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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teaching of collage English listening generally adopts a combi-
n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nline autonomic learning. Due to various 
factors, the effectiveness often fails to meet expectations. This study takes the 
“Teacher 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TSCA) model as the blueprint 
and constructs an autonomic learning plan based on teacher-student negotia-
tion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lans, regular spot checks and feedback systems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teachers’ participation will be improved,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
tive will be stimul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autonomic learning will be en-
hanced and English listening proficiency will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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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听力教学一直以来是大学英语学习的重要组成，然而受到课程性质以及

教学安排的限制，学生需要在课外进行大量自主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听

力理解能力。目前较为通行的听力自主学习是采用“听力课 + 听力教材 + 
听力平台自主学习”模式，即学生在课内进行常规听力学习，利用课外时间

登录在线听力学习平台完成自主学习任务。 
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听力自主学习平台上的听力练习题型灵活多样、

题库数量庞大，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练习需求；其丰富多样的素材内容有助于

How to cite this paper: Shi, L.N. (2023) A 
Study on the TSCA Application in Autonomic 
Learning of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0: e10476.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0476 
 
Received: July 6, 2023 
Accepted: August 4, 2023 
Published: August 7, 2023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0476
http://www.oalib.com/journal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047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L. N. Shi 
 

 

DOI: 10.4236/oalib.1110476 2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学生扩大视野，增加人文知识储备，加深对英语文化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掌握

英语语言知识。但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学生对这种在线自主学习模式评价普遍

不高，学习效果不及预期，听力自主学习平台处于尴尬境地。从使用主体、

过程监控、学习效果等角度分析，当前听力自主学习模式存在一些短板，成

为学习效果的制约因素，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生自学能力相对不足：基于平台展开的自主学习主要集中在课

余时间且全程由学生自行完成，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有较高要

求。一部分学生因缺少教师指导常常在遇到句型复杂、语速较快等问题时感

到无所适从，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听力水平提高较慢。一些自我监督意识

不强的学生因其缺少学习主动性与自我约束力，在侥幸心理驱使下借助电子

字典、百度搜索等外部手段帮助自己完成学习任务，致使自主学习流于形式，

其语言能力和语言知识并未得到有效提升。 
其次，及时反馈缺位：自主学习任务由学生在课后自行完成，遇到问题

和困难需要学生自己设法解决，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提高自学

能力，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及时获得教师反馈和专业指导，一部分自学

能力有限且缺乏钻研精神的学生往往倾向于放弃钻研，从而错过最佳学习时

机，其听力理解能力进步速度相对落后。 
第三，现实适配度有落差：不同于传统听力课堂教学教师能够通过近距

离观察和互动判断学生对听力素材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听力自主学习通常在

课外进行，平台只记录最终答题结果但无法体现学生解题过程中对听力材料

真实的理解状况，学生的实际语言能力与成绩记录之间存在落差，教师较难

根据学生的平台成绩判断学生真实的听力水平，进而难以制定适应学生真实

水平和现实需求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进度。 
第四，监管存在漏洞：现行评价机制中针对自主学习情况的评价占比不

高，教师评价通常集中在期末阶段进行，因此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并不会投

入过多关注，容易形成管理盲区。常常有一部分学习拖沓的学生不能按计划

要求完成单元学习任务，另有一部分学生利用借助外部辅助手段完成任务，

其成绩真实性存疑，听力自主学习平台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违其引进初

衷。 
第五，后台数据资源利用不足：学生每次学习的登录时间、使用时长、

答题准确率等数据均由后台自动记录，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监测、

判断学生自主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的重要参数，然而目前这部分数据资源尚

未得到重视和有效利用，如果能开发并利用好后台数据资源，将帮助教师深

度分析学生个人学习能力，提升教师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的监控质量，提高

自主学习成效。 
以上问题可概括为听力自主学习费时低效与平台资源使用效率欠佳之间

的矛盾。基于对学生听力自主学习情况的长期观察，结合一线听力教学经历，

笔者认为学生主观能动性不强、学习过程缺少师生交流、学习目标不明确等

一系列主、客观因素是听力自主学习效果不理想的重要成因。将教师引入自

学全过程，打破学生孤军奋战的局面，以师生协商、合作为推动力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是改善现状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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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生合作评价机制引入大学英语听力自主学习的构想与 

设计思路 

2.1. 整体运行构想 

信息技术环境下英语自主学习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网络作为学习平台

和交流介质，通过主动性、互动性、开放性的学习获取知识的过程。根据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虽然学习者有较大自由度但自主学习不等同于独立学习，

学习者既需要独立学习也需要与教师、同伴、学习媒介交流互动。协商、合

作、互动交流是促进自主学习的重要因素。[1]以师生合作评价为设计蓝本，

结合产出导向法教学理念，笔者所在研究团队构思了一系列旨在优化平台学

习资源配置、增加师生互动、加强教师指导的改革措施以提高学生英语听力

自主学习质量，最终实现学生英语听力理解能力有效改善。具体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师生合作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机制运行图示 

2.2. 运行原则及设计思路 

师生合作评价构想是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模式，学生主导、

教师参与。[2]基于师生合作的大学英语听力自主学习评价机制的主线是根据

学生自主学习情况由学生主导，师生共同协商制定下一阶段学习目标及学习

计划。教师职能是为学生自学提供帮助，弥补学生学习策略、学习方法的不

足；为学生建立个人听力自主学习档案记录其学习过程及变化；通过深度解

读后台数据掌握学生真实学习状态；加强对学生听力自主学习过程监管；加

大并量化过程性评价促进学生重视程度，推动学生担负起更多学习的责任，

最终实现学生英语听力自主学习优化提升。 
1) 师生角色职能 
在师生合作评价理念框架下，教、学双方的角色发生明显变化(表 1)：学

生成为自主学习全过程的第一责任人，是自主学习过程的执行者、知识和技

能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成为学习建议的提供者、学习过程的观察者、监督者，

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在师生双方职能和任务边界明晰、职能明确的前提下各

司其职，为合作提供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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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师生合作评价的角色分工及任务 

角色 角色分工 师生合作 

教师 

1) 定期检查学生自主学习情况； 
2) 建立学生听力学习档案； 
3) 保存、分析后台数据； 
4) 定期交流互动，为学生提供学习方法、策略指导； 
5) 组织摸底考试、阶段性(期中)考试、期末测试 

1) 师生定期沟通； 
2) 教师指导下的 
学生自我反思； 
3) 师生协商、 
合作制定下 
阶段学习目标 学生 

1) 完成自主学习任务； 
2) 自我监控，定期记录学习过程中的问题、 
疑惑并寻求教师指导； 
3) 与教师交流阶段性学习成效； 
4) 在教师指导下改进自主学习方式方法 

 

2) 加大过程性评价比重 
学习习惯和学能培养需要较长周期，当前听力自主学习折射出的问题仅

仅依靠调整课堂教学内容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动性很难得到有效改善，因

此需要增加自主学习过程性评价比重，利用一定外部手段保障并促进自主学

习有效运行。在师生合作框架下教师根据学习内容、学习进度、完成情况、

学习态度等观察维度设置评价参数及评价标准并公布给学生知晓；评价过程

保证客观、公正、透明，让学生了解打分依据；最终以评促学提高学生听力

自主学习成效。具体评价指标见表 2。 
 

表 2. 大学英语听力自主学习过程性评价评分表 

过程性 
评价 
基本 
构成 

(总分 100 分)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得分 总计 

学习目标与计划 
(20 分) 

有明确的自主学习目标(10 分) ( )分 
 

有清晰的自主学习计划(10 分) ( )分 

自主学习完成情况评价 
(50 分) 

自主学习平台作业得分(30 分) 
(抽查 3 次，平台单元成绩满分 100 分， 

每次抽查按 10%折合计算) 

1) ( )分 
2) ( )分 
3) ( )分 

 
自主补充学习内容(10 分) 

(学生在平台任务之外自主补充的学习内容， 
抽查 2 次，每次 5 分，教师视具体情况给分) 

1) ( )分 
2) ( )分 

阶段考试成绩(10 分) 
(阶段考试 1 次，按 10%进行折算) 

( )分 

自主学习态度评价 
(30 分) 

是否按计划完成学习任务(10 分) 
(检查自主学习平台作业完成进度， 

作为学生是否认真执行学习计划的评价依据， 
抽查 5 次，每次 2 分) 

1) ( )分 
2) ( )分 
3) ( )分 
4) ( )分 
5) ( )分 

 
是否主动与教师交流学习体会并定期反馈(15 分) 

(每学期至少与教师交流 3 次，每次 5 分) 

1) ( )分 
2) ( )分 
3) ( )分 

学习态度(5 分) 
(教师根据该学生本学期总体学习态度进行评价)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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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评价机制 
在明确师生各自职能基础上，将每学期听力自主学习过程分为前期、中

期、后期三个阶段，学生不仅要完成平台自主学习任务，还要在不同阶段根

据自身学情与教师展开合作为自己制定学习方案并自我监控学习效果。教师

则需要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进行监督，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疑惑进行辅导，定期，同时保存学生自主学习过程各项数据补充到学生学习

档案，逐步完成过程性评价。具体做法如下(表 3)。 
 

表 3. 基于师生合作的大学英语听力自主学习评价机制 

阶段 

主体 
前期 中期 后期 

教师 

1) 组织随堂摸底考试； 
2) 分析考试成绩数据， 
了解全班整体学情； 
3) 为每个学生建立自主学习档案； 
4) 根据学生自身水平经师生协商 
共同制定学习目标及学习计划 

1) 导出听力平台后台数据， 
充实并完善个人学习档案； 
2) 组织阶段性考试，分析学情； 
3) 组织学生中期自评； 
4) 重点关注学能较差学生， 
定期交流并给予反馈，答疑、 
指导等帮助 

1) 统计学习档案成绩； 
2) 分析、研判学生自主学习后台 
数据，从学习质量、学习态度等 
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3) 综合各项数据， 
完成本学期自主学习过程性评价 

学生 

1) 参加期初摸底考试； 
2) 根据考试成绩分析、 
反思个人学情； 
3) 初步确定本学期语言能力与 
知识目标 
4) 与教师协商后制定本学期 
学习目标及学习计划 

1) 按学习进度计划完成听力自主 
学习任务； 
2) 参加期中阶段性考试； 
3) 中期自评并根据阶段性考试 
成绩进行自我反思； 
4) 根据期中测评成绩结合个人反思

与教师协商制定下阶段学习计划 

1) 根据本学期单元学习情况、 
阶段性考试成绩、学习计划、 
学习目标完成情况对本学期 
听力自主学习进行自评 
2) 参加期末考试； 

听力平台 

1) 实施摸底考试(在线考试)； 
2) 提供在线学习资源； 
3) 保存学生个人成绩 
及其答题过程中的各项后台数据 

1) 实施阶段性考试(在线考试)； 
2) 保存学生个人成绩及其 
答题过程中的各项后台数据 

1) 实施期末考试； 
2) 保存并提供学生使用平台进行

自主学习单元的各项后台数据 

3. 有效性论证 

本研究于 2023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进行。选取本校网络传播学院

22 级编辑出版学专业 1 班和 2 班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每班 28 人，共 56 人。

随机将 1 班定为实验班，2 班定为对照班。实验期间两个班使用教材、周课

时数、任课教师、自主学习任务内容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实验班采用师

生合作自主学习评价模式，对照班仍采用原先听力教学和评价模式。通过对

比分析期初、期末两次考试成绩数据验证师生合作英语听力自主学习评价机

制的有效性。两次考试试题均采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听力模拟试题，各题型

分值按照满分 100 分的标准进行折算，随机选取卷 1 用于期初摸底考试，卷

2 用于期末测试。为保证两套试卷的信度，教师先期在其他班级进行了预测，

对成绩进行了因素分析和两分法，并使用 Kuder-Richardson 21 (K-R21)计算

法计算其信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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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K-R 21

1
 −

= − −  

M k M
kS

r k
k

 

这里 k 表示测试所有的题目数，M 为平均分，S 为标准差。经计算 r = 0.82，
一般来说 r ≥ 0.80 即可认为该测量是达到了足够的信度[3]，证明两套试卷难

度相同，可作为前测和后测工具。 

3.1. 数据收集与分析、解读 

两套试卷内容全部为客观选择题，采用答题卡形式作答并由机器阅卷。

将实验班与对照班的摸底考试与期末考试成绩收集后输入 SPSS (25.0 版)统计

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及独立样本 t 检验。具体数据见表 4 和表 5。 
 
表 4. 实验班与对照班分组描述统计量表 

前次/后测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差 

实验班前测 
对照班前测 

28 
28 

45.4276 
46.1429 

7.47836 
7.50661 

1.41328 
1.41826 

实验班后测 
对照班后测 

28 
28 

73.2435 
56.9829 

7.54598 
8.00175 

1.42606 
1.52351 

 
表 5. 实验班与对照班之间独立样本 T 检验表 

 F Sig. t df 
Sig. 

(双侧) 
均值 
差值 

标准 
误差值 

下限 上限 

前测 
假设 
方差 
相等 

0.027 0.872 −0.571 54 0.571 −1.14286 2.00246 −5.16745 2.78812 

后测 
假设 
方差 
相等 

0.072 0.792 8.126 54 0.000 16.69429 2.08725 12.79710 21.12147 

 

由上表数据可知在两次测试试题难度相同，试题数量相同的前提下，实

验班与对照班的英语听力前测(摸底考成绩)平均值为 45.4276 分和 46.1429 分

(见表 4“均值”)，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前测成绩均值方程 t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Sig. (双侧)为 0.571 (>0.05) (见表 5 Sig (双侧))，可见实验班与对照班之间的成

绩平均值没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班与对照班的英语听力期末成绩的平均值为

73.2435 分和 56.9829 分(表 4“均值”)，成绩均值方程 t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Sig. 
(双侧)为 0 (< 0.05) (见表 5 Sig (双侧))，表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期末成绩均值

有显著性差异。 
以上数据表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英语听力起始水平相当，在两班教师、

课时、教材、自主学习任务完全相同的前提下经过一个学期的师生合作听力

自主学习，两班成绩平均值出现较为显著的差异，实验班比对照班期末平均

成绩高 16.2606 分，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通过一系列基

于师生合作评价的自主学习方案实施后，其听力能力有了较为显著的改善，

本次教学改革具有一定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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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论 

根据两次听力测试数据分析表明，与原有听力自学机制相比，新的方案

加大教师对平台任务完成情况的监管力度并形成制度落实到日常教学实践；

开展师生协商能较好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通过深度解读后台数据研判学生

学习态度、学习情况；通过建立学生学习档案记录真实自主学习过程，通过

加大过程性评价比重促进学生更加重视并投入自主学习。 

4. 讨论与启示 

经历一学期的尝试，基于师生合作的听力自主学习评价机制被证实具有

一定实际效果，回顾和反思教学改革过程，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4.1. 提高学生对英语听力自主学习的责任感 

当前听力教学“课堂教学 + 课外平台自主学习”模式的自由度较高，因

此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认为自主学习是课堂教学的附带品，英语听力学习仍以

课堂为主，对自主学习任务完成质量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导致学习效果与预期

目标存在差距，对持续开展听力自主学习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

提升自主学习效果的首要任务是转变学生观念，提高对自学过程的重视程度，

强化自我管理意识，严格遵守学习计划，真实、自主地完成学习任务。 

4.2. 植入英语听力自主学习新观念 

高校学生英语听力自主学习过程需要教师的参与，但自主不等于完全放

手。学生需要了解自身薄弱项，了解提高的途径及措施；教师需要对学习过

程进行监督和指导，及时解答学生问题、鼓励学生，帮助其提升学习自信心，

努力探索与自身情况相适应的提高听力能力的好方法。缺少教师指导和监督，

仅仅依靠学生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无论自主学习效率或是学习效果都无法得

到保障，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于才能产出卓有成效的自主学习。 

4.3. 建立长期师生合作评价机制 

以往听力自主学习费时低效，学生缺少学习主动性致使期听力理解能力

发展滞后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缺少即时反馈和有效指导也是学生能力提高

缓慢的重要因素。通过师生合作评价机制一方面以评促学，引导学生更加重

视自身表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师指导和学生自我反思制定出适合学生的学

习计划和学习目标，从而使学习目标更加明确。另一方面，教师的参与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监督自主学习的作用。第三，教师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

为学生答疑并提供学习指导，学习档案记录了学生不断成长的学习能力，起

到提高学生学习自信心、坚定自主学习信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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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基于师生合作的大学英语听力自主学习评价机制研究 

摘要：当前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普遍采用课堂教学与听力平台自主学相结合的

方式，受各种因素影响听力自主学习效果常常达不到预期。为解决以上问题，

本研究以“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简称

TSCA)为蓝本，构建基于师生协商、合作的大学英语听力自主学习新模式，

通过合作制定学习计划、自主学习定期抽查与反馈、自主学习过程量化评价

等一系列举措增加听力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教师参与度，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推动学生更多地承担起学习的责任，提高听力自主学习成效，最终实现英语

听力水平的有效提升。 

关键词：大学英语，听力，自主学习，师生合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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