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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教学 

 

教学生学会思考思维过程 
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出来的。在这种环境中，实际的思维过程在日常的教学和谈话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创设这种环境，教师和学生之间需要开发一种思维的语言并不断加以运用，当教师

频繁使用“策略”、“过程”以及“元认知”等词汇时，他们就将这些词汇的重要意义传递给了学生，并且强调过程

对有效的学习十分重要 
 
提西曼（Tishman， Jay， and 
Perkins，1992）建议在教室里悬挂一些宣传板来提醒学生对他们的思维进行思考，提示“这是解决该问题的

最好策略吗？”或者“你的计划执行到最好了吗？”，用来帮助学生记得运用元认知策略（元认知化）  
 
为学生提供一定的时间和工具，可以使他们在学习中变得更加元认知化，这是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最有效的方

法之一（1998）。先使用日志、学习笔记帮助他们确认已采用、或可能采用的策略，然后对它们的有效性进

行评估。通过线索或某些提示提供支架，如“下一步你可以做什么？”或者“你的策略进展得怎么样啦？”这些可

以为学生提供一种结构，从而要求他们必须变得更加元认知化。对于许多学生，尤其是那些有特殊需求的，能

够从接受外部的、重复的元认知策略教学中获益，例如，教师可以从要求大声说出思维过程开始，让学生明白

说出他们的元认知思考：  

好，该项目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我需要将我所收集的资料全部写入我的报告。我可以将每条信息写在一张纸

片上，然后将它们组织成一份提纲，但是做这些小纸片需要浪费很多时间，我可以将所有的资料先看一遍，然

后将每条信息进行归类并标上记号，删除不需要用的那些资料，我要看看这些办法是否有效。  
尽管提到实际的认知过程是元认知过程建模的一部分，学生的思维过程建模对于形成学生的自主控制能力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策略的建模——诸如理解课文的方法（如问问题）或者解决文字问题（如识别变量）—
—
是教学生学习策略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除非对思维的意识、计划及监控过程都得到明确地说明，否则建模

不会对学生的元认知产生影响。   
 
元认知教学其它的一些资源，特别是对于大一点的学生而言，可以包括传记、日志、信件以及所学习的相关领

域中著名专家个人的一些作品。通过剖析这些传奇人物的问题解决策略，可以启发学生的灵感，提供信息。  
 
在对元认知过程建模完成之后，下一步就是给学生练习运用这些元认知技能的机会，并提供帮助。学生可以和

同伴一起或者在小组内进行大声说出思维过程活动，通过听取同伴是如何展开复杂问题思考的方法的，可以帮

助他们扩大策略资源库。   
 
最后，使用“第一步你可以做什么？”、“你还可以做哪些努力？”以及“你的策略进展得如何？”此类的提示，在

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提醒他们对思维进行思考。 
 
促进元认知的问题 
意识  

• 我将如何着手这一任务？  
• 在该项目中我在做什么？  
• 当我不能理解我所读的内容时，我该怎么办？  
• 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该做什么？  
• 在阅读时，我在思考什么？ 

 



计划  

• 该任务属于哪一类型？  
• 我的目标是什么？  
• 我需要什么知识？  
• 当我开始做之后，将会出现哪些问题，我将如何应对？  
• 哪些策略将会对我有帮助?  
• 我拥有哪些资源？  
• 该任务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 在这项大项目之下，有哪些小任务？  
• 有哪些任务我必须按照一定的次序去做？有哪些任务我随时都可以做？  
• 有哪些人或事情我必须加以协调？  
• 谁可以帮助我？  
• 我希望从该项目中学到什么？ 

监控  

• 我正在做什么？  
• 该任务我有哪些不懂的地方？  
• 我能怎样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 我必须从头再来吗？  
• 我需要做出改变吗？是否能够做得更加有效？  
• 我能如何控制我工作的环境？  
• 对于意料之外的挑战，我该如何应对？  
• 我正在学些什么？  
• 我怎样做才能学得更多更好？  
• 这是做这件事的最好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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