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考研教育学考点总结—自我调节学习的训练

原则
自我调节学习是一种主动的与建构性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首先为自

己确定学习目标，然后监视、调节、控制自己的认知、动机和行为。教育的目标

之一就是要帮助学生学会使用有效的学习策略，学会自我调节学习。而实际上学

生很少获得如何学习的知识，常常缺乏必要的策略来学习复杂的材料，因此加强

自我调节学习的训练非常必要，下面文都教育就对自我调节学习的训练原则进行

一下论述，希望能为考生的 2018 考研教育学备考复习带来帮助。

在进行自我调节学习的训练时，不管教什么策略、怎么教这些策略，都要遵

循主体性原则、内化性原则、特定性原则、生成性原则、效能性原则等训练原则。

（1）主体性原则。它既是自我调节学习训练的目的，又是必要的方法和途

径。主体性是自我调节学习的核心特征，指学生在学习目标、过程、方法、评价

等方面能发挥积极主动性。教师在培训中要向学生阐明训练的目的和原理，教他

们何时、何地与如何使用策略，给他们充分地运用学习策略的机会，并指导他们

分析和反思策略使用的过程与效果。

（2）内化性原则。它指训练学生不断实践各种学习策略，逐步将其内化成

自己的学习能力，并能在新的情境中加以灵活应用。内化过程需要学生将所学的

新策略与头脑中已有的策略知识整合在一起，并能熟练地加以应用，形成新的认

识和能力。



（3）特定性原则。它指学习策略一定要适于学习目标和学生的类型。同样

一个策略，年长和年幼的，成绩好的和成绩差的，用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向别

人写出阅读提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但对幼儿则可能相当困难。教师要

针对学习者的发展水平，确定哪些策略是最有用的，而且要考虑学习策略的层次，

给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策略。

（4）生成性原则。学习策略是否有效，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学习者要利

用学习策略对学习材料进行重新加工，生成某种新的东西，这需要高度的心理加

工，例如给别人写内容提要、向别人提问，将笔记列成提纲等策略。

（5）效能性原则。即使学生知道何时与如何使用策略，但如果他们不愿意

使用这些策略，他们的一般学习能力是不会得到提高的。那些能有效使用策略的

人相信使用策略会影响他们的成绩。教师在进行培训时，要给学生一些机会使他

们感觉到策略的效力。

大家要想更透彻地掌握教育心理学的相关内容，了解更多考研教育学的重点

和难点，可以登录文都网校，参考教育学考研的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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