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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融入大学英语词汇移动学习的有效性研究

◆李芳娜

(右江民族医学院, 广西 百色５３３０００)

【摘要】本文旨在探索如何在大学英语词汇移动学习中融入形成性评价,实现以评促学,为移动词汇教学提供借鉴和

参考.研究过程中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相结合,对形成性评价融入大学英语词汇移动学习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形成性评价对移动词汇学习效果和学习动机的四个维度产生了显著性影响,学习者对形成性评价不仅给予

了积极肯定,还反馈了存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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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移动

学习即“移动”与“教育”相融合的新型学习模式为教育技

术革新开辟了新的路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强调了“大

学英语要大力推进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的理念，成为英语

教育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 词汇学习是学习语言的基础和

关键，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词汇学习效率，一直是

词汇教学研究的热点。 移动学习因其灵活性、及时交互

性、便携性等特点渐渐被大学生所青睐，它不仅促进了学生

利用零散时间进行个性化学习，还激发了学生学习的自主

性。 学习评价是大学英语教学的关键环节。 相较于终结性

评价，形成性评价“更加关注教学和学习的发展性、人本性

和建构性”，更能客观、透明、全面地反馈学习进程。

１　相关研究

１．１　移动词汇学习

移动学习作为一个新兴且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尽管国

内外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研究者对其本质特征的阐释大致相

同，可归纳为：移动学习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设备，

学习者随时随地按需获取学习资源的一种学习方式，具有学

习场景的灵活性、学习内容的个性化、学习过程的交互性、

学习工具的便携性以及学习时间的碎片化特征。 大学英语

教学中，受课时限制，教师在课内无法对词汇做太多有效的

讲解。 在课外由于对枯燥的词汇学习缺乏兴趣以及有效的

策略，造成学生词汇学习普遍存在费时低效的问题。 因

此，研究者逐步开始把移动学习引入大学英语词汇学习，构

建新的词汇学习模式并验证其有效性。 相关研究表明移动

学习对词汇习得具有积极的效果。 然而，移动词汇学习主

要发生在课外，属于教学评价的盲区。 如何让学生在移动

学习环境中保持较强学习动机，促进学习效果和自主性值得

深思。

１．２　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学习过程，

是一种促学的评价。 形成性评价的方式主要包括教师评

价、同伴互评和学生自评等，要求教师和学生同时关注学习

过程和学习结果，让学生主动参与对学习的反馈，使评价真

正体现以学习为中心。 学生通过主动反思，不断调整学习

目标和完善自身行为，不仅有利于增强其学习动机，提高学

习效果，还促进了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国内外教育界的

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形成性评价的理论内涵、操作框架和实证

的研究。 总体来说，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课堂教学，

移动学习环境下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 毕鹏晖尝试在移动

词汇学习中融入学生自评及互评并进行有效性实证研究，为

教学评价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本研究在其形成性评价框架

基础上，增加教师评价构成形成性评价的多元范式，进一步

丰富了移动英语词汇学习教学评价研究。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三个研究问题：在移动词汇学习中

融入形成性评价对词汇学习的学习效果有何影响? 在移动词

汇学习中融入形成性评价对学习者的词汇学习动机有何影

响? 学习者对在移动词汇学习中融入形成性评价的学习方式

评价如何?

２．２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一所医学院校临床专业两个自然班的大

一学生。 根据学生手机使用情况调查，所有学生拥有并熟

练使用智能手机。 通过词汇能力前测，最终确定同质的对

照组和实验组各３３名，共６６名学生。 两组的英语教师为

同一人，其中实验组的学生分为５个 QQ 群小组，每个组

５～６人。 表１中，两个班的词汇前测成绩独立样本 T检验

显示T＝－０．２７９，P＝０．７８１＞０．０５，说明对照组和实验组词

汇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可以展开对比实验研究。

２．３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运用的主要研究工具为：(１)大学生移动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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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背景问卷。 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现有移动手机和使用情

况的调查。 (２)移动词汇学习的学习动机调查问卷。 该问

卷主要是参考毕鹏晖自编的微移动词汇学习动机问卷，包含

内部动机、外部动机、自我效能、自我决定和自我焦虑五个

维度，共１７子项，采用李克特５级量表计分，分值从１(从

不)到５(总是)。 问卷各维度的 Cronbachsα＞０．７，说明问

卷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３)词汇测试。 在“百词斩”App
四级高频词汇库中抽取１００个目标词汇，编制单项选择题。

题型主要是６０道考查词汇语义和４０道考查词汇语用两种类

型。 试卷由２名本校有１５年以上教龄且语言测试研究经验

丰富的专家评估试题，确保试题内容效度。 (４)访谈。 访

谈设计４个问题，进一步了解这个学习模式对学生产生的

影响。

２．４　研究过程

首先，通过大学生移动词汇学习背景调查和词汇测试，

确定“百词斩”为移动词汇学习的软件以及两组研究对象。

其次，进行移动词汇学习融入形成性评价的实验，指导学生

熟练使用“百词斩”App的词汇学习功能。 要求对照组和

实验组的学生在课堂外运用“百词斩”进行１０周的四级高

频词汇的学习，与此同时，课堂内的教学进度正常进行。

不同于对照组，教师作为管理员参与到实验组的５个 QQ小

组。 教师指导学生制定自我评价量表并鼓励学生把各自每

天的学习目标在 QQ群里展示出来。 学生参照量表，根据

词汇学习完成情况及时反馈学习效果，并从评价结果中调整

学习目标和学习方式。 在此过程中，教师还鼓励 QQ 小组

内成员在 QQ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词汇互测活动实现同伴互

评。 同时教师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进行评价和反馈。

通过形成性评价，使学生不断反思，调整学习目标，然后继

续下一个学习进程。 最后，实验结束后进行词汇后测、学

习动机问卷调查和访谈。 因对研究对象的背景调查发现他

们均未有参加过教师有组织的移动词汇学习的经历，故在本

研究中只对实验结束后学习者的移动学习动机进行对比

研究。

３　结果和讨论

３．１　词汇前后测数据结果和讨论

如表１所示，实验开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词汇

前测(P＝０．７８１＞０．０５)说明两组学生词汇水平无显著性差

异。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后测均值分别为 m＝７０．４０和 m＝

６２．８４，相较于各组的前测成绩，分别提高了１４．３６分和７．７６
分，说明移动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英语词汇的学习

效果，且实验组的成绩比对照组的提高幅度更大。 对照组

和实验组的后测成绩均值相比较，T＝２．２９５，P＝０．０２６＜

０．０５，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词汇后测成绩差异显著，也就是

说在移动词汇学习中融入形成性评价的学习效果与移动词汇

学习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而说明在移动词汇学习中融

入形成性评价对学生词汇学习会产生积极效果，促进了学生

词汇水平的提升。

表１　词汇前后测独立样本T检验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误 t df Sig．(双侧)

前测
实验组 ３３ ５６．０４ １１．１４９ ２．２３０ ０．２７９ ４８ ０．７８１

对照组 ３３ ５５．０８ １３．０６７ ２．６１３ ０．２７９ ４６．８４ ０．７８１

后测
实验组 ３３ ７０．４０ １１．３３６ ２．２６７ ２．２９５ ４８ ０．０２６

对照组 ３３ ６２．８４ １１．９５０ ２．３９０ ２．２９５ ４７．８７ ０．０２６

　　３．２　学习动机调查数据结果和讨论

学习动机是学习者对为何学习和学习成效的用途等问题

的内驱动力。 学习者较强的动机能促使他们保持较高的学

习兴趣和热情，主动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成效，反之亦然。

如表２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所示，实验组在５
个维度上的均值都高于对照组，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内部

动机、外部动机、自我决定和自我焦虑这四个维度上差异显

著(P＝０．０１１＜０．０５，P＝０．０４２＜０．０５，P＝０．０３８＜０．０５，P＝

０．０３４＜０．０５)，在自我效能这个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P＝

０．０９８＞０．０５)。 也就是说在移动词汇学习中融入形成性评价

对学生内部动机、外部动机、自我决定和自我焦虑等动机因

素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对自我效能没有产生显著性改变。

表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移动词汇学习动机调查统计

维度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误 t df Sig．(双侧)

内部动机
实验组 ３３ ３．６２ ０．５３６ ０．１０７ ２．６４５ ４８ ０．０１１

对照组 ３３ ３．２７ ０．３８８ ０．０７８ ２．６４５ ４３．７４ ０．０１１

外部动机
实验组 ３３ ４．０５ ０．４１２ ０．０８３ ２．１０９ ４８ ０．０４２

对照组 ３３ ３．７６ ０．４５１ ０．０９０ ２．１０９ ４７．６３ ０．０４２

自我决定
实验组 ３３ ３．５３ ０．６０９ ０．１２２ ２．１３２ ４８ ０．０３８

对照组 ３３ ３．２０ ０．４９０ ０．０９８ ２．１３２ ４５．９３ ０．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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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度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误 t df Sig．(双侧)

自我效能
实验组 ３３ ３．５６ ０．５０６ ０．１０１ １．６８７ ４８ ０．０９８

对照组 ３３ ３．３３ ０．４４０ ０．０８８ １．６８７ ４７．１０ ０．０９８

自我焦虑
实验组 ３３ ３．４５ ０．７０６ ０．１４１ ２．１８４ ４８ ０．０３４

对照组 ３３ ３．０５ ０．５８３ ０．１１７ ２．１８４ ４６．３２ ０．０３４

　　内部动机是指学习者所从事的学习行为是源于自身兴趣

和意愿，是进行有效学习的关键。 在移动学习中，学习者

通过自我评价确定和实现学习目标，通过同伴、教师的评价

和鼓励来获得学习成就感和自我肯定的积极体验。 学习者

收获的积极体验越多，越享受学习过程，就越能激发他们的

学习主动性。 自我决定指学习者对自己学习行为的关注，

强调学习的自主性。 形成性评价使学习者明确学习目标，

能从评价和反馈中调整学习目标和进度，并为实现目标自主

改善学习方法，学生的学习动机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自我

焦虑涉及学生对在同伴中的表现好坏以及学习目标实现与否

产生的不安情绪。 适度的焦虑即促进性焦虑能促使学生产

生学习动力，尽力克服焦虑，增强学习动机，积极挑战学习

任务。 外部动机主要体现在学习动力来自外部因素如同伴

的竞争、认可，考试成绩的影响等。 当学生发现学习目标

和评价具有紧密关联性时，为了获得来自同伴、教师的肯

定，他们学习更主动，动机自然而然会增强。 自我效能是

学习者对自己是否能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程度。 可能是学

生在词汇学习过程中普遍能体会到移动学习的优势和效果，

这些积极的体验使他们确信自己具备移动词汇学习的能力，

所以实验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性差异。

３．３　访谈结果和讨论

实验结束后，对实验组８位同学就形成性评价的优势和

不足２个问题进行访谈归纳如下：受访的８位学生一致认为

形成性评价有利于促进学习，来自同伴和教师的评价鼓励使

他们学习更主动，效率和自我效能感更高，进一步说明形成

性评价能够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果；４位学生即受访的５０％
的学生认为同伴评价费时，并且方式缺乏多样性，同伴之间

词汇学习进度不同，加大了评价难度。

４　结束语

本研究旨在验证移动英语词汇学习中融入形成性评价的

有效性，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移动词汇学习中融入形成

性评价对学生词汇学习产生了积极效果，有效地促进了学生

词汇水平的提升；其次，移动词汇学习中融入形成性评价对

学习动机包括内部动机、外部动机、自我决定和自我焦虑产

生了显著影响，对自我效能没有引起明显改变；最后，移动

学习中融入形成性评价获得了学生肯定，该模式有利于增强

他们的学习自主性，促进了学习效率的提升，但也存在评价

费时、方法单一等问题。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

优化形成性评价的操作模式，丰富评价手段，提升学生评价

能力，让形成性评价在移动学习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

实现以评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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