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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端碎片化学习对大学英语能力培养的研
究与实践———以沧州师范学院学生为例

成慧敏

沧州师范学院

DOI:10.12238/ems.v2i6.3292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充满了各种游戏、娱乐、网络聊天等，而且这一阶段各种英语学

习的公众号以及小程序等也得到了开发和利用，此背景下，充分利用学生手中的移动端来进行英语碎片化的学习就

变得更加便利。近几年，随着基于网络和课堂教学模式的个性化教学与自主学习模式，使得移动端碎片化学习为大学

英语能力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以沧州师范学院的学生为例，分析了基于移动端碎片化学习对大学英

语能力培养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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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大力推广，利用移动端进行

碎片化学习必然成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的过程就是碎片化的，碎片化学习就

是将碎片化的信息进行筛选、存储、思考以及整合成为

一定的知识框架，从而实现知识学习过程的“零存整

取”。近几年，移动端已经成为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渠

道，充分利用大学生手中的移动端进行碎片化得到英语

学习，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掌握的英语词汇量，从而有

效的促进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

1 本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主要对如何利用移动端碎片化学习方式有

效的提高大学生的英语能力，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有：

第一，认真分析针对移动端碎片化学习在大学英语

中的具体应用情况，并对碎片化学习和英语教学中的相

关理论和概念进行研究。另外，对现阶段大学生进行移

动端碎片化学习英语的现状进行调查，进而充分研究碎

片化学习对大学英语能力产生的影响。

第二，根据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对移

动端碎片化学习方式的效果进行分析，得出碎片化学习

对英语学习哪些方面能够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第三，根据移动端碎片化学习在大学英语中的具体

效果，确定大学生利用移动端进行碎片化英语学习的具

体措施。

2 本研究的实施计划

本研究的开展主要是依据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

以及访谈法进行，并且该研究包含研究理论阶段、现状

调查阶段、总结反思阶段三个阶段。

第一，研究理论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理

论成果对移动端碎片化学习在大学英语能力提高方面

的理论进行研究，并进行有效的归纳和总结，从而为本

研究的开展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以及经验参考。

第二，现状调查阶段，该阶段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

以及访谈法。本研究主要以沧州师范学院计算机技术学

院和法政学院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利用移动端进行碎片化英语学习具

体情况进行研究，从而有效的获得碎片化学习的实际效

果，为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有效的论证。

第三，总结反思阶段，该解决也是利用问卷调查法

以及访谈法，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及时的掌握学生参与

碎片化学习后英语能力的变化，从而对于碎片化学习方

法在大学英语学习应用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为后续

研究的深入进行指明方向。

3 移动端碎片学习在大学英语中的具体应用

3.1 在词汇记忆中的应用

进行英语学习时，词汇量的积累是英语能力提高的

重要基础，大学生要充分应用各种背单词的软件进行词

汇量的积累。在碎片化的时间里，有效的增加大学生英

语单词的掌握数量以及记忆效果。在词汇量明显得到增

加的情况下，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

兴趣，养成碎片化识记单词的习惯，为英语能力的提高

打下良好的基础

3.2 在英语听力中的应用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更加侧重于学生英语听说能

力的培养，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兴

趣，使英语课堂教学参与度不高，而且学生个体差异性

针对性不强。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进

行听力练习，可以利用相关的英语广播，或者推送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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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些与课本内容相关的英语音频或者视频素材，以及

与学生专业特征相关的以英语为主的微课。另外，引导

学生在课前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做预习，课后为学生提

供能够进行重复听的资料，并将课堂中所学的知识有效

的贯穿到自主进行碎片化学习的过程中，有效的改善学

生听说英语的能力。

3.3 在阅读中的应用

与整体阅读相比，碎片化阅读的方式和获取知识的

途径都发生了变化，碎片化阅读主要依靠移动设备。学

生可以充分利用零碎的时间，在手机上进行碎片化的阅

读练习，从而满足英语阅读学习较为困难的学生对碎片

化资源的需求。在选择英语阅读资料时，要选择与课堂

教学内容主题相关的资料，内容要短小精悍，知识体系

要相互独立又有关联，同时还要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从而不断的提高碎片化英语阅读学习的效果。

3.4 在写作中的应用

在英语写作方面，大家普遍认为只有连续的、集中

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但是也要重视碎片化时间在写作方

面带来的便利。写作本身就是各种碎片化信息的整合，

进行写作时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写作构思、拟框

架、积累素材，从而做好写作的基础工作。教师要根据写

作的素材以及所包含的内容发布适合的写作主体，然后

引导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对写作素材进行收集，并对写

作成果进行评价，为写作提供新的思路。

4 移动端碎片化学习提高大学英语能力的措施

4.1 学校层面

为了使碎片化学习方法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英

语能力，首先，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使学生养成自

主学习的习惯，并不断引导学生进行碎片化学习。还可

以在英语课堂上引入移动终端，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促进课堂教学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由

于学生自控力较低，所以学校要加强监督和引导，将移

动终端更多的应用于碎片化学习中。其次，营造适合碎

片化学习的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舒适的学习环境

能够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学校要加强电子资源

的建设，为学生碎片化学习提供更加快捷、安全的网络

服务，并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利用以及宣传力度，使学生

熟悉本校现有的资源，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碎片化

英语学习。

4.2 学生层面

学生作为碎片化学习的主体，要想使碎片化学习收

获更好的学习效果就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正确认识

碎片化学习，合理利用学习资源。大学生要加强对碎片

化学习的了解程度，掌握碎片化学习的特点，充分利用

现有的电子资源，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

碎片化学习内容。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还要进行合理的

规划，对各种资源进行选择。第二，积极开展互动学习，

提高自我约束能力。通过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很多学生

在利用移动端进行碎片化学习时，由于毅力不强，就会

利用电子设备进行其他娱乐活动。因此，在进行碎片化

学习时，可以进行组队学习，不仅能够对学习过程进行

相互监督，还能够进行学习的分享和交流。另外，大学生

在利用移动端进行碎片化学习时，还要加强对自我的管

理，不仅要学会对网上的资源进行甄别，而且还要加强

对碎片化时间的利用，有效的提高碎片化学习效果，并

定期对零碎的知识进行整合，实现英语知识的化零为

整。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几年移动网络的普及，带动了移动终

端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学习方式、沟通方式得到了很

大的改变。对于大学生来说，移动端的使用使学生获得

知识的渠道得到了有效增加，同时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

求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碎片化学习方式也得到了教

师和学生的重视。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在课下进行碎片

化学习，并对学生进行移动端碎片化学习的策略进行相

关的指导，从而使移动端碎片化学习方法能够被学生所

了解和掌握，为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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