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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习风格研究始于 20世纪 50年代，研究者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分析学习者在接收和加工信息过程中存

在的差异以及各自特点。本文以吉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系统所得调查数据为主，基于学习风格理论模型，探究大学

生的性格倾向与学习风格之间的相关性，以期通过学生性格快速定位学习风格，为因材施教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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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study  of  learning  styles  began  in  the  1950s,  when  researchers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ers in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and processing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takes the sur-
vey data obtained from the JiXun University Career Planning System as the main sourc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learning
styles,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 tendenci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learning styles, with the aim of quick-
ly locating the learning styles of students through their characters and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dividu-
alize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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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风格 (Learning Style)由美国心理学家 Herbert
Thelon于 1954年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众多的概念界定 [1-4]。Reid[2] 认为学
习风格是学生学习新知识时习惯运用的学习策略与学
习过程的独特结合；Dunn[3] 认为学习风格是学生试图
掌握新的或者困难的知识技能时所表现出来的方式；
谭顶良 [4] 认为学习风格是学习者持续一贯的带有个性
特征的学习方式，是学生对学习方法的定向和偏爱，它
体现教学过程中学生通常采纳的学习方式，是学习策
略和学习倾向的总和。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学习者有着不同的
学习需求，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差
异 [4-7]。学习风格的差异正是个性特征在学习中的基本
表现，尽管学习风格本身无好坏之分，但是如果能够快
速准确地区分不同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为其提供相应
的教学策略，显然教学效果会更好，这也正是“以生为
本”提倡的教学方式。

在本文中，采用 Honey & Mumford [1] 学习风格模型
给出的定义“学习者的态度和行为决定其采用的学习
方式”。在此定义下，采纳相应的学习风格模型，将学
习者分为行动型、反省型、理论型和实用型，将对应的
学习者称为行动者 (Activist)、反省者 (Reflective)、理论者
(Theorist)和实用者 (Pragmatist)。理论的定义较为复杂，
很难从表象上快速得出某个学习者所属的学习风格类
型，而学习者的性格取向很容易从学习者的动作、语言、行

为等表象上得出。因此，在承认学习者个性差异的情况下，
研究学习风格与性格倾向的相关性可以为个性化教学、
因材施教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本研究依据学习风
格理论，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
吉讯职业测评系统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数据分析，力
图较为全面地了解大学生群体的学习风格类型和特点。 

一、学习风格与性格倾向关系的理论模型
构建

Honey & Mumford学习风格理论根据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的偏好将学习风格分为行动者、反省者、理论
者和实用者四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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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oney & Mumford 学习风格图
 

学习风格是对学习者个体学习行为和学习态度的
表述，这种偏好决定个体的学习方式，表 1为四类学习
者不同学习风格的显著行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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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学习风格的显著行为特点

学习风格类型 行为特点

行动者
行为积极主动，适合小组学习，积极讨论，

但缺乏归纳能力。

理论者

具备较强的思维能力和归纳能力，擅长思

考，善于把知识构建成理论模型，但缺乏

主动性。

反省者
喜欢独立思考，善于在权威指导下开展自

主学习，自己推论总结，但缺乏表达能力。

实用者
善于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从实践中获

取知识，但缺乏较强的思维能力。
 

研究表明，个体之间存在个性化差异。教师要分
析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差异，依据学习者的学习特点组
织设计教学任务；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个性差异，
根据学习者的能力设定不同的学习目标。

以学习风格差异指导教学的设计，体现了学生的
个性化差异，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
导作用，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5]。学生的学习
风格具有独特性，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学习
偏好和习惯，这是学生在长期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稳定的学习方式。因此，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适合其
学习风格的教学策略也不同。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特
点进行差异化教学可以显著提升教育教学效果。但如
何快捷地区分学习者的学习风格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人学生管理经验，我们
认为学习者个体性格差异对学习风格的形成起到决定性
作用。所以构建如图 2的理论模型。根据图 2，由于学
习者个体性格差异，在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中形成不同的
学习风格，而学习风格可以成为个性化教学的重要依据。

 

行动型

反省型

理论型

实用型

性格 个性化教学

图 2　性格与学习风格的关系模型
  

二、学习风格与性格倾向关系调查设计及
样本说明

本研究使用吉讯大学生职业测评和规划系统，对
某地方高校学生的性格和学习风格进行调查。对性格
测评模块和学习风格测评模块的数据进行分析。性格
测试模块分为外向和内向，总分均为 100分。学习风
格测评模块分为行动型、反省型、理论型、实用型四种，
总分均为 100分。每位被调查者都会有性格模块和学
习风格模块共六项得分，通过 Stata软件对六项得分进
行分析，探究学习风格和性格倾向的关系。

本研究以某高校 2019级 4 735名本科生 (其中男
生 3 270人，女生 1 465人)作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学生的外向得分为 40，内向得分为 60，说明在
青年学生群体中，总体的性格评价偏向于内向。通过
对不同性别的两组性格数据进行进一步对比分析，发
现性别的差异对性格倾向的影响较大。在男生群体中，
外向得分为 40.52，内向得分为 58.56；在女生群体中，外
向得分为 38.85，内向得分为 60.38，表明女生更倾向于
内向的性格。

针对学生的学习风格情况，本研究对四种不同类
型的学习风格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四种学习风格
类型得分的分布中心位置及形态存在差异 (图 3)。其
中，行动型 (Activist)与实用型 (Pragmatist)得分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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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种学习风格类型得分频率分布直方图

库尔班妮萨古丽·阿拉拜尔迪, 等：基于学习风格模型的学习风格与性格倾向的相关性研究

115



中心位置和形态类似；反省型 (Reflective)和理论型
(Theorist)得分分布的中心位置和形态类似。四种学习
风格类型按照相近程度可以分为活跃类——行动型与
实用型和沉思类——反省型和理论型。这与学生的内
向和外向的性格特征基本一致。 

三、性格倾向与学习风格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考察性格倾向和学习风格所含类型之间的差

异，然后研究性格差异对学习风格的形成是否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 

（一）学习风格类型的差异性分析
基于学习风格理论，学生的学习风格分为行动型、

反省型、理论型和实用型四种基本类型。上文的研究
表明，行动型 (Activist)与实用型 (Pragmatist)得分分布
的中心位置和形态类似；反省型 (Reflective)和理论型
(Theorist)得分分布的中心位置和形态类似。而且在工
作实践和感性认识中，我们会认为学习风格中行动型
和实用型具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两种学习风格可以合
并成一种类型；反省型和理论型可以合并成一种类型。
以下通过差异性分析检验四种学习风格之间的异同，

研究相近的学习风格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能否进行简
单合并。

通过 Stata对四种学习风格进行正态性检验，发现
四种类型的得分均不服从正态分布，所以本研究采用
秩和检验对四种不同类型的学习风格进行均值检验，
结果如表 2所示。研究发现，四种类型的学习风格得
分整体上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相应的 P=0.000 1。然
后对其均值进行两两比较，结果如表 3所示。秩和检
验的结果表明行动型、反省型、理论型和实用型四种
类型的学习风格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所以相近
的学习风格不可以进行简单的合并。
  

表 2    四种学习风格的整体均值检验

学习风格 样本数 秩和 平均秩次

行动型 4 735 28 800 000 6 072.24

实用型 4 735 39 900 000 8 421.63

反省型 4 735 61 700 000 13 022.56

理论型 4 735 49 100 000 10 365.58
 
 

表 3    学习风格两两之间差异性检验

学习风格 反省型 理论型 实用型

行动型
平均秩次差=2 349.39

P=0.000 1(S)
平均秩次差=6 950.32

P=0.000 1(S)
平均秩次差=4 293.34

P=0.000 1(S)

反省型
平均秩次差=4 600.92

P=0.000 1(S)
平均秩次差=1 943.94

P=0.000 1(S)

理论型
平均秩次差=2 656.98

P=0.000 1(S)
 

通过以上研究可知，四种学习风格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并且形成完整的可以涵盖所有学习风格的理论
模型，所以不能对任何两种学习风格进行简单合并，但
是相近的学习风格体现个体在性格特征方面存在相似
之处，比如行动型和实用型的学习风格高度相似，理论
型和反省型的学习风格之间高度相似，这表明这两种
学习风格的学生性格可能存在共性。下文会对这个假
设进行验证。 

（二）性格倾向与学习风格的相关性研究

性格是指个体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对现实的稳固
的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本研究
中，我们将学生的性格分为外向和内向两种，对不同性
格倾向和学习风格偏好在置信水平为 99%的情况下的
相关性进行深入探究。

根据表 4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学生的外向性格和
内向性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学生的性格倾向
与学习风格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分析以上结
果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1）外向性格与行动型和实
用型学习风格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反省型和理论
型均呈现负相关。从相关系数上看，外向性格的学生
在学习风格的选择上更倾向于行动型。（2）内向性格
与反省型和理论型学习风格之间呈现正相关，与行动
型和实用型学习风格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从相关系
数上看，内向的学生在学习风格的选择上更倾向于
反省型。（3）在四种学习风格中理论型与反省型存在
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性，理论型和实用型之间也存在非常

显著的正相关性。这表明理论的基础作用非常明显，无
论何种学习风格的学生都会存在明显的理论型倾向。
 
 

表 4    性格倾向与学习风格的相关性

外向 内向 行动型 反省型 理论型 实用型

外向 1.000 0

内向 −0.993 9* 1.000 0

行动型 0.376 7* −0.377 1* 1.000 0

反省型 −0.128 0* 0.116 5* 0.134 9* 1.000 0

理论型 −0.028 1 0.018 7 0.254 2* 0.627 6* 1.000 0

实用型 0.106 8* −0.112 4* 0.394 1* 0.487 3* 0.630 1* 1.000 0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四、学习风格与个性化教学
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学生的自身特点、学习风格对学习的效果
产生很大的影响。教学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风格，是
决定学生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 [6]。因此，为了使教学设
计更加合理化，符合因材施教的个性化要求，需要对学
习者的学习风格进行特征分析，建立学习风格与个性
化教学设计的关联。 

（一）课前备课

课堂学习之前，教师要进行充分地备课，不仅要准
备教材，还要针对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准备不同的教
学资源和教学设计。课前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引导，根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期

116



据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建立不同的讨论组，准备不同
的导学方案。对于行动型和实用型的学生，教师主要
准备音频、视频、实例和动画等教学资源；对于理论型
和反省型学生，教师主要提供思维导图、学习思路、概
念图等，为其提供一些问题，便于学生针对问题进行探
索性学习。 

（二）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个性化教学模式的实现环节，改善教

学模式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针对行动型学
生，教师的教学引导方式要新颖，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
使学生主动参与；针对实用型学生，教师提供实际案例，
注重任务导向，发挥学生的思考和实践能力；针对理论
型学生，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构建体系，引导学
生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应用能力；针对反省型学生，教
师需提倡自主探究学习，教师起到引导作用，完全由学
生自己进行学习和纠正，课堂结束后教师给予总结。 

五、结论与对策
基于某地方高校学生学习风格与性格倾向相关性

的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外向性格的学生在学
习风格的选择上倾向于行动型和实用型；内向性格的
学生在学习风格的选择上倾向于反省型和理论型。明
确了学生所属的学习风格，为因材施教提供基础，本研
究提供以下建议： 

（一）以学习风格为中心，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个性化教育要重视学生的学习风格差异，在新生

入学伊始，通过学生性格测试和学习风格测试，将学生
按照学习风格进行分类。根据不同学习风格类型的学
习特点，分类制定符合学生学习风格的教学方案、教
学方法和教学策略等，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知识，
提高学习效率 [7]。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把学生的学习风
格分为两大部分进行分类教学，即活跃类学生——行
动者和实用者和沉思类学生——反省者和理论者。活
跃型学生倾向于先实践后思考总结，沉思型学生倾向
于先思考后付诸实践，因此应根据不同的学习风格采
取不同的教学顺序。由于个体的学习风格也会随着性
格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教师也应该根据学生个体的
学习风格变化适时调整教学策略，真正做到面向全体
学生和尊重个体学习风格差异相结合，进行个性化教
学，才能有效提升育人效果。 

（二）以学生为中心，主导与主体相结合
因材施教要求在教学中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突出“以生为本”
[8]。针对行动型学生可以更多采取

小组讨论、实习实践的教学方式；针对理论型学生可
以将知识总结成知识网络，便于理论型学生理解记忆；
针对实用型学生应该将知识与现实应用相关联，有助
于学生理解；针对反省型学生应该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自主总结和理解知识，反省型学习不善于表达自己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教师要适时提供更多的权威指导。

对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到
不同的作用。对于行动型和实用型的学生，教师起到
引导和监督作用，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仅为学

生指明方向而不是完全地左右学生的学习，让学生自
主探索；针对理论型和反省型的学生，教师起到知识梳
理和传授作用。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
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只有主
体与主导紧密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学的质量。 

（三）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能力的培养为目标，鼓励学
生自己去分析、探究自己的学习风格，根据自身的学
习风格和学习特点进行自主学习，促进学生能力的发
展。注重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能够让学生的
学习更加贴近实际生活。重视教学情境的模拟，尤其
是一些操作性强的工科教学，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理
论知识。重视理论知识的应用，尤其是一些应用性较
强的学科，使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理论为实践提供指导，实践促进理论知识的学习，两者
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提升教学质量。 

（四）以全面发展为目标，多种学习风格相结合

因材施教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并不矛盾，因材施教
的目标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同个体因其性格的
差异存在不同的学习风格，必然会在自己偏好的学习
方式上有领先其他学生的优势，所以在个性化教育的
同时，要将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充分融合，形成一个具
备所有学习风格学生的学习小组，组员之间优势互补，
取长补短，最终达到全面发展的目标。 

六、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学生的学习风格与个体性格有紧密关系，但不是

一成不变的。教师也应该根据学生性格和学习风格的
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以期更贴近学生的学习风格和
特点，提高育人成效。

在日后的教学中，教师们应该更关注学生的学习
风格，不仅仅要从教师的角度来观察学生，更应该从学
生个体的角度关注学生的学习风格差异对学业成就的
影响。在课堂中实践差异教学策略，提高自己的教学
和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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