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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学生自主性英语
学习能力量表 :编制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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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自主学习的研究背景出发 ,简要回顾了自主性英语学习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国内自主学习研

究现状 ,指出目前针对英语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调查研究存在数量少和量表设计缺乏统计学检验的问

题。文章通过对《英语专业学生自主性英语学习能力调查量表 》修订过程的描述 ,从信度、效度和区分度方面

检验了该量表的可靠性 ,结果显示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和区分度 ,能够较为准确的测量英语专业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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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自主性英语学习 ( autonomous English learn2
ing)研究自 20世纪 80年代由 Henri Holec引入外

语教育领域以来 ,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相关研

究 (如 Holec 1981; Benson 1996; Benson & Voller

1997; D ickinson 1993, 1995,徐锦芬 彭仁忠 吴卫平

2004,徐锦芬 占小海 2004,李秀萍 2006等 )。国内

学者对自主性英语学习的讨论始于 20世纪 80年

代中后期 (徐锦芬等 2004) ,在过去的 20多年时

间里 ,国内的学者们在评介国外自主学习理论 (如

周新琦 1998; 郑敏 2000; 徐锦芬 占小海 2004

等 )、探讨自主学习理论在中国的文化适宜性 (如

戚宏波 2002, 2004a, 2004b,何宗慧 2006等 )以及

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如华维芬 2001,

2002;彭金定 2002;魏玉燕 2002等 )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研究成果。但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自主性英

语学习能力开展的实证调查并不多见。我们通过

对 18种国内中文外语类期刊 1990年 1月 - 2006

年 12月发表的关于自主学习的文章的检索 ,仅检

索到 7篇调查类文章 ,而这 7篇中只有 1篇是针对

英语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调查研究 ,说明研

究者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关注较少 ,此外 ,在检索到

的 7篇调查类文章中 ,我们发现调查研究用的问

卷虽然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 ,但所有的文

章均没有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也没有问

卷的结构效度、内容效度等方面的详细说明 ,问卷

的结构是否达到统计的要求 ,是否能够合理的检

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我

们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 ,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 ,设

计了《英语专业学生自主性英语学习能力调查量

表 》(简称《自主量表 》) , 尝试编制具有较高信度

和效度的《自主量表 》为英语专业学生的自主能力

的测评提供研究工具。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目的

制定英语专业学生自主性英语学习能力量

表。

(二 )研究对象

来自天津市某外语专业院校英语专业的 1552

名大一到大四的本科生参与了本研究的预测和正

式调查 2,其中 1200人参加最后的正式调查 (男生

343人 ,女生 857人 , 1 - 4年级的样本总量分别为

327, 224, 412, 237) ,有效样本量为 1035,问卷有效

率为 95%。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英语专业学生自主性英语学习

能力调查量表 》作为研究工具。

1、问卷的结构

研究采用的问卷是在参考了徐锦芬等 (2004)

设计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性英语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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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 》基础上经过 3次预测 (p ilot study)和反

复修改后设计而成的。正式调查使用的问卷包括

导语、个人信息 (性别、年级 )和 26个自主学习能

力的题目三个部分。自主学习能力总量表由 5个

分量表 ,即自主 1 ( Z1) ,清楚老师的教学目的 (1 -

4) ;自主 2 ( Z2) ,确立学习目标与制定学习计划 (5

- 8, 25)、自主 3 ( Z3) ,选择并使用合理的学习策

略 (9 - 12, 26)、自主 4 ( Z4) ,监督学习策略使用情

况 (13 - 19)、自主 5 ( Z5) ,监控学习计划使用和执

行情况 (20 - 24)五个部分组成。最后经过因子分

析对 26个题目进行修订后得到的最终题目数量

为 23个 (21, 23, 26题被删除 )。

2、问卷的计分方法

量表采用李克特 (L ikert) 6点计分 2, 6 =这种

做法完全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 5 =这种做法符合我

的实际情况 ; 4 =这种做法有点符合我的实际情

况 ; 3 =这种做法不太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 2 =这种

做法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 1 = 这种做法完全不符

合我的实际情况。

(四 )研究过程

2006年 4月 ,我们使用修改的徐锦芬等设计

的问卷 5在该校二年级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

了 42名学生进行了第一次预测 (p ilot study) ,我们

在问卷最后设计了开放式题目 :除了问卷中提到

的 ,你认为一个能够自主学习的学生 ,还应该具备

哪些能力 ? 问卷搜集完毕后 ,我们组织学生们进

行集体座谈和个别深入访谈 ,根据数据统计结果

和学生们的反馈对问卷进行修改。2006年 9月和

11月又分别进行了两次预测 ,根据结果对问卷进

行进一步修改。 2006 年 12 月进行正式施测。

2007年 3月我们随机抽取了 70名被试进行了重

测 3。笔者参与了全部的施测过程。为了提高问

卷质量 ,我们利用专业基础课的 10分钟时间请被

试完成问卷。

(五 )数据的统计与处理

在数据录入前 ,我们剔除了含有缺失值和有

多选现象的问卷 ,在问卷录入电脑后我们又对录

入的结果进行复合 ,修改错录的数据 ,最后通过

SPSS 11. 5软件包对修正后的数据进行统计 ,统计

前我们将 21和 23两个反命题进行了反转处理。

(六 )量表的信度检验

问卷三次预测的内在信度分别为. 7894、.

8235、. 8322;正式问卷的总体内在信度为. 8545

(26个题目 ) ;正式问卷经过因子分析 ,并删除 3

个题目后 ,最终的总体内在信度为. 8654;分量表

的最终内在信度为. 7407 - . 8619;总量表的折半

信度为. 8433,各分量表的折半信度在. 6920 - .

8037之间。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8421,说明问卷

可靠。

(七 )量表效度的检验

我们从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方面检测量

表的效度。

1、内容效度

本量表是在文献综述、集体座谈和深度访谈

等定性研究基础上建立的 ,因此具有较好的内容

效度。同时 ,通过分量表与总量表得分的相关系

数上以可以检测量表的内容效度。从表 1看出各

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在. 666 - . 825 (p <.

01)之间 ,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表 1　各分量表之间、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

Z1 Z2 Z3 Z4 Z5

Z1 ———

Z2 . 4453 3 ———

Z3 . 3713 3 . 5123 3 ———

Z4 . 3933 3 . 5573 3 . 6293 3 ———

Z5 . 4433 3 . 6033 3 . 5403 3 . 5923 3 ———

Z总分 . 6663 3 . 8253 3 . 7693 3 . 8183 3 . 8123 3 ———

　　2、结构效度

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 26个题目进行

了正交旋转 (Varimax)得到 KMO值为. 854,球形

检验结果 (卡方检验值为 11803. 549;自由度 =

325)在. 000水平上显著 ,说明问卷非常适宜做因

子分析 ,方差总解释率为 61. 585,自然析出因子 6

个。但第六因子只包括 21和 23两个题目 ,一般

来说两个题目不宜构成一个因子 (吴明隆 , 2003:

100)。我们运用强制执行 5因子的方法 ,发现第

23题被析入第 1因子 (确立学习目标和制定学习

计划 ) ; 21题被析入第 2因子 (监控学习策略 ) ,无

法归入理论上应该归入的第 5因子 (监控学习过

程 ) ,因此我们考虑将其删除。第 26题 (我对英语

学习策略了解得很全面 )没有进入第 3因子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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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用合理的学习策略 )。从内容上 ,第三因子的

4个题目可以将第 26题涵盖 (只有对学习策略有

较多的了解才能选择并合理使用听说读写等学习

策略 ) ,因此考虑删除 26题。

删除 21, 23, 26三个题目后进行第二次探索

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 (见表 2) , KMO值为. 880,

球形检验结果 (卡方检验值为 11204. 508;自由度

= 253)在. 000水平上显著 ,运用正交旋转自然析

出 5个因子 ,其总解释率为 62. 186% ,解释率较

高 ,这个结果与我们提出的理论模型一致 ,且与第

一次因子分析结果相比 KMO值等几个参数相差

无几 ,且解释率升高了 0. 601% ,因此我们认为 23

个题目的问卷要好于 26个题目的问卷 ,因此最终

修订后问卷的题目数量为 23个。

表 2　总量表的结构效度 (23个题目 )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题目 负荷 题目 负荷 题目 负荷 题目 负荷 题目 负荷

AN6 . 792 AN17 . 733 AN20 . 591 AN11 . 754 AN1 . 740

AN7 . 753 AN14 . 716 AN22 . 531 AN12 . 702 AN3 . 727

AN5 . 747 AN15 . 712 AN24 . 579 AN10 . 665 AN2 . 712

AN4 . 738 AN13 . 556 AN9 . 777

AN8 . 504 AN16 . 652

AN25 . 614 AN18 . 633

AN19 . 628

　　因子 1确立学习目标与制定学习计划

因子 2监控学习策略的使用

因子 3监控学习计划使用和执行情况

因子 4选择并使用学习策略

因子 5清楚老师的教学目的

3 因子负荷小于. 40的数值在本表中被省略

此外 ,根据测试理论 ,各分量表与总量表分数

超过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可以提供良好的结构效

度 (黄希庭等 , 2003; 195)。从表 1中我们可以看

出 ,各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要高于与其他分

量表的相关系数 ,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较好。

(八 )量表的同质性检验

我们随机挑选分量表的题目 2 - 3个 ,运用皮

尔逊相关分析 ,计算出这些题目与分量表和总量

表的相关系数 (见表 3) ,结果显示 ,这些题目与各

自所在量表的相关系数要明显高于他们与其他量

表和总量表的相关系数 ,这说明虽然自主学习能

力是从 5个方面进行测量 ,但是题目具有很好的

同质性 ,能有效的从不同角度测量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

表 3　随机抽取题目与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相关系数 (23个题目 )

Z1 Z2 Z3 Z4 Z5 Z总分

Z1
AN1 . 7433 3 . 2373 3 . 2253 3 . 2223 3 . 2613 3 . 4193 3
AN3 . 8063 3 . 3113 3 . 2973 3 . 2823 3 . 3263 3 . 5053 3
AN5 . 3583 3 . 7983 3 . 3683 3 . 3633 3 . 4223 3 . 6143 3

Z2 AN7 . 3583 3 . 8513 3 . 4163 3 . 4743 3 . 5053 3 . 6913 3
AN18 . 3463 3 . 7283 3 . 4623 3 . 5703 3 . 6263 3 . 7153 3

Z3
AN10 . 2923 3 . 4113 3 . 8163 3 . 4663 3 . 4303 3 . 6083 3
AN11 . 2563 3 . 3943 3 . 8073 3 . 5133 3 . 4343 3 . 6063 3
AN13 . 3003 3 . 5103 3 . 3953 3 . 7123 3 . 5133 3 . 6333 3

Z4 AN16 . 3173 3 . 4193 3 . 5333 3 . 8263 3 . 4703 3 . 6593 3

AN17 . 3313 3 . 4203 3 . 5193 3 . 8013 3 . 4493 3 . 6483 3
AN19 . 3013 3 . 5593 3 . 3723 3 . 4323 3 . 7223 3 . 6173 3

Z5 AN20 . 2913 3 . 3813 3 . 3333 3 . 4173 3 . 6693 3 . 5343 3

AN22 . 3093 3 . 3403 3 . 3773 3 . 3583 3 . 6893 3 . 52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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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量表的区分度检测

我们运用项目分析做了题目的区分度检测 4,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 ,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所

有 23个题目上达到了. 000的显著差异 ,表明题目

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三、结 　　语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 ,对 1552名英语

专业学生的自主性英语学习能力状况进行了问卷

调查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修订了《自主量表 》,量

表在内在信度、折半信度、重测信度、内容效度、结

构效度和区分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统计要求值 ,

本量表真实可靠 ,能够较为准确的测评英语专业

学生的自主能力。但由于研究的样本都来自一所

高校 ,研究结果期待大样本的检验。同时在未来

的研究中可以扩展自主能力的理论模型的构成因

素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本研究结果进行验证 ,

还可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修订现有自主能力模

型。

致谢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徐锦芬

教授赠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性英语学习能

力问卷 》。

注 释

[ 1 ] 这 18种期刊是《外语教学与研究 》、《现代外语 》、《外语与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 》、《外语研究 》、《外国语 》、《外

语界 》、《外语学刊 》、《外语电化教学 》、《国外外语教学 》、《山东外语教学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四川外语学院学

报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中国外语 》(2003 - 2006)、《中小学外语教学 》、《中小学英语教

学与研究 》。

[ 2 ] 我们将原来徐锦芬的问卷从题干 % %选项 (A - E五个选项 )模式调整成李克特 6点计分量表 ,题目数量不变。

而后进行的预测中对该问卷的题目进行了删减。李育辉等 (2006)认为 , 5点和 7点等奇数等级代表的量表虽然应用广泛 ,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中庸 ”思想 ,被访者在填答时可能会出现“趋中反应 ”,即倾向于选择“一般 ”等中间选项 ,其

后果是没有真实反映被访者的倾向性和包含“不确定 /不一定 ”等研究者不希望看到的结果。6点量表在正向和负向态度

上各分了三个等级 ,从而避免了趋中反应 ;在英语教育领域的其他研究中也不乏使用 6点计分的研究 ,如 D? rnyei(1990)。

为了求得被试的真实数据 ,避免趋中反应 ,我们采用了 6点计分的李克特量表。

[ 3 ] 参加重测的学生从参与正式调查的学生随机抽取。

[ 4 ] 我们将自主总分最高的 25%和最低的 25%作为高低分组的标准 ,比较高分组和的低分组在每个题目上得分的平

均值的差异。

参考文献

[ 1 ]Benson, Phil. Concep ts of Autonomy in Language Learning [A ]. Taking Control: Autonomy in Language Learning, eds.

Pemberton, R. , L i, E. , O r, W. and Pierson, H. 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 - 34.

[ 2 ]Benson, Phil. and Voller, P.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M ]. London: Longman, 1997.

[ 3 ]D? rnyei, Z. Concep tualizing Motiv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 J ]. Language Learning 40 (1990) : 45 - 78.

[ 4 ]Holec, H. Autonom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M ].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 5 ]D ickinson, L. Talking Shop: A spect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 J ]. ELT Journal 47 (1993) : 330 - 336.

[ 6 ]——— - Autonomy and Motivation: A L iterature Review [ J ]. System 23. 2 (1995) : 165 - 174.

[ 7 ]Nunan, D. Towards Autonomous Learning: Some Theoretical, Emp ir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A ]. Taking Control: Au2
tonomy in Language Learning, eds. Pemberton, R. , L i, E. , O r, W. and Pierson, H. 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 - 26.

[ 7 ]高吉利. 国内“学习者自主性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J ]. 国外外语教学 , 2006, (2) : 54 - 58.

[ 8 ]何宗慧. 轮外语自主学习在中国的文化适宜性 [ J ].中国外语 , 2006, (6) : 69 - 70.

[ 9 ]黄希庭 ,凤四海 ,王卫鸿. 青少年自我价值感全国常模的制定 [ J ]. 心理科学 , 2003, (2) : 194 - 198.

[ 10 ]华维芬. 自主学习中心 :一种新型的语言学习环境 [ J ]. 外语界 , 2001, (3) : 41 - 45.

[ 11 ]李秀萍. ,英语专业本科生自主性学习能力调查与研究 [ J ] ,外语教学 , 2006, (4) : 83 - 85.

[ 12 ]李育辉 , 谭北平 , 王芸 ,等. 不同等级数利克特量表的比较研究 % %以满意度研究为例 [ J ].数据分析 2006, (2) :

159 - 173.

[ 13 ]彭金定.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 ’学习者自主问题研究 ’[ J ]. 外语界 , 2002, (3) : 15 - 19.

[ 14 ]戚宏波. 学习者自主性理论溯源 [ J ]. 山东外语教学 , 2002, (5) : 83 - 86.

[ 15 ]魏玉燕. 促进学习者自主性 :外语教学新概念 [ J ].外语界 , 2002, (3) : 8 - 14.

[ 16 ]吴明隆. SPSS统计应用实务 :问卷分析与应用统计 [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2003.

121

第 25卷 　　　　　　　刘宏刚 　王 　强 :英语专业学生自主性英语学习能力量表 :编制与修订 　　　　　　　第 5期



[ 17 ]徐锦芬 ,彭仁忠 ,吴卫平.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性英语学习能力调查与分析 [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04, (1) : 64

- 68.

[ 18 ]徐锦芬. 占小海. 国内外自主学习研究述评 [ J ]. 外语界 , 2004, (4) : 2 - 9.

[ 19 ]郑敏. 自主性学习的缘起和发展 [ J ].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 2000, (3) : 101 - 105.

[ 20 ]周新琦. 外语学习者独立能力的培养 [ J ]. 山东外语教学 , 1998, (1) : 77 - 80.

Q ue stionna ire on English Ma jo r Unde rgradua te s’Autonomous
English Lea rning Abilitie s: De sign and Modifica tion

L iu Hong - gang , W ang Q ia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100871)

　　Abstract: Starting to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of learner autonomy, this paper firstly mak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er autonom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on it in China, based on which the p roblem is raised that the research on

learner autonomy of English major undergraduates is inadequate and the relevant questionnaire lacks testing at the statistical level.

Then the paper reports the whole p rocess of designing and modifying the Questionnaire on Autonomous English Learning Abilities of

English Major Undergraduates. The statistics indicate that this questionnaire is of highly reliable and valid and suitable to test the

autonomous English learning abilities of English major undergraduates.

Key words: autonomous English learning ability;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validity; discrim ina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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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可以省略其结构 ,而谓语动词是不能省的。以

下的英语句子是受了汉语的影响 :

(17)我们三人同岁。

F: we three peop le in the same age.

T: Three of us are in the same age.

(18)明天星期天 ,我们去看经贸展览。

F: Tomorrow Sunday, we will go to visit the e2
conom ic and trade exhibition .

T: Tomorrow is Sunday, and we will go to visit

the econom ic and trade exhibition.

总之 ,英语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长期的

学习、积累、操练和对比实践 ,更重要的是要摆脱

汉语文化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 ,从理论上找出英汉语的使用差别 ,从而增强学

习者的语感 ,形成英语思维习惯 ,掌握英语表达规

律 ,最终实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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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 rison of Subject - P redica te S tructure in English and Chine se
J iang L ian, L i Zhen

(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617000, Sichuan)

　　Abstract: It is the key to exp ress thoughts and ides of the language correctly by using grammar, simultaneously, the perfect

English is concerned with mastering the habit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grammar.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out

difference by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language traits.

Key words: subject and p redicate, top ic - comment,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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