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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问卷》对全国 11个省市 13 477名的小学、初

中、高中学生的调查，发现中小学学生呈现出以“复述策略”、“时间管理策略”和“物力资源

利用策略”为主导，其他学习策略兼顾应用的现状；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的应用在年龄方

面呈现“U”型发展，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都表现出相同特点：小学和初中阶段，女生和城镇

学校学生对各种学习策略的运用要好于男生和农村学校学生；东部地区学生的学习策略

运用显著好于中西部地区学生；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在七种学习策略上的得分存在显著

差异。应高度重视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的重要意义，多种方式加强学习策略的指导与建

构，加强初中学生学习策略的指导与应用，重视对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农村学校的学生以

及男生群体学习策略的运用，结合教学展开学习策略训练，提升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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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中，中小学学生

普遍存在学业负担较重的问题。造成这个问

题的原因很多，但也与学生自身会否采用恰

当的学习策略不无关系。一般而言，学生对

学习策略的掌握程度、使用水平会影响到学

习效率，继而影响学生的学业负担。对于不

同的学习内容，针对性地采用较好的学习策

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提升其学业

成就感和幸福感，学业负担较重感也会大大

减轻。因而，研究中小学学生的学习策略使

用情况，使学生掌握合适的学习策略，是实现

高效学习的关键。本研究立足于减轻学生学

业负担的现实基础，从学习方法层面展开对

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的调查分析，以期为减

负找到新的突破口。

一、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对学习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学习策略理论内涵的辨析［1］和结构的

探讨［2］、对于学习策略测量工具的编制［3］、

对学习策略前因（如家庭人文因素）［4］和后

果［5］（如学业成绩）等的影响因素、学习策略

培训［6］、不同学段学习策略调查的研究［7］等

方面。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还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学习策略的定义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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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中外学界至今尚未对学习策略的界定

达成一致。二是研究结果不一致，有的研究

发现男女生对于某些学习策略的使用在性别

方面没有差异，但是另一些研究则相反［8］，

这可能与取样有关。三是研究对象年龄存在

断层，很多研究单纯表述小学生、中学生等群

体，所用工具的不同也易造成研究结果之间

无法相互比较，缺乏从小学到中学学生群体

策略运用的研究。四是区域之间学习策略的

差异研究较为少见。五是样本容量较小，使

得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局限性。

上述问题使得我们对当前我国中小学学

生各阶段的学习策略应用缺乏较为清晰系统

的了解。为清晰地了解全国中小学学生的学

习策略使用情况，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我们对

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学生进行调查和分析。

二、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的理论依据

目前学界对学习策略的概念尚没有一致

定论，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研究认

为，有助于提高学习者学习质量与学习效率

的程序、规则、方法、技巧及调控方式均属学

习策略范畴。［9］

关于学习策略的分类，目前学界普遍较

为认同麦基奇（Mckeachie）等人的分类体系，

麦基奇等人认为，学习策略包括元认知策略、

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策略三部分。元认知策

略包括计划策略、监控策略、调节策略；认知

策略分为复述策略、精细加工策略和组织策

略；资源管理策略包括时间管理策略、学习环

境管理策略、努力管理策略、寻求支持策略

等。［10］元认知策略通常被认为是较为高级的

学习策略，因为它需要调动学习者多种意识、

行为参与学习过程。本研究以麦基奇等人的

学习策略理论为基础，根据中小学学生的学

业状况，以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资源管理

策略为维度和指标编制了《中小学学生学习

策略调查量表》。其中，元认知策略是学生对

自己认知过程的知识和调节这些过程的能

力，对思维和学习活动的知识的认知和控

制。元认知策略包括计划策略和监控策略两

个维度。计划策略指认知活动前的各种计

划，预计结果，选择策略，想出各种解决问题

的方法，包括设置学习目标、浏览阅读材料、

产生待回答的问题以及分析如何完成学习任

务；监控策略指在实际的认知过程中，及时反

馈、评价自己认知活动的结果与不足，包括阅

读时对注意加以跟踪、对材料进行自我提问、

考试时监视自己的速度和时间。认知策略是

加工信息的一些方法或技术，包括复述策略

和加工组织策略。复述策略指在工作记忆中

为了保持信息，运用内部语言在大脑中重现

学习材料和刺激，以便将注意力维持在学习

材料之上的策略；加工组织策略指整合所学

新知识之间、新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

新的知识结构的策略。资源管理策略是辅助

学生管理可用资源、环境的策略。该策略在

本研究中包括时间管理策略、物力资源利用

策略、人力资源利用策略三项。时间管理策

略指统筹安排并高效利用学习时间的策略；

物力资源利用策略指学生利用各种途径查询

资料，促进学习的策略；人力资源利用策略是

指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寻求他人帮助

的策略。［11］

（二）研究设计

1.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取样的方式，在全国范围

内按照七大经济区域（东北、西北、华北、华

东、华中、华南、西南）抽取八个省（区）、两个

直辖市和一个计划单列市，包括辽宁、甘肃、

河北、河南、广西、山东、云南、浙江、天津、重

庆和深圳等，共调研了90所学校。共发放问

卷 14 834 份，回收 14 000 份，剔除无效问卷

523份，有效问卷共13 477份，有效回收率为

90.85%。在有效问卷中，男生为 6 404 人，女

生为 6 836 人，还有 237 人性别信息缺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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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4 437人（由于受认知水平的限制，小

学一、二、三年级不在调查范围之内），初中生

4 761 人，高中生 4 279 人；小学生、初中生和

高中生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11.38±1.27 岁、

14.26±1.47 岁、17.12±1.57 岁，小学生、初中

生和高中生的年龄缺失值分别为 13、22、19

人；城镇学生为 9 471 人，农村学生为 4 004

人，缺失值为2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

的学生分别为7 049人、1 802人、4 626人。在

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层面存在缺失值的人数

未纳入该层面的信息统计。

2. 问卷的编制与处理

根据上述对学习策略的理解，我们自编

了《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调查量表》。整个量

表采用利克特（Likert）5点计分方式，从完全

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1～5分，所有

题项均采用正向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学

生越倾向于使用某一策略。采用SPSS16.0对

结果进行统计处理。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

为 0.864，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

策略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587、0.743、

0.705。总体而言，总量表及各分维度的信度

系数达到团体施测的水平。

采用 AMOS 20.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

该量表进行了结构效度分析。因为样本量过

大，所累积的卡方值就越大，从而会影响到卡

方自由度比值［12］，因而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时，研究者随机选取了某一省份的数据进

行验证因素分析，所得拟合指数如下表1。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拟合指数均达到可

接受水平，这表明所编制的量表具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综上，自主编制的《中小学学生学

习策略量表》，其信度和效度均达到了心理测

量学的要求，可以作为测量中小学学生学习

策略的有效工具。

三、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应用的现状分析

（一）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应用现状的

整体分析

我们首先对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的应用

现状进行了整体分析。（见表2）

从整体上看，中小学学生对于各种学习

策略的应用，呈现出以“复述策略”、“时间管

理策略”和“物力资源利用策略”为主，其他学

习策略兼顾应用的现状。这三类策略之所以

常被采用，原因之一在于受中小学学生身心

发展差异性特点的影响，中低年级的学生身

心处在成长发展中，对学习策略的使用尚没

有建立起系统的应用模块，还会依从惯性优

先借助外在力量使用物力资源等学习策略。

另外一种原因可能在于受教师讲授式教学的

影响，课程所蕴含的陈述性知识居多，背诵、

笔记等方式又强化了这三类策略的使用。中

小学学生对时间管理策略的使用也从侧面反

映出他们具有较强的计划性，能够合理利用

时间来完成学习内容。但进一步分析会发

现，这三类策略的运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

中小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倾向于投入更多的

物力资源和时间资源，采用较为机械呆板的

复述策略展开学习，但对于较为高级的元认

知学习策略，如计划策略、监控策略以及加工

组织策略的应用不足。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

明，只有高级策略的应用才能帮助个体将外

拟合
指数

X2

39.73

df

17

CMIN/df

2.337

GFI

0.99

AGFI

0.97

NFI

0.97

RFI

0.95

IFI

0.98

CFI

0.98

RMSEA

0.047

表1 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量表
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表（n=613）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校长课程领导的策略

研究”（项目编号：BFA110054）阶段性研究成果。

学习策略

计划策略

监控策略

复述策略

加工组织策略

时间管理策略

物力资源利用策略

人力资源利用策略

平均值（M）

3.11

3.28

3.54

3.22

3.51

3.51

3.43

标准差（SD）

1.21

1.08

0.95

1.10

1.10

1.15

1.15

排序

7

5

1

6

2

2

4

表2 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的整体分析

—— 87



在的知识内化进个体内部的认知框架，才有

助于外在知识转化为内部知识，而借助外力

的学习，决定了知识的转化与积累是浅层次

的。这也反映出中小学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是

机械的，以陈述性知识为主，没有生成程序性

知识。

（二）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学习策略的应

用分析

以中小学学生的年龄为横坐标，以各年

龄段学生在各学习测量上的平均分为纵坐

标，可以绘制出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应用的

年龄走势图。（见图1）

从图 1 可以看出，中小学学生对于学习

策略的应用基本呈“U”型。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

对于较为机械呆板的复述策略呈现出逐步下

降的趋势，向教师和同学求助的策略，即人力

资源利用策略也呈现出逐步减少的态势，这

反映出学生对于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逐渐

倾向于通过自身努力来解决。

调查表明，在9～12岁阶段（此时正处于

小学高年级阶段），学生对于学习策略的应用

整体上维持在一个较高层次的水平上。究其

原因，主要是小学生阶段的学习是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干预，为使学生

在起步阶段获得较好的发展，家长和教师的

帮助与督促会使学生制订明确的学习计划，

加之人力和物力资源的综合利用，小学生能

够较好地调配自己的学习时间，合理安排学

习内容。但调查也发现，这一阶段的小学生

自身的加工组织策略和监控策略处在所有学

习策略的底层，而这恰恰是学生获得深层次

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加工策略的运用不及

时间策略等的使用水平，说明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对内容与知识缺乏总结、概括能力，知识

迁移能力也处于较低的水平。监控策略处于

最低水平，可能是学生更多受到接受式学习

的影响，而较少反思、统合既得的知识结构，

外在的知识没有转化为内在的个人知识。

在 13～15 岁阶段（此时正处于初中阶

段），学生虽然能够保证一定的时间和物力投

入，且将较为简单的复述策略应用维持在一

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但是在计划策略和加

工组织策略等较为高级的学习策略使用上，

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

因可能有三。一是学生虽已进入了初中阶

段，但在学习方法、学习理念等方面还受到小

学阶段已经养成的学习习惯或惯性的影响。

二是随着科目的增多，学习内容的扩充，学习

节奏的加快，学生的学习更多是任务驱动，对

学习方法或学习策略的使用尚未有意识地积

极开拓，也还没有探索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策

略，因而，较为高级的加工组织等策略呈现下

滑的态势。三是初中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尚

不成熟，自我控制的动力更多借助于外在力

量，尚未形成自我控制，仍处于以教师教授为

主的他控阶段［13］，即便知道、了解具体的学

习方法，但应用起来却是表面的、机械的，没

有发生策略的迁移。

在 16～21 岁阶段（此时处于高中阶段。

高中阶段部分学生出现年龄偏大现象，缘于

此次调查过程中，一些区域涉及高三复读班

等群体，年龄跨度范围较大；同时，在部分经

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学生入学年龄相对较

晚，存在少部分学生年龄偏大的现象。）由上

表可以看出，学生开始较为积极地应用各种

学习策略，尤其是对于高水平学习策略的应

用，比如计划策略出现显著的提高，时间管理

策略和加工组织策略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而在18岁左右，学生对于简单的复述策略的

应用，以及人力资源的利用出现明显的下

图1 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应用的年龄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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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升学压力和

高考指挥棒共同作用的结果。此阶段需要注

意的是，学生对于学习策略的应用已从最初

的被动应用发展到了主动应用。

（三）不同性别学生学习策略的差异分

析

本研究对处于不断学段的不同性别学生

的学习策略进行了分析。（见表3）

计划策略

监控策略

复述策略

加工组织策略

时间管理策略

物力资源利用策略

人力资源利用策略

小学阶段

男
（n＝2 288）

3.52±1.19

3.28±1.16

3.46±1.05

3.32±1.20

3.75±1.17

3.67±1.22

3.58±1.22

女
（n＝2 068）

3.88±1.08

3.47±1.09

3.89±0.94

3.53±1.11

3.98±1.07

3.82±1.14

3.71±1.16

t

-10.14**

-5.48**

-14.09**

-6.08**

-6.62**

-4.39**

-3.74**

初中阶段

男
（n＝2 262）

2.94±1.23

3.23±1.15

3.40±1.02

3.18±1.16

3.41±1.14

3.46±1.21

3.29±1.21

女
（n＝2 405）

3.03±1.12

3.32±1.04

3.70±0.89

3.25±1.07

3.51±1.06

3.59±1.09

3.45±1.11

t

-2.45*

-2.88*

-10.87**

-2.16*

-3.10*

-3.72**

-4.77**

高中阶段

男
（n＝1 854）

2.62±1.11

3.19±1.06

3.23±0.90

2.99±1.03

3.16±1.04

3.25±1.11

3.22±1.11

女
（n＝2 363）

2.68±0.98

3.22±0.93

3.55±0.74

3.05±0.92

3.24±0.91

3.27±0.98

3.31±0.98

t

-2.0

-1.03

-12.77**

-2.01

-2.75*

-0.39

-3.02*

表3 男女学生学习策略的差异分析（M±SD）①

注：**P＜0.001，*P＜0.05。

从表3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在学习过程

中，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灵活采用各种学习

策略来进行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但随着学段的提高，男生与女生在学习策略

上的差异在不断缩小，尤其是在高水平的学

习策略如计划策略、监控策略和加工组织策

略等方面。但是对于时间管理策略和人力资

源利用策略，尤其是在复述策略方面，男生始

终要差于女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

可能在于女生的自我意识发展、生理发育水

平快于男生，再加之性别等的社会规范较早

规约了女生听话、耐心等品质，使得她们的情

感、思维相对稳定和细腻，以及中低学段的学

业内容相对简单，识记性材料居多，导致女生

善于综合运用多种学习策略。随着年级的升

高，男女生对学习策略运用差异不大的可能

解释在于男女大脑认知结构的不同［14］，男生

认知结构以言语关系、直觉速度、关系为序排

列，而女生的认知结构以言语、直觉速度、关

系和直觉速度的复合为序排列，这种认知结

构特点的差异使得男生在解决抽象、复杂的

问题方面要优于女生，复杂问题的解决也相

应要求且融合了较为高级的学习策略，加之

高年级学业内容的难度和复杂程度都要高于

中低年级学段，出现男女生对学习策略的运

用随着年级升高而差异不大的情况。

（四）城乡学生学习策略的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城乡学生在学习策略的应用上

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对城乡学生应用的学

习策略进行了t检验。（见表4）

统计结果表明，城镇学校学生对各种学

习策略的应用，要显著好于农村学校的学生，

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这种差异呈

现出连续性和稳定性。到了高中阶段，这种

差异明显降低，呈现出“断崖式”的消除。换

句话而言，进入高中阶段，农村学校的学生对

于各种学习策略的应用，已赶上甚而超过了

城镇学校的学生，城镇和农村学生对学习策

略的选择和应用的差别不大。之所以出现上

述情况，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教师方

面。农村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可能不及城镇教

师，对学生学习及学习策略运用的指导有

限。已有调查研究亦表明，农村和城市教师

的知识发展确实存在差距，农村教师的知识

基础落后于城市教师，他们的实践性知识不

及城镇教师。［15］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包括教师
——————————

① 性别信息统计层面，有237人性别信息缺失，故对存在缺失的237人未纳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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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策略

监控策略

复述策略

加工组织策略

时间管理策略

物力资源利用策略

人力资源利用策略

小学阶段

城镇
（n＝2896）

3.82±1.14

3.42±1.14

3.74±1.00

3.46±1.17

3.92±1.10

3.88±1.15

3.64±1.20

农村
（n＝1538）

3.45±1.13

3.27±1.12

3.51±1.03

3.35±1.15

3.72±1.15

3.48±1.20

3.65±1.20

t

10.45**

4.25**

7.28**

3.18*

5.72**

10.76**

-0.36

初中阶段

城镇
（n＝3256）

3.01±1.18

3.28±1.11

3.60±0.94

3.25±1.11

3.48±1.09

3.61±1.14

3.40±1.15

农村
（n＝1507）

2.91±1.18

3.26±1.07

3.43±1.00

3.14±1.11

3.41±1.14

3.33±1.17

3.27±1.19

t

2.77*

0.43

5.75**

3.31*

2.14*

7.65**

3.72**

高中阶段

城镇
（n＝319）

2.64±1.04

3.23±1.00

3.40±0.83

3.03±0.98

3.19±0.98

3.27±1.05

3.28±1.04

农村
（n＝959）

2.67±1.03

3.12±0.95

3.43±0.83

2.99±0.97

3.23±0.92

3.20±1.01

3.24±1.06

t

-0.65

3.07*

-1.02

1.08

-1.10

1.92

1.05

表4 城镇和农村学生学习策略差异分析①

注：**P＜0.001，*P＜0.05。

的教育理念、策略性知识以及批判反思知识

等，对学生的影响较为直观和直接。农村教

师的实践性知识不及城镇教师，表现在学校

教育中他们对学生学习策略的指导是有限的

或者模糊的，可能不会主动教授学生有关的

学习策略，而学生限于心智发展水平，对各种

学习策略的掌握亦有限，导致了农村学生在

小学、初中阶段的学习策略运用低于城镇学

生的状况。到了高中阶段，学生到附近城镇

就读高中的居多，即便是地处农村的高中，教

师整体的学历层次与知识结构都有了很大的

提升，教育教学中对学生的方法指导也相对

清晰，具有针对性，因而高中阶段城乡学生学

习策略的运用相差不大。其次是升学压力的

影响。高中阶段的学生面临的压力大于小

学、初中阶段的学生，他们具有较强的升学期

望。埃克尔斯（Eccles）等人的期望—成就目

标理论认为，学生如果怀有较高的成就期望，

就愿意付出时间和努力，获得较好的学业成

就。［16］高中学生的学习目标较为明确，一般

以考上理想的大学为目标。因此，进入高中

阶段的学生，无论是来自农村地区还是城镇

地区，在升学压力和理想期望的双重推动下，

都倾向于采用有效的学习策略来提高自己的

学习成绩。

（五）东中西部地区学生学习策略差异

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种差异是否会反映到

学生的学习策略上呢？对此，我们也进行了

分析。（见表5和图2）

从表5和图2可以看出，对于计划、监控

和加工组织策略等需要较多意识努力的高级

学习策略方面，在各区域中均处于低端的位

置；而对于较少需要意识努力的复述学习策

略方面，在各区域中均处于领先位置。就区

计划策略

监控策略

复述策略

加工
组织策略

时间
管理策略

物力资源
利用策略

人力资源
利用策略

东部
（n＝7 049）

3.14±1.22

3.31±1.09

3.60±0.95

3.27±1.12

3.56±1.11

3.60±1.14

3.53±1.14

中部
（n＝1 802）

3.12±1.17

3.24±1.07

3.52±0.97

3.22±1.09

3.50±1.09

3.58±1.13

3.37±1.16

西部
（n＝4 626）

3.07±1.19

3.27±1.06

3.45±0.93

3.15±1.08

3.43±1.09

3.35±1.15

3.29±1.14

F

5.16*

3.29*

35.27**

17.58**

19.27**

67.99**

66.60**

事后检验

1＞3*

1＞2*

1＞2＞3**

1＞3**；
2＞3**

1＞3**；
2＞3**

1＞3**；
2＞3**

1＞2＞3**

表5 东中西部学生学习策略差异分析

注：**P＜0.001，*P＜0.05。

——————————
① 城乡信息统计层面，有2人学校所在地信息缺失，故对存在缺失的2人未纳入统计。

图2 东中西部学生学习策略得分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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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而言，随着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内陆偏

远地区的延伸，学生对于各种学习策略的应

用整体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东部地区的

学生对各种学习策略的应用要显著优于中部

和西部地区的学生。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解

释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教育产生了不同

影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部和西

部要高，经济水平的差异对教育理念、教育技

术、教育方法等均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具

体而言，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

够吸引更多更优秀的教师到该地区任教，因

而，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教师的教育

素质可能要高，他们在更新教育理念、采用新

的教育技术和教育方法方面比中部和西部地

区更为迅速和便捷，也有多种形式的物力、人

力资源可以利用，使得东部地区的学生对学

习策略的使用整体上要显著高于中西部。而

中部和西部地区在计划、监控策略上的差异

不大，两地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复述策略、加

工组织策略、物力资源利用和人力资源利用

策略上。这可能源于中部地区的学生有更便

捷的信息网络、学习班等多种类型的教育资

源可以利用。除此之外，从总体上而言，中部

地区的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支持力

度可能也要高于西部地区。

（六）不同学业成就的学生应用学习策

略的差异分析

参照多恩布什（Dornbusch）等人［17］和叶

宝娟等人［18］的学业成就研究方法，本研究对

学生学业成就的调查采用学生主观评定学业

成绩和同学评价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方式进

行。为便于分析，将学生在这两项上的得分

划分为高、中、低三组不同的学业成就，其中

低分组的得分在2～4分之间，中间组的得分

在5～7分之间，高分组的得分在8～10分之

间。分析发现，不同学业成就学生的学习策

略运用存在着显著差异。（见表6和图3）

从表 6 可以看出，随着学生学业成就水

平的下降，学生在学习策略上的得分也随之

下降，这说明学生学习策略的运用与学生的

学业成就水平存在着密切相关。换言之，高

水平的学业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学习策

略的使用。这给予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

方面，对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策

略的恰当运用，是保证高水平学业成绩的必

要条件；另一方面，高水平学业成绩的取得，

依赖于高端和低端学习策略的综合统筹运

用。根据学习内容的不同，高端或低端学习

策略都可以成为其主要的学习策略，二者灵

活结合，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进而提高其学业成就。总的来看，成绩较好

的学生善于综合运用多种学习策略，这也从

另一方面说明了学习策略的运用有助于学生

获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计划策略

监控策略

复述策略

加工
组织策略

时间
管理策略

物力资源
利用策略

人力资源
利用策略

高分组
（n＝4 968）

3.90±1.04

3.79±1.03

4.36±0.62

3.98±0.94

4.54±0.58

4.26±0.89

4.02±1.02

中间组
（n＝6 859）

2.79±0.99

3.10±0.92

3.25±0.64

2.93±0.85

3.17±0.68

3.24±0.95

3.21±1.01

低分组
（n＝1 650）

2.05±1.06

2.51±1.11

2.26±0.71

2.14±0.98

1.78±0.62

2.36±1.14

2.55±1.16

F

2733**

1290**

1175**

3278**

1369**

3041**

1543**

事后检验

1＞2＞3**

1＞2＞3**

1＞2＞3**

1＞2＞3**

1＞2＞3**

1＞2＞3**

1＞2＞3**

表6 不同学业成就学生学习策略差异

注：**P＜0.001，*P＜0.05。

图3 不同学业成就与学习策略运用情况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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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小学学生对高级学习策略的运用较

少

调查分析发现，中小学学生对较为高级

的学习策略如加工组织策略等方面的运用较

少。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主要采用复述策略、

时间管理策略、物力资源管理策略等相对较

为低端的策略。这些策略虽然是获取良好学

业成就的保障，但主要适合于浅层次知识的

学习，对于各门学科中的深层次知识的建构

和领悟，尚需采用较为高级的学习策略。

2. 小学生和高中生能够较为积极地运用

各种学习策略，初中生对于学习策略的使用

处于较低水平

调查结果表明，小学生和高中生对各类

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都显著高于初中学生，

反映出他们比初中学生更加善于运用多种类

型的学习策略。初中学生对各类学习策略的

使用处于低谷，他们对各类学习策略的运用

较少，基本上处于被动、机械阶段。

3. 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农村学校的学生

以及男生学习策略的运用水平需要提高

调查结果显示，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

的学生对于学习策略的运用好于中西部地

区；从城乡上来看，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生对学

习策略的运用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学生；从性

别角度来看，男生对于学习策略运用的熟练

程度与灵活性都不及女生。

4. 学习策略是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重

要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学业成就与学习

策略的使用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即学生学

业成就水平的高低是伴随着学习策略应用水

平的高低而起伏的，即随着学生学业成就的

下降，这七种学习策略的应用水平也随之下

降。事后检验的结果也表明，高、中、低三组

学业成就的学生对学习策略的应用表现出显

著差异，这说明学习策略的运用对于学生的

学业成就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提升

低学业成就的学生对于学习策略的使用是提

高其学业成就的重要环节。

（二）对策建议

为提高中小学学生的学习效能，优化或

减轻其学业负担，从学习策略的角度而言，应

注意以下方面。

1. 高度重视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的重要

意义，多种方式加强学习策略的指导与建构

学习策略的应用，有助于学生提升学习

效能，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提高他们的学业

成就感，进而减轻学业负担。同时它的运用

涵盖了学习者对学习过程的计划、监控、反思

等多个环节，是他们学会学习的必要步骤，良

好学习策略的运用，有助于学生形成自主的

学习能力，成为独立且自立的学习者。因此，

重视学习策略隐含的价值，对优化学业负担

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掌握各种学

习策略并灵活地加以运用。本调查研究发

现，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对学习策略的运用存

在显著差异，这就要求教师在了解学生认知、

能力水平以及兴趣爱好的基础上，根据学科

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与训

练。如可以采取专题讲座、学习小组研讨或

班会等形式探讨各种学习策略的应用。专题

讲座既可以是各学科通用的学习策略的介

绍，如记忆策略、知识的运用策略；也可以是

某学科的学习策略的推介，如语文的阅读策

略等。讲座者既可以是班主任也可以是学科

教师或者是邀请到的学习策略方面的专家学

者。学习小组研讨可以激发学生的群体智

慧，有助于学生个体结合本人的特点将这些

策略运用到学习中。班会形式既可以是教师

主导的学习策略或方法交流，也可以是同学

之间畅所欲言的学习经验或方法的沟通，这

种形式有助于师生间、生生间在近距离的交

流中了解相关的学习策略。此外，作为家长，

在辅导、督促孩子学业的过程中，也要注重有

针对性地指导孩子采用巧妙的学习方法，让

孩子在愉快的学习过程中完成知识的内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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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需要注意的是，低学段的学生更适合

结合具体例子进行学习策略的学习。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对于学习策略的

掌握要从基础的学习方法着手，只有掌握了

一定的学习方法，才有助于促进学生自主的

反思与主动建构，进而形成系统的学习策

略。但学生也应明确自身的认知风格，探寻

适合自身认知风格的学业策略，只有切合自

身认知风格和主动建构的学习策略，才能更

为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

2. 加强初中学生学习策略的指导与应用

初中既是承续小学又衔接高中的中间阶

段，他们的学业状况直接决定了是否可以分

享优质的高中教育资源。学习策略作为提升

学习成绩与学业效能的有效途径，也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学业成就。通常情况

下，学习策略的应用更多体现为学习方法的

使用。方法得当，学业成效可事半功倍。已

有的研究也表明，良好的学习方法有助于学

业水平的提升。［19］初中阶段作为整个中小学

教育承上启下的关键期，学生对学习策略的

应用却最为薄弱。这之中，既有学生主动应

用学习策略意识的淡薄，也有师长对学生学

习策略应用指导的欠缺，因此，无论是家长还

是教师都应该关注并重视初中阶段学生学习

策略的指导与教育，尤其是多元教育方式的

运用，如合作学习小组、网络在线教育、网络

实 时 课 堂 ，条 件 许 可 地 区 还 可 通 过 慕 课

（MOOC）等方式多管齐下，促使初中学生掌

握良好的学习策略，取得预期的学业成效。

3. 重视对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农村学校

的学生以及男生群体学习策略的运用

针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学校的学生学习

策略的应用情况不及东部地区和城镇学校学

生的现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学校的政策和

经济扶持，充实教育资源是必要的外在诉

求。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升教师的专

业素养是根本上改进学生学习策略运用不良

的有效方法。可以通过定期、定向、校本培

训、在线教育等方式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

教学水平；也可以通过高中、初中和小学学段

的教师相互观摩，对比交流各个学段中学生

学习策略的重点和难点，来推动学生学会学

习。总之，各类学习资源或学习方式的运用

重点是提高这些区域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

帮助教师树立“授人以渔”的教育理念。而针

对男生群体学习策略的运用不如女生，呈现

显著差异的现状，教师首先要重视元认知策

略在策略学习中的关键作用，元认知策略属

于元认知知识的范畴，这种策略是对认知活

动与任务完成中对策略的有效选择和应用，

如学习新内容后，鼓励学生采用及时复习策

略有助于减少遗忘。教师要加强对男生群体

元认知策略的指导，促进其统筹其他学习策

略促进有效学习。其次，教师可根据不同的

内容体系或知识类型，示范学生自主运用他

们自己较为擅长的学习策略。再次，可以通

过构建男女生或者学习优秀者与学业不良者

的学习互助共同体，促进男生对学习策略的

掌握和运用。

4. 结合教学开展学习策略训练，提升学

习效率

开展学习策略的训练有助于学生切实掌

握学习方法与策略，提升学习效能，尤其是学

习策略运用薄弱的初中学生，更加需要通过

相应的策略训练来提升学习效能。但学习策

略的训练应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相结合才会取

得较好的效果，不能脱离教材单独进行。温

登（Wenden）等人的研究表明，学习策略的整

体训练效果好于单独训练。［20］单独训练是指

纯粹讲授、讨论学习策略的使用，不涉及任何

科目或策略的应用情境，这种训练方式不利

于学生对策略的掌握。整体训练是通过学

科、课堂教学渗透性地进行的策略训练，如课

堂做笔记时的复述策略训练，听力教学时的

听力策略训练，通过结合具体学科情境有意

识地进行学习策略的训练，有助于学生学习

策略的掌握和迁移。在整体训练中，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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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奥马里和查莫特（O’Malley & Chamot）等指

出，整体的显性训练优于隐性训练。隐性训

练是指学生不知道策略的名称，也不知道策

略训练的目的和意义，只是进行有关练习，而

显性训练则反之。为此，奥马里和查莫特提

出了一个五步骤的策略训练模式：第一，指出

学生在学习中已经运用的策略，避免重复；第

二，引入新策略，介绍新策略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通过具体练习让学生在学习中使用新

策略，并使学生有机会表达、讨论学习策略的

使用；第四，评价学习策略训练；第五，矫正学

习策略训练。［21］国外学者的研究对开展学习

策略的训练具有启发作用，但结合我国的教

育实际和现状，在教育教学中，学习策略的训

练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讲解、示范新的学习策略，让学生

了解。教师针对某类问题或任务有意识地讲

解学习策略，让学生了解和感受，具有初步的

感性认识。

第二，提供问题或情境使学生练习使用

学习策略，获得亲身体验。教师也应对学习

策略的使用加以反馈，对于那些具有内隐特

征的学习策略，如记忆策略等，这类策略的运

用具有无意识、自动获取的特点，教师可以讲

授一些方法，如谐音、关联等记忆方法的教

授，可使这类策略的使用更高效。教师在时

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了解学生个性或学

业状况后，有针对性地加以个别指导，让学生

不仅会在单一的学科中使用，而且在其他科

目与情境中同样能灵活运用，真正学会学习

策略的迁移运用。如知识分类归纳的加工组

织策略使用中，教师可提供有关的练习材料，

使学生在不断的尝试中总结内化这类策略的

使用。

第三，巩固学习策略。学习策略的使用

也像记忆一样，会产生遗忘现象，教师可以把

各类学习策略渗透到平时的教学中去，或者

有意识地让学生在不同内容的学习中巩固学

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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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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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The Students Learning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13 477 elementary，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11 provinces in China are investiga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such as "repeat strategy"，"tim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use of material resources" are used as the leading strategies by students，and other learning
strategies are also taken into account；th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y students shows "U" type in age，and both
the gender and rural-urban differences exhibit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for the use of a variety of learning strategies，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girls and the students in urban schools are better than the boys and the students in rural
schools.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y the students from the Eas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students from the
Midwest；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academic levels of students in scores on seven learning strategies.
Therefore，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ing strategi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the guid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enhanced by diverse ways；the guidance and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th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by the
students from the Midwest and rural schools，and boy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learning strategies trai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eaching，so a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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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lements of School and Academic Progr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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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nerally，a "school" consists of seven elements，namely the same discipline，the same academic view
and faith，the sam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position，the same mentoring relationship，the same academic symbol
system，the same object of study，and one common group. The existence of a school is in favor of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 academic leader can play a key role in academic study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who owns the cohesion to unit everyone in the process of academic research，and give them confid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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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rapidly，and create a loose academ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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