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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借自认知心理学的“认知”和“元认知”成了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使用频率颇高的术语
。
初涉“元认知”者，常有一种隔雾观天的感觉。
“认知”为何意尚且不甚明了，词前冠以“元”字的“元认知”究竟为何意确实是一个看法纷争的问
题。
我想，理解上的困难除了可能出在“认知”与“元认知”的关系上，还有可能出在带有另一层涵义的
“元”字上。
“元”字的常见意思有“开始的、居首的、主要的、根本的、构成整体的”等。
显然，望文生义不能解决“元认知”的释义问题。
学习过语言学的人知道，“元语言”是用于描写和分析语言的语言.当然也可以用来控制别人的语言运
用。
以此类推，可以猜想“元认知”是用来控制和归纳认知活动的。
　　认知心理学关于认知和元认知的讨论印证了我们的猜想。
心理学把“认知”界定为感知、学习和思考的心理行为或结果，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了解和把握。
一言以蔽之，“认知”离不开人的思维。
如果把“认知”看作思维（thinking），那么“元认知”就是对思维进行思考（thinking about thin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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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的实证研究》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心理语言学家和二语习得研究者在元认知理论研究方面的重
要研究成果，并分析了该领域研究中的争议与不足。
第四章至第七章为第二部分，也是《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的实证研究》的主体部分，翔实报告了作者
所进行的四项实证研究的过程与结果。
第八、九章为《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的实证研究》的综合讨论部分。
第八章总结了本研究中的主要调查结果，并讨论了它们对元认知理论研究与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
重要启示和实践意义。
第九章分析了本研究在调查方法方面的贡献与不足，并探讨了今后二语学习与元认知研究中值得重视
的问题。
　　《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的实证研究》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成功地将元认知理论引语写作研究
，为二语写作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将多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研究做到由面到点，又由点到面，层层深入。
　　探讨了元认知可陈述性和动态性等重要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元认知的特点。
　　创建了二语写作元认知能力的理论模型，对开展同类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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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是两个既有关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许多研究者（Flavell 1992；Garner 1994；Hacker 1998，参见.Zharig2001：280）认为，认知策略在执行认
知任务过程中是必需的。
而元认知策略在对认知任务执行方法的思考中是必需的、下面。
我们从两种策略的内容和目的等方面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第一，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所包括的内容不同。
元认知策略包括对学习过程的思考、计划和监控，以及在学习活动结束后对学习的评估。
这些通常不涉及学习材料本身。
而认知策略与学习任务有更直接的关系，包括对学习材料的直接联系（汪玲、方平、郭德俊1999）。
就外语学习而言，认知策略包括推理、分析、记笔记和归纳等与学习材料直接联系的策略；元认知策
略包括确定学习者需求、监控错误和评估进步等对学习过程进行全面管理的策略（Ehrman等人2003
：317）。
　　第二，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使用的目的不同。
使用认知策略的目的是保证认知活动的进展和知识的增长.而使用元认知策略的目的是监控、促进并评
价认知过程的进展.并将知识用于新的情景之中。
因此，元认知能保证认知进展的有效性（Flavell 1987：23；Gourgey2001：18）。
比如，有时候，我们慢速阅读一篇文章，以便了解文章的内容（认知策略）；但另一些时候，我们快
速浏览文章，以便了解文章的难易程度（元认知策略）（Flavell 1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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