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信息技术深化学习风格的研究 
                   
                 □ 陈 斌 

  随着现代教育改革的推进，教育如何才能满足不同学习风格学习者的需要这一问
题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上的普遍关注。而近年来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个性
化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笔者试从学习风格的研究入手探讨利用信息技术解决
如何根据学习风格进行教育这一问题。 
  学校中的学习是教师和学生在特定学习环境中相互交流的活动的产物。学习者在
这种相互交流活动中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和通道接受、获取信息，由此表现出来的特点
就被称为学习风格。学习风格一般由每个人天生的偏爱所决定，但也会受到文化、经
验和发展过程的影响。它对学习者的学习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常发生在学生身
上的学习困难并非由于某一门功课的难度大所造成，而是与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及在学
习功课时所要求具有的认知水平息息相关(科菲Keefe，1988)。不同的学习研究者对
学习风格的划分也各不相同，下面笔者将介绍以下四种对学习风格进行分类的研究成
果。 
  1、梅尔斯－布里格斯(Myers－Bringgs)式分类(简称MBTI)。 
  梅尔斯－布里格斯两母女按照心理学家卡尔.姜(KarL.Jung)的思想对学习者的学
习风格进行了心理学的分析，她们认为学习风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描述： 
  外向型和内向型  外向型学习者很愿意吐露自己的想法，喜欢与他人交往；而
内向型学习者则倾向于自己想问题，注重内心世界的思维和构想。 
  感觉型和直觉型  感觉型学习者在学习时具有实践、事实导向性特点，关注事
物的事实和发展的程序；直觉型学习者则对事物间关系、事物的可能性或经验的意义
更为注重。 
  思维型和情感型  思维型学习者在解决问题时以逻辑和规则作为依据；而情感
型学习者则更倾向于凭个人经验来做决定。 
  判断型和知觉型  判断型学习者严格按照事物的秩序或计划来活动；而知觉型
学习者则更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旨在理解并适应外在事物。 
  以上分析显然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出了学习者在学习时所可能表现出来的特点，因
此，把以上不同角度进行排列组合，就可以产生出16种不同的学习风格，例如，一个
学习的学习风格可能是外向－感觉－情感－判断型风格。MBTI模式从心理学的角度探
讨了学习风格问题，并对个性结构作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个性的第四个维度――
个体对外在世界的态度。由于MBTI模式对学习者的分类比较详细，16种风格的特征也
较清楚，因此它对锻炼学习者个体怎样与他人合作、怎样提高学习效率及怎样减轻学
习压力等学习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柯勃(Kolb)的分类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柯勃依据学习者获取信息的方式将学习风格划分为具体经验和
抽象概括两类，又按照学习者内化知识信息的方式把学习风格划分为主动实践和深思
观察两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柯勃研究学习风格的四种类型。 



  

  柯勃的这种分类是基于他对学习过程的研究而提出的，这种学习风格分类法要求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细心观察学习者的行为，并根据他们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教育方
法，所以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教育实践者对学习者学习风格的研究和探索工作。 
  3、亨利曼(Herrmann)的左右脑偏爱分类 
  亨利曼总结了迈克林(Mclean)和斯皮瑞(Sperry)关于人类大脑的研究提出了他左
右脑偏爱的学习风格分类法。他认为，人类的大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大脑是
爬行动物脑，是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中间部分称为边缘系统，又称哺乳动物脑，分
为左右两个部分，与人类的记忆密切相关；边缘系统上是大脑皮层，是人类学习和工
作的神经中枢，也可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因此，亨利曼利用象限法描述了学习风格的
四种类型。 

   



  亨利曼的左右脑偏爱分类法是近年来脑科学研究与教育研究相结合的成果，这种
分类法从解剖生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大脑各部分在人类学习时所发挥的作用，其中对脑
边缘系统的研究，促成了人们对于情感等非智力因素问题在学习中所占地位的重新认
识。 
  4、费德－－斯利物曼的分类法 
  这种分类法把学生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费德－－斯利物曼对学习风格的分类，整合了几种学习风格分类的方法，提出了
序列学习者与整体学习者这一新观点，使学习风格的分类更加完善，对于教育实践前
沿教师的工作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尽管以上研究学习风格的专家们对分类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具有的一个共
同观点是： 
  不同的学习者具有不同的学习风格。在各种千差万别的学习情景中，每个学习者
都在亲身感知信息，直接对信息作出反应，同时还对信息进行处理，存储、提取和加
工。不同学习者之间存在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他们获得信息的进度不同，对刺激
的感知与反应不同。因此真正理想的学习是为每一个学习者提供适合其特点的学习计
划、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 
  近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解决学习者学习风格差异而带来的学习不便提供
了重要的解决途径。信息技术指"应用在信息加工和处理中的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训
练方法和管理技巧；上述方法和技巧的应用；计算机及其与人、机的相互作用，与人
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种事物。"(4) 
  简单来说，信息技术的三大支柱是计算机(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
内容(Content)三"C"。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利用以下几种方法，以信息技
术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学习需要。 
  1、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可以令不同风格的学习者简单、方便地找到适合自己
学习需要的学直觉学习者：概念性、直觉、倾向于理论和意义动觉学习者：喜欢用写
和听的方式学习 
推论学习者：考虑问题时习惯于由一般到特殊沉思学习者：喜欢通过沉思来学习，倾
向于独自学习整体学习者：习惯于综合、系统地思考问题，常有跳跃式的学习思维发
生感觉学习者：具体、实践性、倾向于事实和程序视觉学习者：喜欢以看的方式学
习，如看图 
片、图表等演绎学习者：考虑问题时习惯于由特殊到一般主动学习者：喜欢在研究问
题和与他人一起工作中学习序列学习者：学习时讲究直线性和循序渐进习内容。学校
可以把校内的学习资源全部汇聚到建成的学习中心，它融传统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库
和电教服务于一体，使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风格，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最适
合自己认知水平(比现有认知水平略高)的学习内容，安排学习进度，以求得最佳的学
习效果。 
  2、教师在课堂中可以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变换知识内容的呈现方式，以适应
不同类型学习者的需要。例如，教师在传统的授课方式中利用象Powerpoint这样的幻
灯片软件，制作出来的幻灯片色彩令人赏心悦目，可以配上说明性图片，需要强调的
文字和主题都比较鲜明，就避免了传统单调的粉笔、黑板呈现方式令视觉学习者感到
厌烦，扩大了他们视觉接受信息的范围；与此同时，教师的讲又满足了听觉学习者的
学习需要。这种知识内容的呈现方式还可以用于小组讨论式学习当中，特别是在讨论
中出现了概念理解问题，教师所提供的幻灯片材料会引导小组成员顺利地通过这一
关。而且，这种幻灯片还可以放在网络中，供有需要的学习者调用。 
  3、对于那些处向型(社交型、主动型)的学习者来说，解决他们喜欢在讨论中学
习这一问题，在传统课堂中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而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环境中，学



习只要利用讨论区和电子邮件就可以轻松地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由于学习者
置身于网络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环境，它的同学有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学习者这种社交
性的交流将使他们的学习事半功倍。 
  4、感觉学习者也是在传统课堂中容易失败的一类学生，因为在有着固定学时的
课堂中，教师一般都不会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在实践和探索中学习。现代教育信息技术
可以通过多种类型的模拟游戏、实验，让他们在电脑上实现探索性学习。这些模拟性
软件通常具有优良的数据容量，使学习者能随意改变实验的某一数据，进而方便地观
察到实验在任意状态下的情况，这种方法不但符合感觉学习者的学习风格，还能为学
校的教学节省一部分的实验经费。 

   

       
  5、发散性思维学习者常常会在学习中跳出某些创新性的想法，并且要求能够马
上满足他的这种学习欲望。在传统课堂中，教师常常按既定的教学方案讲课，要打断
这种教学秩序来满足 
  他们的学习需求通常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这类学习者常常被
视为课堂中的捣乱分子，结果往往变成班里的差生。而这类学习者在现代教育信息技
术创设的学习环境中，可以通过一些教育软件来学习。这些教育软件可以用
Authorware、Director或Tubo等制作，提供内容丰富的资料库和超文本链接，使学习
者可以跳跃式的学习自己所想知道和了解的内容。发散学习者如果同时还是一个社交
型的学习者，教师利用Frontpage等软件制作网络版学习资源库可以为这类学习者提
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自由学习环境。在国际互联网上，资料极其丰富，而且通过网络，
学习者还能为自己找到最好的老师与同学。这种学习方式的优点是：能满足学习者的
好奇心，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和扩大知识面，对于发展性思维学习者来说是极其重要
的。 
  应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从不同的角度满足不同学习风格学习者的学习需要，而不
再一味要求学习者去适应教师教学风格，这显然有助于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
性地位。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从风格本身本来看并不存在优劣之分，而且学习者保
持自己独特的学习风格将对社会文化的丰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因为教学风格
的单一性，而导致教育中必然存在一部分学习失败者，那么真正失败的不是学习者，
而是我们的教育。总而言之，我们应重视对学习风格的研究，并结合现代教育信息技
术的发展，既注意使学习者能够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进行学习，又注意现代教育信息
技术在教学实践中的正确应用。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电教系 广州 
510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