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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学习者所具有的学习风格差异决定了指导教师必须开展个性化的导学工作。本研究基于学

习风格理论，根据学习者的学习风格类型及表现出的在线学习行为特征，设计了基于学习风格和在线学习行为

特征的个性化导学策略方案，并通过导学实践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学习风格; 学习风格类型; 在线学习行为; 导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79( 2012) 03-0083-07

“因材施教”多年来始终是教师必须遵循的教学原则之

一。然而在网络教学实践中许多指导教师往往只倚重于教

学资源材料的呈现，只要求学对教的适应，即学生要调整自

己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策略以适应不同风格的教师的教，却忽

视了教对学的适应，即教师需要采取不同的导学策略来适应

学习者的个性差异。网络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时空分离，在

一定程度使得教的活动与学的活动相分离，学习者不能像在

面授课上那样得到教师直接、持续、有针对性和控制性很强

的指导，一些学习者出于不同的心理特征导致的不同学习行

为使得其自主学习水平和学习效果难以提高。因此，如何提

升网络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水平和学习效果成为远程教育研

究者探讨的核心与焦点问题。
那么，究竟是要求学习者通过在线学习活动改变自己以

适应教师的教，还是要创造一种网络教学环境和导学策略来

适应不同学习者的学，这是远程教育中以谁为中心的不同教

学设计指导思想的分水岭。尽管原则上学与教的互相适应

应当是双方的、双向的、互动的、不可避免的，但学对教的适

应是被动的，相对学习周期来讲是长时的，有时甚至是不情

愿却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就注定要以学习效果为代价。反

之，教对学的适应则可以是主动的、适时的、有预设的，这就

要求教师对学习者的特征有一定的了解、分析、研究和充分

准备，从而就产生了网络学习中要实现个性化教学设计的思

想。例如，杨南昌等人( 2003 ) 从网络教学策略的选择、网络

资源创建和网络课程的设计等方面探讨了网络个性化学习

环境的设计。程南清( 2007) 基于学习对象理论提出了设计

个性化网络教学资源的思路和一般过程。王冬青( 2008 ) 从

个性化服务技术实现原理的角度提出了面向远程教育的具

有一般意义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设计与实施方案。这些

研究从不同角度倡导并强化了网络学习的个性化，为提高教

师导学的个性化水平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近年来，对网络学习者个性的研究有许多，例如，依据学

习者认知特征、认知风格、元认知特征、学习动机归因与效能

感、人格结构特征以及人格类型因素理论等探讨教师在网络

学习中个性化导学的策略行为( 衷克定，2011) 。但在最近两

年的研究实践活动中，支配网络学习者学习行为背后的学习

风格规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由于学习风格与学习者学习

行为的显性、直接的因果关联，使得网络学习指导教师的导

学可以落在实处，从而避免了教师导学行为与策略对学习者

学习行为的作用经常处于黑箱状态。以学习风格理论为依

据和导向的学习者行为规律研究使得网络教师的指导更明

确、更有力和更具有针对性，这是由于:

1) 学习风格具有独特性。学习风格建立在学习者自身

个体神经组织结构及其机能基础之上，受特定的家庭、教育

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通过个体自身长期的学习活动而形成，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网络教学中，

指导老师可以针对学习者的不同学习风格类型进行有针对

性的导学，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2) 学习风格具有稳定性。学习风格是个体在长期的学

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一经形成，即具有持久稳定性，很少

因学习内容和学习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指导教师

不必担心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而导致个性

化导学的失败。
3) 学习风格兼有活动和个性两种功能。学习者的气质、

性格、能力等个性因素对学习的影响都是间接的，它们必须

通过一个媒介作用于学习过程，而充当这一媒介角色的就是

学习风格。学习风格直接参与学习活动，在学习过程中表现

出稳定的学习行为特点，教师以学习风格和在线学习行为作

为导学的依据可以对学习者的学习产生直接影响和作用。
关于学习风格理论的界定有很多，美国学者邓恩夫妇认

为“学习风格是学生集中注意并试图掌握和记住新的或困难

的知识技能时所表现出的方式，这种方式受周围环境、自身

情感特征、社会性需要、生理特征以及心理倾向的影响”
( Carbo et al． ，1986) 。凯夫等人认为“学习风格是学习者特

有的认知、情感和心理行为方式，它具有稳定的指标，反映学

习者如何知觉，如何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并做出相应反应”
( NASSP，1979) 。Tallmadge 和 Shearer( 1969) 认为“学习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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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与教学刺激相互作用的方式及其特征，通过这一方

式，导致作为教学刺激函数的各种不相同的学习成就”。郭

重吉( 1987) 认为“学习风格是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

的个人学习方式或作风，此种方式或作风是个人对于人、环
境、认知、情意、社会等影响学习成果的变因，在学习过程和

学习策略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桑新民( 2004) 认为

“学习风格是指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所习惯、偏好的相对稳定

的个性化学习活动方式”。谭顶良(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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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习策略和

学习倾向的总和”。上述学习风格的定义尽管表述不一，却

有相同的实质，即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经常表现出来的稳定

的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它们构成了学习者持续一贯的学习

方式，即学习风格。
学习者在计划、监控、小组学习、信息加工能力、知觉偏

好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个性化导学要适应网络学习者的个性

差异，就必须了解其个性差异的本质特点。学习风格作为直

接参与学习活动且具备稳定性和独特性的学习者个性心理

特征，最直接地体现着网络学习者的个性差异，从而可以作

为个性化导学策略设计的依据。

学习风格的类型及特点

对学习者学习风格的研究首先应当从学习风格类型入

手，20 世纪 90 年代，Reid 对感知学习风格进行了研究，并设

计了一套感知学习风格偏爱调查表，将学习风格分为视觉

型、听觉型、触觉型、小组型、个人型和动觉型等几种类型

( Reid，1995) 。美国亚拉巴马大学的 Oxford 教授就语言学习

的偏爱方式对该理论进行了研究，将学习的感官偏爱方式分

为: 听觉型、视觉型和操作型; 将学习者的信息接受方式分

为: 封闭型和开放型( Oxford，1991 ) 。此外，Vermunt ( 1998 )

将学习风格归纳为学习者的学习观、学习动机、加工策略和

管理策略四个方面; Curry( 1987) 的学习风格“洋葱模型”包

括四层:“教学偏好层”、“社会环境作用层”、“信息加工层”
和“认知的人格方式”，它们逐层趋于隐性，逐层趋于稳定，如

图 1 所示。
Kolb 经验学习风格类型则是学界广为接受的经典模型。

Kolb 认为学习是通过经验转换来掌握、理解、创造知识的过

程，学习者知识的形成是他们“抓住经验”和“转化经验”的

结果。我们可以把前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感知、获取信息的

过程，把后者看作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二者共同构成了经验

学习的两个维度。“抓住经验”包括具体经验和抽象概括两

个方面;“转化经验”是从反思性回顾和活动性实践两方面来

构建的。Kolb 认为学习就是这四个步骤的循环过程: 从学习

者的具体经验开始，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观察和反思，然后

把观察同化和概括到概念形成中，指导新的实践以及与世界

的互动( Kolb，1984) 。如图 2 所示，Kolb 用四个象限表示了

四种学习风格类型: 发散型、同化型、集中型和顺应型，每个

学习风格类型的学习者都有其各自的特点。Kolb 学习风格

分类量表作为一个成熟的实验测量工具被广为应用，本研究

也充分借鉴和运用了该测量量表。

学习风格与学习行为的测量
1． 实验研究的背景和研究思路

本研究采用中文修订版 Kolb 学习风格分类量表和相应

的在线学习行为调查问卷对“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

术能力建设计划中级课程网络培训”的学员进行网上在线测

试，共回收到有效问卷 203 份，被试分布于重庆、湖州、河南

等多个地区。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有 32 人; 26 至 30 岁的 68
人; 31 至 35 岁的 42 人; 36 至 45 岁的 57 人; 46 至 55 岁的 4
人，由此可见，学员年龄主要分布在 20 至 45 岁之间，以中青

年为主。
研究者将收集到的网络学习者的学习风格类型和在线

学习行为特征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发现网络学习者

的学习风格类型分布特点，以及学习风格类型与在线学习行

为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制定教师指导行为和策略奠定基

础，并通过一个培训周期的追踪和对抽样样本的测试以验证

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2． 学习风格测量

本研究采用的中文修订版 Kolb 学习风格分类量表是依

据 Kolb 理论框架设计的学习者学习风格类型测量工具，该

量表在国内测量的平均信度高于 0． 82。该量表共包含 12 道

排序 题，其 中 每 题 四 个 选 项，分 别 代 表 被 试 在 具 体 经 验

( CE) 、沉思观察( RO) 、抽象概括( AC) 、主动实践( AE) 四个

方面的学习风格测量值。被试要对 A、B、C、D 四个选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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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最符合的选项排在第一位，计 4 分; 比较符合的排在第

二位，3 分; 比较不符合的排在第三位，2 分; 最不符合的排在

最后一位，1 分。然后分别求出这 12 道题 A、B、C、D 四个选

项所得总分，以代表被试在具体经验( CE) 、沉思观察( RO) 、

抽象概括( AC) 、主动实践( AE) 上的得分。最后通过“沉思

观察( RO) 的分数”减去“主动实践( AE) 的分数”求出被试信

息加工维度( X 轴) 的分数，“具体经验( CE) 的分数”减去

“抽象概括( AC) 的分数”求出知觉维度( Y 轴) 的分数，以此

来定位被试的学习风格处于图 2 的哪个象限，从而确定其学

习风格类型。测量结构见表一，卡方检验不同性别学习者的

学习风格类型分布关系，Sig． = 0． 297 ＞ 0． 05，表明男女生网

络学习者在学习风格类型分布上差异不显著。

表一 性别与学习风格类型的交叉列联表

Count
学习风格

风格特征不明显 发散型 同化型 集中型 顺应型
总数

性别:
男 6 11 52 30 9 108

女 7 16 35 24 13 95

总数 13 27 87 54 22 203

3． 学习行为偏好测量

本研究在修改彭文辉等人( 2006) 的“多维度在线学习行

为模型”的基础上形成问卷，并对在线学习行为进行测量。

该部分测量了学习者制定学习目标、收集信息、加工整理信

息、发布信息、小组学习、计划、监控、评价等 26 个具体的在

线学习行为，参见表二。每种行为又分为 5 种做法，分别代

表在线学习行为的从强到弱。例如，“收集处理网上遇到的

有用信息”的行为偏好，由强到弱分别对应: ⑤仅将网址收

藏;④将学习内容保存到电脑上; ③将内容摘录到学习日志

中并分类整理;②仅将要点摘抄下来;①不做任何操作。“与

老师和同学交流方式的偏好”由强到弱分别对应:⑤通过 QQ

等即时通信工具进行交流; ④通过 E-mail 进行交流; ③通过

博客或 BBS 进行交流;②很少交流;①基本不交流。

修改后的学习行为特征测量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用

于了解学习者的一般学习习惯，如在线学习时段偏好、在线

学习顺序、在线交流方式的偏好、知识呈现形式偏好等; 后一

部分测量网络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如制定学习目标、制
定学习计划安排表、制定完成作业的方法和步骤、记录学习

进展情况、衡量与其他同学的差距、通过自测练习检验所学

知识点等。在线学习行为测量问卷对 203 名被试数据的总

体信度 Cronbach α系数为 0． 892，单项信度 Cronbach α 系数

不低于 0． 883，故已具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4． 不同学习风格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特点

本研究用在线问卷方式测量所有网络学习者的学习风

格类型与学习行为特点，并以学习风格类型为自变量( 单因

素 4 水平自变量) ，以学习行为为因变量，通过方差分析，探

讨不同学习风格类型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 进一步利用多重检验 Post-Hoc 检验四种水平之间的差异

和平均偏好水平的强弱，其结果反映了每种学习风格类型对

在线学习行为影响的程度，如表二所示。

表二 在线学习行为与学习风格类型的对照表

在线学习行为 发散型 同化型 集中型 顺应型

1． 在线学习的时段偏好
无显著性差异，主要集中在
晚间和周末

2． 在线学习的主动性 弱 中 中 中

3． 在线学习过程中希望得到的激励
偏好

无显著性差异

4． 在线学习的学习顺序 无显著性差异

5． 收集处理网上遇到的有用信息
无显著差异，大部分仅将收
集的信息保存到电脑上而
不分类整理

6． 与老师和同学交流方式的偏爱
无显著性差异，主要偏好于
使用 QQ 进行交流

7． 完成学习任务的依赖因素偏好 无显著性差异

8． 知识呈现形式的偏好 无显著性差异

9． 在 学 习 开 始 前 制 定 具 体 的 学 习
目标

弱 中 中 中

10． 根据 学 习 目 标 制 定 学 习 计 划 安
排表

中 强 中 弱

11． 制定完成作业的一些方法和步骤 无显著性差异

12． 按期有效完成学习任务 强 强 强 弱

13． 记录自己的学习进展情况 无显著性差异

14． 注意他人作业的完成情况，并以
此衡量差距

强 强 强 弱

15． 通过自测练习检查自己是否掌握
所学知识点

中 中 弱 中

16． 对所学课程内容和学习情况进行
反思

弱 中 中 弱

17． 先看指导性教学材料，再浏览课
程内容

弱 强 强 中

18． 对不同的学习内容选择恰当有效
的学习方法

无显著性差异

19． 根据课程内容上网查找相关资料 无显著性差异

20． 对从网上收集而来的资料进行深
入的加工分析

中 中 强 弱

21． 对所学内容进行系统概括整理使
其系统精练化

弱 中 中 弱

22． 小组学习讨论中发言行为 中 弱 弱 中

23． 认真阅读其他小组的学习报告 中 中 强 弱

24． 对他人的学习成果发表评论 中 弱 中 中

25． 希望得到他人对自己学习成果的
评论意见

无显著性差异

26． 试图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作实践 中 弱 强 强

经统计分析发现:

发散型学习者能够按期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注意他

人的作业完成情况并以此衡量自己与他人的差距; 不善于在

学习开始前为自己制定具体明确的学习目标，先浏览指导性

教学材料再学习课程内容，对自己所学的课程内容和学习情

况进行反 思，对 所 学 内 容 进 行 系 统 概 括 整 理 使 其 系 统 精

练化。

同化型学习者能够根据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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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按期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注意他人的作业完成情况并

以此衡量自己与他人的差距，先看指导性教学材料再浏览课

程内容; 不喜欢在小组学习讨论过程中发言，不喜欢对他人

的学习成果发表评论，不善于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作实践。

集中型学习者能够按期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注意他

人的作业完成情况，并以此衡量自己与他人的差距，先看指

导性教学材料再浏览课程内容，对从网上收集的资料进行深

入的加工分析; 认真学习其他小组的学习报告; 将所学知识

内容应用于工作实践; 不善于通过自测练习检验自己是否掌

握了所学的知识点，不善于在小组学习讨论过程中发言。
顺应型学习者能够主动思考将所学知识内容应用于

工作实践; 往往不能按期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不善于根据

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安排表，不善于对所学课程内容和学

习情况进行反思，不善于对从网上收集的资料进行深入的加

工分析，不善于对所学内容进行系统概括整理使其系统精练

化和认真学习其他小组的学习报告。

在线导学的一般性策略的设计与实施

作为指导教师组织教学活动的保障性措施，一般性策略

对于营造良好的教学秩序和教学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它将决

定后续在学习风格理论指导下的个性化学习策略的顺利

开展。
1． 交流工具的建立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69% 的网络学习者偏好通过

QQ 即时通信工具与老师、同学进行交流沟通，故指导教师为

所在班级建立 QQ 群，每天都登陆平台进行导学，并将在线

时段放在大家都习惯的晚间和周末，以满足成人网络学习者

对在线学习时段偏爱的需求。在培训前期，指导教师向学员

介绍培训课程的相关信息，包括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学习流

程、测评方式等，以减少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的盲目性。由

于大多数学习者初次接触网络培训，对网络培训平台的操作

并不熟悉。因此，指导教师在培训前期还对学习者进行学习

平台使用技能的培训，让学习者尽快掌握平台的使用方法，

进入深层次学习。平台功能包括: 修改个人信息、查看分组

情况、了解培训平台常用模块、了解课程模块、使用资源手

册、使用讨论区、使用自测模块、使用作业功能、使用在线聊

天、建立档案袋目录、查看成绩等。
2． 告知学习风格

指导教师在培训之初对学习者的学习风格进行了测量，

并以私密方式通知网络学习者其自身的学习风格类型，使之

了解自身学习风格的类型特点，认知自己的学习行为方式，

从而充分发挥自身学习风格的长处，克服不足。此外，指导

教师也可以通过对学习者学习风格类型的了解，在导学过程

中针对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特点实施个性化导学。
3． 学习活动组织与引导

1) 情感交流 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网络学习真

正开始之前，教师热情欢迎学习者进入讨论区，使学习者感

到讨论区中的指导教师是自己的学习伙伴。同时，指导教师

进行自我介绍，并让组员轮流自我介绍，使大家相互了解，为

下一步的交流讨论打下情感基础。为了消除网络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的孤独感、焦虑感，教师在节假日或学生的生日致

以问候，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表示关心。这些情

感上的关怀与帮助，虽然与学习内容无直接联系，但有利于

师生之间的交流。
2) 发布学习引领公告 根据培训课程的安排和要求，在

每个模块的学习开始之前，指导教师都要对本模块的学习时

间，每个学习活动的目标、重难点、测评要求、注意事项等内

容向学员做详细说明，从而减少学习者学习的盲目性，有效

引导网络学习者完成在线学习任务。
3) 小组学习 小组学习采取异质分组，发散型、同化型、

集中型和顺应型四种学习风格类型的学习者在网络学习过

程中各有优势，本研究将学习者的学习风格类型作为异质分

组的依据。组 规 模 依 据 相 关 文 献 ( 周 晓 虹，1991; 刘 福 泉，

1997) ，在 3 到 7 人之间。避免规模大了，出现难以相互理

解、偷懒推诿、关系疏远或形成小团体等现象。组长负责领

导、统筹、规划、组织本小组的学习，必须具备一定责任心、领
导力强、善于统筹规划、善于小组学习，但前文的统计分析显

示四种学习风格类型的学习者都不能同时满足上述要求，因

此尝试让小组成员以每个学习模块为周期轮流担任小组组

长，从而有利于提升小组成员的领导、统筹、规划和组织小组

学习的能力。
4) 引导交互 为保证网络学习者在讨论区内能够深入

讨论，指导教师要适时适度参与和引导。指导教师营造互动

氛围，关注学习者在讨论区内的表现，适时地小结前面学员

的发言，表扬学习者有见地的观点，使学习者感到被关注; 指

导教师在评价学习者的论点时语言要委婉，充分肯定优点，

并提出建议，不要损害学习者的自尊心，影响学习者的积极

性; 当学习者之间产生争论，论点对立时，指导教师要及时出

面解决，常用方法包括: 去伪存真，否定不正确观点，让学生

意识到一体两面，更全面认识事物、求同存异，忽略枝节问

题; 当学习者的讨论内容偏离主题，或内容总是处于浅层时，

指导教师可加入讨论，提出某些观点或是启发性的问题，使

学习者回到讨论主题上或进入深层次的讨论。
5) 过程支持 对于教学内容应尽可能多开发不同呈现

形式的导学资源，以增强教学资源的可选择性，而不是被动

地接受单一的学习材料，还可通过提供一些与学习任务相关

的重要观点、案例、书籍和以往小组的作品，甚至是自己的亲

身经历等资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学习内容; 指导教师对

学员的反馈的速度越快，师生之间的交流就越流畅，对学员

学习的积极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根据学习活动计划定期监

控网络学习者的整体学习状况，如网络学习者的学习进度情

况、任务完成情况、交互讨论情况等，并适时在公告区内发布

监控公告，明确网络学习者在学习进度、作业完成情况、交互

讨论等方面已取得的成果以及还存在的问题; 在每个模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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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要总结本模块的学习情况，包括作业的具体完成情况、

小组协作学习情况、学习活动过程中的优点和问题等，并以

公告的形式发布在公告栏中，以备学习者进行自我评价、自
我监控和反思。

6) 学习者作业评价 指导教师通过作业评价表记录学

习者在每个活动中的作业完成情况。如图 3 所示，作业评价

记录表不仅使指导教师了解每个学员完成作业的具体情况，

还可以了解本班学员完成作业的整体情况。这样既能够保

证指导教师及时解决每个学习者在完成作业时出现的问题，

又能够保证指导教师及时把握学员完成作业过程中出现的

共性问题。

图 3 作业评价记录表

在每次学习活动开始前就应向网络学习者介绍该活动

的评价指标，让学习者明确目标和方向。网络培训中小组作

业的评价指标如图 4 所示，评价指标的描述必须要具体且可

操作。指导教师在评价过程中按照评价指标进行打分，保证

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评价内容包括作业的优点、待改进

的问题和建议等。此外，还可以开展学生自评和互评，学习

者之间和小组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图 4 小组作业评价指标

指导教师根据前面测量的学习者学习风格类型和学习

行为特征制定相应的个性化导学策略，策略概要见表三。

效果检验
1．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成绩对比

本研究对采用导学策略进行导学的学习者的成绩做均

值差异性对照检验。被试的前测成绩依据分班考试成绩，实

表三 与学习风格相应的个性化导学策略

学习者学习风格类型 个性化导学策略

发散型

⑴激发学习主动性
⑵制定阶段性学习目标
⑶引导学习者进行反思
⑷指导学习者先浏览指导性教学材料再学
习课程内容
⑸引导学习者对所学知识进行概括整理
⑹指导学习者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作实践
⑺指导学习者根据课程内容上网查找相关
资料

同化型

⑴引导学习者在小组讨论区内发言
⑵引导学习者对他人的学习成果发表评论
意见
⑶督导学习者按期有效完成学习任务
⑷引导学习者对所学课程内容和学习情况
进行反思
⑸指导学习者通过自测练习检查自己是否
掌握了所学知识点

集中型

⑴引导学习者在小组讨论区内发言
⑵督导学习者通过自测练习检查是否掌握
所学知识点
⑶引导学习者对他人的学习成果发表评论
⑷激发在线学习的主动性
⑸制定具体的学习目标

顺应型

⑴指导学习者制定学习计划时间表
⑵督导学习者按期有效完成学习任务
⑶引导学习者对所学内容和学习情况进行
反思
⑷辅导学习者对网上收集的资料进行深入
的加工分析
⑸引导学习者对所学知识进行概括整理
⑹督导学习者认真学习其他小组的学习
报告
⑺指导学习者制定完成作业的一些方法和
步骤
⑻在“具体经验”维度上的提升
⑼指导学习者对不同的学习内容选择恰当
的学习方法

验班与对照班成绩没有显著差异，Sig ＞ 0． 05。培训后期，考

试成绩的均值差异性对照检验表明: 接受个性化导学的学员

的平均成绩为 81． 54，而未接受个性化导学的学员的平均成

绩为 63． 26，Sig = 0． 028 ＜ 0． 05，这说明接受指导教师个性

化导学的学习者的学习成绩显著高于未接受指导教师个性

化导学的学习者，故可以认为基于学习风格和在线学习行为

的个性化导学策略能够显著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成绩。
2． 教学督导的评价

本研究的导学过程是在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教学督

导的全程监督下完成的，教学督导对指导教师的导学工作进

行持续的监督和评价，在每个教学模块结束后教学督导都会

对本模块指导教师的导学工作情况进行点评，例如，督导在

模块二辅导工作结束后的评价:

在模块二的辅导工作中 05 班( 实验班) 指导教师的工作

表现非常优秀，出色地完成了模块二的辅导和评价工作，并

且( 学生) 与其 QQ 沟通时能够积极回应，能够非常认真地对

待辅导工作; 能够按要求对作业进行批改，并根据学生情况

给出非常好的针对性评语以提醒学员，对小组总结帖的评价

具体而细致，在公告提醒和回复学员上花了很多心思。
3． 学员调查

为深入评价导学策略方案在实践中是否有效，本研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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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网络学习者对指导教师导学的满

意度情况。如表四所示，实验班的学习者对指导教师导学工

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满意度得

分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实验组的满意度平均得分为 80．
05，而对照组的平均得分为 49． 55，Sig = 0． 000 ＜ 0． 05，这说

明实验组学员对指导教师导学工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也表明基于学习风格和学习行为的在线导学策略在导学

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学习者的高度认可。

表四 学习者对指导教师导学满意度评价的调查结果

学习者对指导教师导学工作的评价 实验组 对照组

1． 能够帮助学员熟悉网络学习环境，了解培训
课程

90% 60%

2． 能够帮助学员正确认识自己学习风格类型的
优缺点

85% 55%

3． 能够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端正学习态度、
正确认识网络培训目的

85% 60%

4． 能够引领学员根据模块学习要求制定符合自
己的学习目标

95% 65%

5． 能够引领学员根据学习目标制定具体的学习
计划安排表

80% 50%

6． 能够帮助学习者掌握小组协作学习的技巧 75% 40%

7． 能够合理地引导小组讨论，调动学员积极参
与小组讨论

85% 55%

8． 能够引导学员利用博客、档案袋等工具收集
整理有用的学习内容

80% 45%

9． 能够为学员提供丰富有效的学习资源 90% 50%

10． 能够指导学习者先浏览指导性教学材料再
学习课程内容

95% 55%

11． 能够引导学员定期对所学知识内容进行概
括整理

100% 40%

12． 能够引导学习者将所学知识内容迁移到工
作实践中

80% 50%

13． 能够为学员的问题和困难提供及时地反馈 90% 65%

14． 能够对作业进行及时的打分和评价 85% 55%

15． 能够引导学员对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情
况进行反思、评价

85% 50%

16． 能够引导学习者对他人的学习成果发表评
论意见

80% 55%

17． 能够对友好及时地给以学员提示或提醒 90% 40%

18． 能够与学员保持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85% 50%

作为问卷调查这一量化形式的补充，本研究随机抽取了

若干名学 习 者 对 指 导 教 师 的 导 学 工 作 进 行 了 评 价，归 纳

如下:

老师广泛收集相关材料，制作课件共享给学员们参

考，还不断鼓励表扬我，给了我足够的自信和力量去克服学

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让我们在教育技能和教学手段

方面受益匪浅。

( 老师) 帮助我们制定符合我们自身特点的学习计划

和方案，让我们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力。对我

们的个人作业和小组作业，都能够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老师在培训之初就对我的学习风格进行了测评，并让

我认识了解自己学习风格中的优势和不足，这使我在以后的

学习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时刻注意并改正自己

在学习行为表现方面存在的不足。

老师积极与我们进行沟通，对我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反馈，这极大地缓解

了我在学习过程中的焦虑感，激发了我参与在线学习的积

极性。
( 老师) 能够引导我们将所学知识应用到一线的教学

实践中去，帮助我们在知识理论与实践工作方面架起了桥

梁，让我们学有所用。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能够使用博客等

学习工具收集整理有用的学习内容，能够利用思维导图工具

梳理加工所学的知识。
在一个多月的培训交流中，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第一，公平、公正、客观、真实地评价每位学员的作业情

况。在评语中对每位学员所取得的成绩与付出都能给予充

分的肯定，激励学员上进。第二，耐心细致地帮助学员解答

学习中的困难。为了能及时督促学员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学

习任务，老师一方面通过模块前的“引领公告”进行温馨提

示，以便解决学习中可能遇到的共性问题; 对于学员在学习

中遇到的诸如技术层面、实践操作层面的个性问题，老师则

利用短信、QQ、网上留言等多种交流平台进行交流辅导。第

三，认真做好引领与小结。每个模块前的“学习引领公告及

结课提示”和模块学习后的小结，能做到公告及时、导航清

晰、小结全面。
指导教师一方面既是我们的老师，有责任辅导、监督

学员及时、保质保量完成学习任务; 另一方面更是我们团队

中的一员，是这个团队的领头人，因此也有义务带领好这个

团队一道过关斩将，披荆斩棘。

研究结论

学习风格作为直接参与学习活动且具备稳定性和独特

性的学习者个性特征，最直接地体现着网络学习者的个别差

异，可以作为个性化导学策略设计的依据。针对网络学习者

的学习风格类型及其在线学习行为特点制定的个性化网络

培训指导教师导学策略体系通过导学实践，在学习成绩、教
学督导对指导教师导学工作评价以及学员满意度调查等方

面都验证了个性化导学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本研究实

验表明: 个性化教学适应网络学习者的个体差异，首先需要

了解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特点，学习者在计划、监控、小组学

习、信息加工能力、知觉偏好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匹配学习者学习风格的导学策略不仅为其提供了更为有效

的学习指导，而且能改善他们对所学内容的态度。学生以其

习惯的方式学习大大提高了效果、效率和效益。设计符合网

络学习者风格特点的在线导学策略，实际上已经成为提高当

前网络教学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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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Pract ice of Online Learning-guiding Strategies
Based on Learning Style Theories

ZHONG Keding1 ＆ LIU Yang2

( 1．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 Information Center，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The various learning styles in online learners demand online tutors to consider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learners while guiding their learn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arning styles and its type and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s，
This study designed schemes for personalized guiding-learning strategy schemes． In order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trategies schemes，the study put the schemes into learning-guiding practice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n online training course．
Key words: learning style; learning style type;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s; learning-guid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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