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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语言教育中的学习者自主性这一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当时，作为未能防止法

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卷土重来的反省，培养有责任的市民成为关键，有必要在教育中培养自

主性这一理念由此产生。另外，为了制止政治和经济的失控，出现了教育民主化的主张，而学习

者自主性被认为是对教育民主化有利的方法。此外，随着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

活得到了满足后开始有了精神生活上的追求，学习者自主性也成为了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的必要的

能力。1971 年起，学习者自主性这一概念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流传和重视，很多教育者和研究

者进行了关于培养学习者自主性的实践研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这一概念更是引起了全世

界范围内的关注。学习者自主性不仅对于现代的语言学习者来说是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能力，

也是人类成长必要的能力。因此，进行关于培养学习者自主性的实践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日本，现阶段有关学习者自主性的研究集中在日语教育和英语教育领域上，而在汉语教育

领域中还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在中国，与学习者自主性的相关研究相比，汉语教育中的学习者

自主性的相关研究数量极少，且集中于论述式的理论研究，实践研究的数量非常少。 

笔者在大学时代，分别作为学习者和支援者经历了以培养学习者自主性为目的的学习支援。

但从笔者的自身经历来看，这样的学习支援并没有达到培养学习者自主性的目的。笔者认为其原

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支援者将自己的学习信念强加在学习者身上，没有了解掌握学习者的学习

信念；第二，学习者被要求使用支援者搭建的学习框架，学习者因没有参与学习框架的搭建而导

致学习者关于“自己是学习的主体”这一意识非常薄弱。在这样的学习支援下展开的学习活动，

乍一看像是由学习者主导的学习，但由于没有发挥学习者的主体性，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培养和引

导学习者自主性的目的。 

那么，如果实行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习支援的话，是否可以引导出学习者的学习者自主性呢？

怎样的学习支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习支援，又该怎样实行呢？本研究的目的，

是通过进行实践研究阐明以上这些问题，探索出更有效的引导出学习者的学习者自主性的方法。

从着眼于学习者自主性的学习支援这一角度，为汉语教育实践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本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通过总结语言教育领域关于学习者自主性的研究的现状和回顾笔者经历过的着眼于

学习者自主性培养的学习支援，提出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章。明确本研究中的学习者自主性的概念，并在其基础上作出假设。关于学习者自主性

的概念，现在的教育学者和研究者们还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解释。笔者认为，所谓的学习者自主

性，就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决定、执行、评价、改善这四种能力。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先行研

究，笔者作出了以下假设：通过实行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习支援，可以在提高学习者汉语能力的

同时，引导出学习者的学习者自主性。关于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习支援的实行，笔认为需要在活

用学习者的学习信念、协助学习者建立适合自己的学习框架、以及只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学习者的

学习提出建议这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三章。介绍学习者的学习期间、学习目标，详细说明制定学习支援策略的制定过程和进行

学习支援的过程，并对学习支援过程中学习支援策略的使用进行说明和分析。学习者对汉语学习

抱有很大的兴趣，但在本次学习支援之前并没有进行过汉语学习。本研究选取了 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间的学习支援过程进行研究。在学习目标的设定上，我们从汉语能力和学习者自

主性两个方面进行了设定。制定支援策略时，通过进行学习信念调查把握学习者的学习信念进而

活用学习者的学习信念；通过学习者的自我叙述了解学习者并进一步帮助学习者建立适合自己的

学习框架；以及通过观察学习者的状态，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学习者的学习提出建议。在这样的学

习支援下，学习者的主体性得以发挥，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第四章。从学习者的汉语能力和学习者的自主性两个方面，对通过实行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

习支援，可以在提高学习者汉语能力的同时，引导出学习者的学习者自主性这一假设进行了验证。

经过本次的学习支援，之前从未有过汉语学习经验的学习者达到了汉语检定考试准 4 级的水平，

汉语能力有所提高；在学习支援的过程中，明显可以观察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决定、执行、

评价、改善这四种能力有所提高。 

第五章。总结研究的结论并进行反思。通过本次实践研究，得出了通过实行以学习者为主体

的学习支援，可以在提高学习者汉语能力的同时，引导出学习者的学习者自主性这一结论。本研

究中使用的活用学习者的学习信念、协助学习者建立适合自己的学习框架、以及只在必要的情况

下对学习者的学习提出建议的学习支援策略，也可以应用于学校的汉语教育。本次的实践研究践

仅为个案研究，为了能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学习支援对策，实行以班级范围内的学习者为对象的实

践研究也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