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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 吉林 大学 社 会心理学 系
,

长春

鞍山 师范学 院教育技能教研部
,

鞍 山

摘 要 运 用 中学 生学 习 策略量表对 科 名初
、

高中学生进行测试
,

考察 中学 生应用学 习 策略的一 般特点
。

结

果 表明 中学 生学 习 策略量 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
、

效度 中学生 在应用 学 习策略方 面 有随年级增长 而下 降的

趋势 在 调控策略 的运 用 上女生 显 著多 于男生
,

而 在认知 策略的运 用 上 男生 多于女生 深层 加 工策略 和 反馈 训

竹策略存在年级 与性 别的交 互作用 初 二和 高二年级学 习优
、

差生 之间在学 习策略 存在 显著的差 异
,

其

中
,

深层加 工
、

检索应用策略和 反馈调节 策略在各年级 的优
、

差生之 间都存在 显著差异

关键词 中学 生
,

学 习 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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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使学生学会学习是 世纪世界各 国对教育发

展 的共识
,

学 习 策略是使学生学会学 习 的重要手

段
,

此乃 教育心理学研究者关注 的热点 问题
。

国

内外的大量研究证实
,

学 习策略与学业 成绩之 间

有 显著的正 相关
,

学 习策略的应用 能有效地提高

学生 的学业成绩 ’叫 关于学习策略的概念
,

一种

观点认 为学 习 策略是学 习 者在认知过程 中所运 用

的注意
、

编码
、

保持
、

检索和运 用等信息加工 的

具体认知方法 队吮 另一种观点认为学习策略是学

习者对认知 策略的一 系列选择
、

协调 和运用技 能

的执行过程
,

主要涉及信息加工过程 的调控手段
。

目前
,

大多数研究者普遍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

者为了提高学 习效率与学 习效果而有 目的
、

有意

识制定的关于整个学 习过程 的复杂方案
,

它不仅

包括具体 的认知方法
,

还包括学 习者对学 习 过程

的调控行为 幽
。

国内外研究者对学 习 策略 的应用进行 了大量

研 究 和 一 考察 了小 学
、

初中
、

高中学生在学习策略运用方面的个体差异
。

研究结果发现
,

学优生 比普通学生 会更频 繁地使

用某些学 习策略
,

如组织和转换
、

自我奖惩
、

寻

求 帮助及复习记 录 女生在运用调节策略上显 著

优于 男生
,

而男生在认知策略上优于女生 学 习

策略的运用次数从小学 到初 中逐 年增 长
,

而从初

中到高中则逐年降低 ’ 。

周 国韬等人的研究揭示

小学高年级到初 中三年级学生使用认知策略的频

率有减弱的趋势 ’。

董奇等人指 出
,

随着年级 的

增长
,

小学 四年级到高 中一年级学生 在学 习 的 自

我监控行为上都有不 同程度的发展和提高
” 谷

生华
、

辛涛等人 的研究结果则表 明
,

初
、

高中阶

段学生 的学习策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

初 中的优
、

差生学 习策略有显 著差异
,

高中阶段在学 习 策略

上则没有发现优差生之 间的显著差异
’ 。

余欣欣

指 出
,

初 中男
、

女学生在应用学 习策略的水平上

差异不显著
,

高 中女生运用 学 习 策略 的水平 显著

高于男生
。

潘颖秋等人表明
,

从初 只到高只学

生在学 习策略的使用上没有表现 出随年级增长而

提高的趋势
,

在时间管理
、

焦虑和信息加工 策略

上甚至出现 了下降的趋势 ’ 。

总而言之
,

关于 中

学生学 习策略应用 的研究结果表现 出较大 的不一

致
,

这一方 面反映了中学生应用学习策略特点的

复杂性
,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 由于研究者使用 的量

表不一致所造成 的
。

关 于学 习 策略 的测量 工 具
,

学者们主要采用 的量表有 编制的学 习

收稿 期 一 一

本研究得到全国教育科学
二

十五
”

规划 以 重点课题资助

作者简介 张 向葵 女
,

东北 师范大学心理学 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第 期 中学生学习策略应用特点的研究

策略测验
,

包括态度
、

动机
、

时间管理
、

焦虑
、

专心
、

信息 加工
、

选择要点
、

学 习 辅 助
、

自我测试和考试策略 个分量表 ’ 和

编制 的学 习策略量表
,

由认知策略
、

元

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策略 个分量表组成
’ 。

目

前 尚缺乏适合于我 国学生实际的学 习策略测量工

具
。,

本文拟编制一套适合我 国中学生学 习实际 的

学 习策略量表
,

并对 中学生运用学 习 策略 的基本

特点进行初步分析
,

以期 为当前 中学 教育 中的策

略教学和学法指导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

研究方法

被试

选取长 春市重点
、

普通 中学各一所学校的初

一
、

初二
、

高一
、

高二 个年级的中学生 人
,

其中有效被试 人 见表
。

表 被试分布情况

初 一 初二 高一 高二 合计

男
声

女产 几

总 宝
一

测试材料

中学生学 习策略量表的理论构建

根据上述学 习 策略 的概念
,

本研究从信息加

工流程 的角度将学 习策略定 义为
“

学 习者在参与

学习 活动的整个过程 中为提高学 习效果
,

有意识

使用 的具体认知方法和调控整个学 习过程 的行 为

手段
” 〕

根据该定 义
,

对长春市几所 中学进行 了实

地调查
,

通过 与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
、

优 秀中

学生进行座谈
,

进一步 明确 了中学生在学 习过程

中影响其学业成绩的主要学习方法和行为
〕

在分析研究 文献 和 实地访谈 的基础上
,

初 步

确定中学生学 习 策略量表 由认知策 略和调控策略

两部分组成
。

即中学生学 习 策略量表包括 个分

量表 认知策略分量表
,

主要从信息加工 的过程

考 察 中学生 学 习 活 动 中的具体认 知方 法 和技 术

调控策略分量表
,

主要考察学生在学 习 的整个过

程中合理地协调
、

安排和调整 自己学 习行 为 的调

控手段
。

认知策略量表包括 个维度 ①选择注意

策略
,

指学生按 照重要程度分辨学 习 内容轻重主

次的策略 ②表层加工策略
,

指学生对新知识进行

一般性复述
、

加工的策略 ③深层加工策略
,

指学

生将学过 的知识进行组织
、

归纳
、

整理和 系统化

的策略 ④检索应用策略
,

指学生正确提取和灵活

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新 问题 的策略
。

调控策略量表

包括 个维度 ①自我计划策略
,

指学生 自己安排

和筹划学习活动的内容与顺序的策略 ②监督检查

策略
,

指学生有 意识监督和检查 自己学 习计划执

行情况的策略 ③反馈调 节策略
,

指学生根据获得

的反馈信息和结果及时调整 和 采取 补救措施 的策

略 ④自我总结策略
,

指学习活动告一段落时 自己

能定期 回顾和总结学习 中得失的策略
。

量表项 目的编制与筛选

根据学 习 策略 的理论结构
,

本研究通 过 开放

式 问卷调查收集并整理 出 中学生学 习 中有效的学

习行为 项
,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合并
,

精简为

项
,

作为预测项 目
。

选取高一学生 人对这些

项 目进行 了初测
。

根据初测结果将其 中区分度不

高
、

因素负荷不大的项 目剔除
,

最终保 留 个项

目
,

构成正式的中学生学习策略量表
。

中学生学 习 策略量表 的项 目全部采用 点评

分
,

按照学生在实际学习 中对每种学 习行 为应用

的频 率进 行 评定
,

从不 使用 分
,

偶 尔 使用

分
,

有时使用 分
,

经常使用 分
,

总是使用

分
。

在 种情况 中选择一种
。

施测程序

由两名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
,

以 班级 为
一

单

位进行团体施测
。

其 中对高一学生于 天后再次

施测该量表
。

以 各年级教师提供 的期 中和期末 考

试成绩总分作为学生学习策略的预测效标
。

数据的统计分析

本 研 究 的 全 部 数 据 采 用

软件包进行数据的管理与分析
。

结果与分析

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运 用 主 成分 分析 法

从学 习策略测量 的全部数据 中抽取公

共因素
,

并通过斜交旋转法求 出最终 的因素负荷

矩 阵
。

运 用 和
‘

对研 究数据进

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 的适 当性进行考察
,

其中认 知

策略量表的 指数
,

球形检验结

果丫
,

调控策略量表的 指

数
,

球 形 检 验 结 果 丫
,

尹

,

结果说明数据适合进行 因素分析
。

根据 因素分析 的
“

陡阶检验
”

原理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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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公共因子 的标准
,

从认知策略量表 中抽取 出

特征根大于 的 个因子
,

共解 释项 目总变异 的
。

其 中因素 合并 了
“

选择注意策略
”

和
“

表层加工策略
”

个维度
,

主要是学 习者对新信

息进行分辨
、

选择
、

标注
、

复述和编码加工 的行

为策略
,

可 以将其称 为
“

浅层加工策略
”

因素

是对新信息进行组织
、

归纳
、

整理 和 系统化 的策

略
,

称为
“

深层加工策略
”

因素 是在面临新问

题时正确检索提取和运用新信息解决问题的策略
,

称为
“

检索应用策略
” 。

从调控策略量表 中抽取 出

特征根大于 的 个 因子
,

共解释项 目总变异 的
。

这 个 因素的项 目与前文 的理论构想维

度基本一致
,

分别为 自我计划
、

监督检查
、

反馈

调节 和 自我总结策略
。

认知策略与调控策略 个

量表的因子负荷矩阵
,

见表
。

由 个量表的因子

负荷来看
,

量表的项 目基本验证和揭示 了本研究

的中学生学习策略量表的理论维度
。

量表的信度

根据量表 的施测结果
,

本研究计算 了各项 目

与所属 的维度
、

分量表与总量表之 间的相关
,

各

维度
、

分量表与总量表的 一 折半信

度
,

以及各量表项 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山

系数和重测信度
,

结果见表
。

表 中学生学 习策略且表的信度 系数

项目与各维度的相关系数 维度 一 一 · ’·

折半信度 系数
币测 信度

勺、︸,
夕夕一产气,了,了︵︺,

护介‘、、,尹︸为︸、︺,尹一气︸,产,了叼曰八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刀

刀

表 认知 策略与调 控策略 表的因子 负荷矩阵

一
子 负 荷

项 因素 因素 因素 项 目 因素 因素 因素 因素

一

引

一

一

一

一

一

特征值 特征值
贡献率 名 贡献率

石

浅层 加工

深层 加
一

卜

检索应 用

自我计划

监督检查

反 馈调 节

自我 总结

认知策略

调控策略

量表总分

从表 结果可 见
,

各测题与所属 各量表 的相

关系数范围在 之间
。

认知策略与调控策

略分量表札总量表的 印 , 上。协 」 折半信度 分

别 为
、

和 系 数
、

、

也表 明各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

重测 信度
、 、

也 基本 达 到 同类 量表

的信度指数
,

表明本量表所得结果具有一定 的稳

定性
。

中学生学 习策略应用的一般特点

对 中学生学 习策 略各维度 的应用 水平进行

年级 性别 的多元方差分析
,

结果见表
、

表
。

表 中学生学 习策略各维度的年级差异

初 一 初 二 高 一 局 二

肚
值

‘曰‘曰产︸、月气

⋯
﹃目︺八浅层加工

深层加工

检索应用

自我计划

监督检查

反馈调节

自我总结

认知策略

调控策略

策略总分

,

刀

,、气︺︸勺一月件门了叮
夕

气,︸内、︸

⋯⋯
八︵勺‘,、

,‘勺︼︸、凡‘︺
可

,、,、,︸

巧

石

︹日了,内、︺,,‘目门砚,‘勺、

⋯
‘

八目,‘勺、

,,‘勺乙,,

曰︸,︸,内,︶勺、︶八、︸勺、︺勺、伟﹃︺, ,八,‘,‘﹃舒公口‘月了﹃了,

⋯
︺曰﹃日

一

名

石

名

月,少了八‘
可

⋯
勺山气、︶

﹃拭﹃,︸、一,一︺,一八﹃门、﹄、︸﹃︸、︺,︸

⋯⋯
, ,, ,,内、口,八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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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学生学习策略各维度应用上的性别差 异

男 生 女 十男 生
值及 显著性

女 生

虱到奋洲二一共︸灵迷

浅层 加

深 层 加 下

检索应用

二我 划

监督 检查

反馈 调 节

自我 总结

认知策略

调控策略

策略 总 分

刀

一

井

刀

万

一

一

一

一

一

乃

,

厂
, ,

尹
。

对 于 男生
,

深

层加工策略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增高 对于女生
,

则 由逐年下 降到高 中后逐渐提高
。

在反馈策略的

应用上初 中女生 多于男生
,

进 人 高 中后男生逐 渐

超过女生
。

分析结果表明
,

学 习策略各维度 的

应用上都有 随年级升高而下降的趋势
。

除 了反馈

调节策略外
,

学 习 策略 的各维度在应用上 都有极

其显 著的年级主效应 或
。

事后

多重 比较 检验的结果发现
,

学习 策略在

各维度 的应用上均存在初一
、

初二 与高一
、

高二

年级之 间的显 著差异
,

即除 了反馈调节策略外初

中生 的学 习 策略应用水平都高于高 中生
。

在检索

应用策略
、

自我计划策略
、

反馈调节策略和调控

策略分量表上性别 的主效应显著
。

从平

均数分布情况可 见
,

在调控策略 的维度应用上 女

生 明显 多于 男生
,

而在认知策略 的维度应用上男

生高于女生
。

在应用深层加工策略
、

反馈调节策略上 发现

年级与性 别的交互作用显 著
, , ,

初一 初 几 高
一

高

年 级

“ ‘ ·

⋯⋯夜

杯产弋

注峨习名曰石八乃八山八八又八八

蕾终绍困渝多侧

初二 高

年 级

图 应用 深层 加 策略和反馈调 节策略的年级 与性 别交互作川 图

本研究根据各年级学生 的学习成绩
,

选取前
、

后各 的学生作为学 习成绩优差两类
,

比较其

在学习策略应用上的差异
,

结果见表
。

表 不 同年级 的学 习优
、

差 生在学 习策略各维度应 用上的差 异 值

年级

初

初二

高一

高二

浅层 加 工 深 层 加 工 检索应用 自我计划 监督 检查 反馈调 节 自我 总结 认 知 策略 策略总 分

一
一

一

名

月
,

调控策略

,

石

’

一

石

注 , 习 尸 刀 尸 上 同

不 同年级 的优
、

差生在应用学 习策略各维度

上 的差异表明
,

初二 和高二年级 的优生
、

差 生在

各维度上都有显著的差异 从初二到高二年级优
、

差生在深加工策略应用上都有显著差异 在检索

应用 和反馈调节策略的运用上各年级优
、

差生都

有显著差异
。

讨论

目前有关学 习 策略 的研究使用 的量表多为 国

外学者编制
,

不能确切地反 映我 国学生学 习 策略

使用 的实际情况
。

在本研究 中
,

我们从信息加工

过程 的角度探讨 了我 国中学生在学 习过程 中所使

用 的认知方法和调控手段
。

对学 习策略量表 的信

度
、

效度 的检验表 明 本量表题 目具有较高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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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致性
,

稳定可靠 量表 的结构效度理想
,

能

够对中学生的学业成绩有 良好的预测作用
。

因此
,

可以把它作为测量和鉴别学生学 习策略使用情况

的 下具

在量表的编制与施 测过程 中
,

我们也发 现了

一些有待于改进 的问题
。

由于本量表是在理论分

析的基础 上构建的量表维度
,

有些维度 的项 目学

生理解和把握起来有一定难度
。

尤其是认知策略

量表 的项 目
,

由于认知过程隐蔽性强
、

加工速度

快
,

很难被人明确意识到
。

另外
,

从整个量表来

看
,

学 习策略各维度所包含的项 目数量不 多
,

还

不能全面反 映学生学 习 策略应用 的全部情况 这

此问题还有待于在 以 后研究和使用 中不断修订 和

改 丝

运 用该量表对学生进行初步测查
,

结果揭示

出
一

我国中学生在运用学习策略方面的一般特点
。

在学习策略运用 的年级水平上
,

本研究发现
,

初中生 与高中生存在年级差异
,

有随年级升高而

逐 渐下降的趋势
,

仅在反馈调节策略上不存在年

级 的 显 著差异 这 一 结 果 与潘颖 秋
、

等人 的研究结论 基本一致 ’ 引 。

为何会 出现高 中

阶段学习策略的运用下降这种情况呢 原因可能有

个 ①学习策略量表 中所测量的学习行为
,

到 了

高年级后学生 已逐渐掌握并习惯化
,

其意识程度

反而降低 了 ②中学生随着年级升高
,

学习的压力

加大了
,

教师留给学生 自己支配的时间相对减少
,

学生 自主学习的行为策略应用下降了 ③进入高中

阶段
,

对学生学 习 能力 的培养 与知识的掌握相

比 重视程度不够
,

可能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之一
。

进一步对学生 的调查发现
,

进人 中学 的

高年级学生 根本没有时间
,

也不需要 自己进行 自

主学习
,

只要跟着教师的教学步骤走就能得高分
。

所 以 随着距离高考越近
,

学 习策略的用武之地则

越少 了
。

在学 习策略运用 的性别差异上
,

研究结果表

明
,

女生在调控策略应用方面 明显多于男生
,

在

认 知策略应用方 面女生则少于 男生
。

这与 中学生

自我意识和 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特点有关
,

男女

生在 自我意识 的成熟时间上有差异
,

女生一般早

于男生
。

因此
,

女生在调控策略的掌握与运用上

明显 多于男生
。

此外
,

在深加工策略和反馈调 节

策略的运用方面存在 显著的性别与年级交互作用
,

表明男生在深层加工策略的使用上 随年级升高而

迅速提高
,

而对于初 中女生则有下降的趋势
,

到

了高中后女生才迅速赶上 对学 习策略使用 的调

节能力初中女生优于男生
,

进入高中后 男生逐渐

超过女生
。

这一结果表明
,

由于在调控 能力上男

女生发展 时间早 晚的不同
,

男生行 为调控能力发

展较晚
,

到高中后期很快就能赶上甚至超越女生
。

同时
,

也提醒 中学教师对 中学高年级女生策略运

用和调控行为水平降低的原因给予更多的关注
。

不 同年级 的学 习优
、

差生在学 习策略应用上

的差异表明
,

除了初一学生在学习策略应用 上差

异不显著外
,

其他 个年级 的学 习优
、

差生在学

习策略各维度上都有 明显差异
,

尤其是初二 的优

差生在学习 策略的所有维度上都有显著差异
。

这

说明初 中二年级是学生学习策略分化的关键时期
,

也正是掌握和使用学 习策略的最佳时期
。

从学 习

策略的各维度来看
,

各年级 的学 习优差生之间在

深层加工策略
、

检索应用策略和反馈调节策略上

都有显著差异
,

这 方 面策略的运用差异对学业

成绩的影响最为 明显
,

它们也是 中学生认知能力

和调控能力 的集 中体现
。

这启示广大教师在对 中

学生进行学法指导和策略教学 时尤其要注意学生

对这些学 习策略的使用
,

不但要使学生掌握策略

知识
,

还要使他们能够在面临新问题时有效地进

行策略迁移
,

对学习 的整个过程和学 习策略的效

果进行有意识 的监控
、

调节
。

中学生也 只有学会

将认知策略和策略的调控行为有效地结合起来才

能真正学会 自主学习
。

结论

中学生学 习策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和可靠的稳定性
,

量表的结构效度理想
,

能够对

中学生的学业成绩有 良好的预测作用
。

中学生使用学 习策略有 随年级增长而下 降的

趋势
,

女生调控策略的运用显著多 于男生
,

男生

认知策略的运用 多于女生
,

深层加工和反馈调节

策略应用有年级与性别的交互作用
。

初二和高二年级学 习成绩优
、

差生在学 习策

略各维度应用上都有显著的差异
,

深层加工
、

检

索应用 和 反馈调节策 略应用水平上各年级 的优
、

差生差异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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