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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与北京高校本科生英语自主学习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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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本研究通过量化研究方法，探讨了机器翻译对

北京高校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影响。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方式，收集了 292 份有效问卷，并使用 SPSS 27.0 进行

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机器翻译在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意志努力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机器翻译

的使用频率和了解程度与学生的学习动机、策略和意志努力呈正相关。然而，机器翻译的依赖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本研究

为机器翻译在英语自主学习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依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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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机器翻译技术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当前研究主要

集中在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模型（张家俊 , 宗成庆，2017）的

优化、多语言翻译能力的提升（刘俊鹏 , 苏劲松 , 黄德根 . 

2022）以及机器同传等方面。已有研究多围绕机器翻译的翻

译质量、技术改进（杨宪泽 , 肖明 . 2011）及其在翻译教学（梅

冰，2010）中的具体应用展开。然而，机器翻译对英语自主

学习效果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尤其是在其对学生学习动机、

学习策略和意志努力的作用机制方面，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本研究旨在通过量化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机器翻译对北京高

校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影响，尤其是其对学习动机、学习策

略和意志努力的作用机制。

这一定义基于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从传统课

堂学习到现代技术辅助学习的演变。早期的自主学习概念

主要强调学习者的独立性与自我驱动能力，随着社会建构

主义理论的发展，自主学习被赋予了更多社会互动与情境

化的内涵，强调学习者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主动参与和意

义建构（Vygotsky, 1978）。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

应用，自主学习的概念进一步拓展到技术辅助学习领域，

强调学习者利用技术资源进行自我导向学习的能力（Lai & 

Lam, 2012）。在本研究中，自主学习的概念融合了这些理

论发展，同时结合了机器翻译技术对学习过程的潜在影响。

自主学习在本研究中被定义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主动设

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策略，并对学习过程进行自我监控与

评估的能力。

机器翻译软件是本研究中重要的辅助工具，主要包括

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在线翻译平台，如百度翻译、谷歌翻译

等，这些平台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文本的快速翻译；

二是词典类软件，如欧陆词典、有道词典等，它们除了提供

单词和短语的翻译外，还具备语法分析和例句查询功能；三

是人工智能驱动的翻译工具，如 ChatGPT，能够生成更自然、

更符合语境的翻译内容。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

以全面探讨机器翻译对北京高校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影响。

量化研究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机器翻译、自主学习以及机器翻译对英语学习的影响三个

主要维度。问卷基于林莉兰（2010）的自主学习问卷，基本

保留了该问卷的主体框架和全部问题，根据研究目的设计了

区分专业类别的问题，增加了关于机器翻译的问题。通过咨

询专家和多轮调整，获得了较为理想的问卷信效度。问卷通

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发放，共回收 338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292 份。数据分析使用 SPSS 27.0 软件进行，主要采用描述

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等方法。

2 问卷数据分析

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问卷，将机器翻译分为三个维度

进行研究，分别是对于机器翻译的了解程度、使用频率以及

态度，将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

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以及意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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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检验问卷的内部一致

性。结果显示，学习动机、意志努力及学习策略三个维度的

Alpha 系数分别为 0.859、0.845 和 0.850（见表 1），均高于

0.7 的阈值（Hair et al., 2010），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这一结果与 Zimmerman（2000）关于自主学习测量工具的研

究一致，即多维度量表需通过内部一致性验证以保证数据的

可靠性。效度方面，问卷设计参考了 Pintrich（2004）的自

我调节学习理论框架，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验证

了结构效度，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大于 0.5，符合心理测量学

标准（吴明隆 , 2010）。

表 1  问卷信度

英语自主学习各维度 学习动机 意志努力 学习策略

Alpha 系数 0.859 0.845 0.850

2.2 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N=292）显示，北京高校学生的英语自主学

习整体水平中等偏上（M=3.71，SD=0.53）。具体而言，学

习动机维度得分最高（M=3.99，SD=0.50），其次为学习策

略（M=3.80，SD=0.63），意志努力维度得分相对较低（M=3.43，

SD=1.21）。这一结果与孙继民（2018）对中国大学生自主

学习特征的研究相符，即学习动机易受外部技术工具（如机

器翻译）的激励，而意志努力受个体坚持性影响较大。

2.3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表明，不同机器翻译使用

频率的学生在学习策略和意志努力上存在显著差异（F=4.32，

p<0.05），但在学习动机上并无显著差异（p=0.059）。事

后检验（LSD）显示，高频使用组（M=4.12）在学习策略

（M=3.31）和意志努力（M=3.97）上显著高于低频组（p=0.020）。

这一发现支持了 Dörnyei（2005）的动机调控理论，也就是

技术双刃剑效应，即技术工具的便捷性可能增强策略应用，

但过度依赖可能削弱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努力，需警惕技术工

具对自主性的潜在替代效应。除此之外，根据 Stockwell（2022）

整合 37 项 Call 的研究表明，技术试用频率与学习效果呈倒

U 型曲线（峰值在每周 3-4 次），也解释了高频组策略得分

以及意志努力得分高，但动机停滞的现象。

对于机器翻译了解程度不同的学生在自主学习各维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LSD）显示，对于机器翻译了

解程度深的学生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以及意志努力显著强于

了解程度浅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了解学习技术工具

的使用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制定有效的

学习策略，同时对于技术的熟悉度也可能增强学习韧性。同

时也符合认知资源理论，即技术精通者能将节省的认知资源

投资于深层的学习（Sweller, 2011）。

对于机器翻译态度不同的学生在自主学习各维度并无

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学生对于机器翻译态度的差异与其英语

自主学习能力并无直接关联。这一结果显示，在教育实践

中无需将调整学生对机器翻译的态度作为提升自主学习能

力的直接手段，而应聚焦于设计目标导向的技术整合任务

（如要求学生在使用机器翻译后对比人工疑问并撰写反思日

志），以通过行为实践间接强化其学习策略、动机以及意志

努力。

2.4 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机器翻译使用频率与学习动

机（r=0.238，p<0.01）、 学 习 策 略（r=0.229，p<0.01）

呈显著正相关，但与意志努力呈微弱负相关（r=-0.125，

p<0.05），也就是说使用机器翻译的频率越高，学生们的学

习动力越强，但过度依赖机器翻译可能削弱学生的学习意

志。此结果印证了 Vygotsky（1978）的“脚手架理论”，即

技术工具通过提供即时支持促进策略运用，但可能降低长期

意志投入（Warschauer, 1996）。此外，学习动机与学习策

略间高度相关（r=0.757，p<0.01），表明动机是策略选择的

核心驱动力（Oxford, 2011）。

同 时， 学 生 对 于 机 器 翻 译 的 了 解 程 度 与 学 习 动 机

（r=0.238,p<0.001）， 策 略（r=0.188,p<0.001） 以 及 意 志

努力（r=0.229,p<0.001）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持技术

认知深度与学习者元认知策略使用正相关的观点（王陆，

2021）。

3 讨论、建议与反思

本研究通过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

了机器翻译对北京高校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机器翻译在提升学生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方面具有积

极作用，但也存在依赖性问题，可能削弱学生的意志努力，

因此需要格外警惕学生对于机器翻译过于以来的问题，采取

科学合理的措施来保持学习自主性以及有策略的运用机器

翻译，使得机器翻译成为学生提高学习效率以及学习效果的

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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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建议教育者优化机器翻译

的引导方式，例如结合元认知策略训练，例如让学生在使用

机器翻译的过程中，要求他们写反思日志，结合自己让机器

翻译帮助翻译的内容，反思机器翻译输出结果的优缺点，以

平衡技术便利性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使得学生在

不过度依赖机器翻译的同时，也能够保持自己的判断能力和

学习潜力。同时，教育者还可以开设批判性翻译工具使用课

程，让学生们认识到机器翻译的价值在于辅助学习而非代替

自己的学习过程。同时，教育干预需重视情感维度，通过案

例教学展示机器翻译的辅助价值，避免技术焦虑对学习自主

性的抑制，增强学生对于自身学习能力的自信。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教育干预和技术

优化，平衡机器翻译的便利性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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