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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英语拓展学习从内容上可区分为课堂延伸型、课程延伸型和素质拓展型三个主要类别。了解

拓展学习的内涵与外延，认识个体的认知风格，可帮助学习者选择与个体认知特点相适应的拓展学习内容

和参与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发展灵活的、多样化的认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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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深受外部考试评价产生的功利导向的

制约，学生普遍关注掌握语言的形式，忽视以交

际来发展语言能力的策略。同时，大学英语课堂

教学普遍存在缺乏对拓展学习进行程序性知识

的指导，拓展学习常常模糊地停留在一般意义的

课外学习或兴趣活动等浅层次的理解上。与归一

化的课堂教学环境中进行的学习活动相比，拓展

学习是一种个性化、有深层动机和积极情感态度

的一种学习活动，是课堂学习活动的有益补充，

与课堂学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1]帮助学生

厘清拓展学习的内涵与外延，对帮助学生发展个

性化的学习方法，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一、大学英语拓展学习的内涵与外延 

大学英语拓展学习在内涵上体现为英语知

识、技能、文化的拓展以及语言的综合应用。外

延上既包括与课堂教学直接相关的课堂延伸型

学习活动，也包括与课堂间接相关的的课程延伸

型学习活动，还包括与语言综合应用有关的素质

拓展型学习活动，它与课堂、课程学习没有直接

联系，但有重要的反拨作用。区分这三种类型可

以帮助学习者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英语拓展

学习有清晰的认识，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课堂延伸型学习活动表现为课前准备、课后

复习、练习等活动，覆盖与课堂教学内容有关的

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技能，包括利用

网络和多媒体开展“静态”或“动态”的自主学

习，是常规的拓展学习活动。 
课程延伸型学习活动不以课堂为本位，而是

以更广阔的视野，使课程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延

伸。内容覆盖参加综合英语、语言技能、语言应

用、语言文化类的选修课，以及参加专业英语课

程（ESP）等。 
素质拓展型学习活动以语言为载体，同时体

现语言以外的素质。主要包括竞赛类、社团类等

活动，如参加各级各类的英语竞赛和英语社团，

包括有松散社团特点的英语角、英语沙龙等。 
由于要求学习者运用预先计划、自我监控和

自我调节等元认知策略进行管理，包括明确学习

目标和任务、合理安排学习资源和时间资源、监

控目标实现情况、评价学习策略和学习效果等，

因而拓展学习是一种自主的学习活动。 
二、认知风格理论的启示 

拓展学习是主动通过意义建构方式获得知

识的过程，这与建构主义所强调的主动学习、个

性化学习不谋而合。皮亚杰提出的建构主义认

为，学习的本质是学习者按照本身已有的经验与

知识主动地加以建构，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由教师

指导的一种建构活动。建构主义提出了 S-（AT）

-R 公式，即一定的刺激（S）被个体“同化（A）” 
于认识结构（T）之中，才能对刺激（S）做出

反应（R）。[2]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是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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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也是学习加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

建构者。建构主义也指出，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

学习者有不同的意义建构方式，形成不同的认知

风格。 
（一）场独立型/场依存型认知风格  

场独立型的学习者认识事物时善于排除干

扰，很少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对各种事物和行

为在非人格化、抽象化的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和能力。他们往往依靠自己内部的知识框架，倾

向于以分析的方式看待事物；而场依存的人在认

识事物时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较大，尤其喜欢参

照其他人的看法和行为，表现出开朗合群，易受

群体观念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移情倾向。他们倾

向于以整体的方式看待事物，善于抓住问题或事

物的普遍性。[3]   
这两种认知风格的不同造成了学习策略上

的显著差异： 
场独立型的学习者在内在动机的作用下，善

于制定合理的计划，进行缜密的分析，喜欢发现

式学习（discovery learning），更适于接纳传统

的课堂教学方式。在语言学习方面表现为擅长学

习语言规律，有很强的句型模仿和操练能力，在

需要更多独立分析与思考的阅读、写作、翻译等

方面往往表现突出。 
而 场 依 存 的 个 体 喜 欢 小 组 合 作 学 习

（cooperative learning）等集体学习的环境，喜

欢社会、文化等人文科学，擅长于通过情感和社

会因素学习。在语言学习方面表现为倾向于通过

和 NSs（native speakers）的社会交往语境学习语

言[4]，更适应自然教学的方式。 
（二）感官型认知风格 

感官型认知风格是指通过身体的某些感觉

器官来认知世界的倾向。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感观认知倾向，因此也相应地偏好不同的学

习策略： 
视觉型的人通过浏览书写形式、图片等可以

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往往倾向于开展独立的学

习；听觉型的人通过发音、讲座、讨论等听觉形

式可以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往往倾向于群体学

习的方式；触觉型的人通过触摸物体、制作模型、

进行实验等方法可以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喜欢

亲自动手的学习方式；亲身体验型的人通过参与

野外实践、角色扮演等能够获得更好的学习效

果；而综合型的人融合了触觉型和亲身体验型的

特点，喜欢通过亲自动手和亲身体验来获得更好

的学习效果。[5] 
认知风格理论对英语拓展学习有很大的启

示。它不仅对学习策略的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作

用，而且还制约着学习策略的发展，这在以自主

计划、监控、管理为主要特点的拓展学习中表现

得尤为明显。 
三、大学英语拓展学习的优化设计 

对自我认知风格的认识，可以帮助学习者选

择与个体认知特点相适应的拓展学习内容和参

与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发展灵活的、多

样化的认知模式，形成优化的学习策略，开展深

层次的拓展学习。 
（一）顺应个体的认知风格 

每种英语拓展学习都有其显著的特点，不同

的认知风格可以在不同的拓展学习中获得不同

的学习优势： 
如在以网络多媒体为载体的课堂延伸型拓

展学习活动中，网络化的学习平台是集文字、声

音、图像为一体的多维学习环境，它丰富的语言、

社会、文化信息可促进学生在网络环境下开展

“静态”的自主学习。同时，网络化的学习平台

打破了课堂教学的时空束缚，可提供人际间“动

态”的实时或延时的开放式交流环境。在这种环

境中，具有场独立型或视觉型的学习者利用“静

态”的学习模式时会表现出更大的优势，而场依

存型或听觉型的学习者利用“动态”的学习模式

时会表现出更好的学习效果。 
再如素质拓展型学习中的英语竞赛和英语

社团活动。英语竞赛的准备过程不仅能够培养参

赛者自主学习、自主创新、协作学习等能力，还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投入英语学习，包括

听、说、读、写、理解、记忆、背诵等，这主要

体现了场依存型和感官型的认知风格。而英语社

团是学生基于共同的兴趣和愿望组成的群体性

组织，成员之间容易发展伙伴关系。同时，成员

之间年龄、性格、能力和认知上的差异，构建了

一种相对真实、自然的目的语交际环境。这使得

英语社团活动既具有认知性又具有情感性的语

言交际特征。喜欢在自然交际环境中掌握语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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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展协作学习的场依存者往往倾向于选择这

种社团类的拓展学习方式。 
总之，英语拓展学习中的许多内容在认知风

格上有显著的差异，若学习者能了解并顺应自己

的认知风格，选择适合自己认知风格的学习内

容，则能够实现更好的学习效果。 
（二）发展多元的认知风格 

研究者在对比不同的认知风格时，提出某些

认知风格更具优势的假设，如： 
Guiora 认为，场依存者在语言应用方面更易

取得成功，因为移情对文化吸纳至关重要，它与

语言习得息息相关，他们在交际外语学习中有优

势，最终是比较好的语言学习者。[6]66 Stern 认为，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必须依据语言所处的

特定环境去理解语言，同时要从语言变化的典型

中区分语言，加深对语言的理解，因而场独立型

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占优势。另外还有研究表

明；男性认知风格多属场独立型，而女性多为场

依存型，女性在语言学习方面要比男性更胜一

筹。[6]66 必须指出，认知风格没有优劣之分，只

是某些认知模式更适于获得某种技能，但不能凭

此断言一种认知模式优于另一种认知模式。如有

些拓展学习内容融合了多种认知特点，适合不同

认知风格的学习者。以影视欣赏选修课程为例，

它包含丰富的社会、文化、情感信息，又包含视

觉、听觉信息。在评论电影时学习者还需要分析

作品题材、语言特点、角色关系、情节发展等等。

这既适合场独立型、场依存型，又适合视觉型、

听觉型等多种认知模式。 

事实上，认知风格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

适应性。在了解自身的认知风格后，可以有意识

地对拓展学习内容进行调整，使自己能通过运用

合适的认知模式和学习策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

习潜能。如果学习者无意识地只在自己偏爱的一

种认知模式上反复训练而忽略了薄弱的环节，则

不利于听、说、读、写、译多种技能发展的要求。

许多调查发现，大多数学习者同时拥有主认知模

式和副认知模式，会展示出不止一种模式的强烈

倾向。因此客观上存在每个语言学习者开发潜在

的不同认知模式的可能性。 
对认知风格的研究，有助于引导学习者了解

自身的认知特点，并观察、适应同伴或教师的认

知模式，使其从了解、发展个性化的认知模式中

受益，对以自主为特征的拓展学习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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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Extra-curricular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in Cognitive Styles  

QIU Yo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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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ra-curricular English learning involves the extension of classroom study, curriculum learning and quality 
cultivation. To that end,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styles have to be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extended English 
study. The author therefore proposes a prosper strategy to develop students’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cognitive modes to help 
them optimize their learning skills and self-regulate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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