助就业(12) (见表 5)。 
 

Table 5. Learning requirements in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outcomes 
表 5. 大学生英语学习收获中的学习需求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参考内容列举 

学习应试能力(378) 

词汇积累(228) 
·词汇量增加了 

·通过英语学习扩充单词量，开拓知识面 

应试考试(96) 
·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 

·学会了考试答题的技巧 

数字素养(45) 
·学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英文资讯 

·方便查看外文文献、网页 

专业学习(9) 
·有利于理解个人专业更高阶层的专业课内容 

·在其它科目的学习中运用到英语 

专业学习技能(550) 

口语(207) 
·上课与老师的互动提高了口语和表达能力 

·口语输出量增加 

听力(143) 
·通过老师上课的全英文教学提高了自己听的能力 

·听力能力增长，能够听懂较难的对话 

阅读(91) 
·可以简单地看一些英语文章 

·尝试阅读了更多类型的英文文章 

写作(90) 
·学会了如何运用学到的语法去完成一篇文章 

·书写英语的字迹更规范，掌握了写作文的格式 

翻译(10) 
·用翻译理论指导实践 

·翻译能力提高 

语感(9) 
·大学淡化了对语法的重点学习，更好地培养语感 

·语感得到更深层次的锻炼 

个人能力发展(128) 

开阔视野(57) 

·感觉认识世界的角度更加多元和开阔 

·世界观会随着学习英语而变大，会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角度去思

考一些问题，也会站在国际的角度去思考中国所处的一个地位 

沟通能力(37) 
·团队合作能力增强 

·语言表达能力有所提高 

可迁移能力(11) 
·养成了良好的学习方法并成功运用到各学科 

·将英语作为一项工具去学习其他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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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综合能力(11) 
·心理素质和反应速度有所提升 

·对英语的各项能力能够保持或者得到提升 

归纳能力(8) ·读长篇文章下意识的总结文章大意 

自省能力(4) ·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自主学习能力(164) 

相关知识(75) 
·学习了很多其它专业学不到的国际化知识 

·通过老师在课堂上的拓展学习了相关技能 

逻辑思维(30) 
·外语学习令我在平时的课程学习外用另一种思维方式去理解 

·看待问题有了多元化视角 

自主能力(27) 
·自主学习能力有所提高 

·训练了我们的自我学习与自我控制能力 

学习方法(22) 
·逐渐培养了自主学习英语的能力 

·掌握了系统的学习方法 

记忆能力(10) 
·记忆力有所提升 

·增加了对某方面单词的记忆及理解 

个人发展前景(64) 

便利生活(52) ·现在英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之后更好地运用和语言交流，用

英语来方便和提高自己的生活 

帮助就业(12) 
·通过英语让自己在工作职场的竞争力提高 

·为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大学英语学习除了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外，对学习其他学科也有促进作用。在参考节点中可以发现，

在参考节点中可以发现，57 名同学开阔了视野，能够更多角度地思考和认识世界；有 45 名同学通过大

学英语学习提升了自己的数字素养；37 名同学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得到锻炼；30 名同学通过大学英

语学习锻炼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27 名同学锻炼了自主学习能力；22 名同学通过大学英语学习掌握了

一些学习方法；11 名同学能够灵活地将英语学习的内容运用到其他学科；10 名同学通过英语学习锻炼了

记忆能力。除此之外，我们应从学生学习大学英语的需求出发，探究大学英语的学习收获。学习需求属

于 Gardner 和 Lambert 外语学习动机中的工具性动机[38]，属于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之一的自身发展型动

机，表现为对英语语言能力实际益处和其实用性的感知，在未来发展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如接触前

沿领域并进一步学习，获取英语等级证书，获得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水，更大的晋升空间，便利生活

等。通过参考节点可以发现，大部分同学获取了专业证书，掌握了专业学习的方法，增强了自律能力、

提升了英文文献阅读能力、知识迁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增强了在就业和工作中的竞争力，生活更

加便利，收获符合需求。 

5. 结论 

随着大学英语学习的不断普及，大学英语学习收获受到越来越多学者与相关教育者的重视。本研究

通过采访、问卷调查和质性分析等方式，运用 Nvivo 软件，结合扎根理论等相关知识，得出以下结论：

大学英语学习收获分为两个方面内容，包括 9 个二级节点和 38 个三级节点。两个方面分别为个人性收获

和学术性收获。其中，个人性收获包括情感、三观、文化自信、外国文化认知等方面内容；学术性收获

包括学习应试能力、专业学习技能、个人能力发展、自主学习能力、个人发展前景等方面内容。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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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发现，大学英语学习使同学们获得情感收获，积极的情感收获促使同学们更积极地投入大学英语

学习。由于大学英语的独特跨文化属性，同学们在跨文化学习中增强了自己的本民族文化意识并加深了

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同时，大学英语学习的工具属性很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有利于同学们的未来发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与访谈，篇幅、研究者自身能力、多样化的大学生群体等方面都会影响大

学生英语学习收获结果，需要在后续调查中进一步探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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