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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风格理论和多元智力理论都阐述了学生的差异性,前者侧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差异,而后者强调学

生学习结果的差异.本文通过对高一和高三学生学习风格和多元智力的调查研究,得出两个年级段学生学习风格和

多元智力的分布差异,依据学生的学习风格倾向和多元智力特点,尝试对两者进行整合,便于教师依据学生的学习

风格更好地组织教学,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多元智力,以期实现物理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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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课程改革倡导素质教育以来,学校教育要

求教师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

面的潜能.应试教育背景下的教学活动,由于教师未

能重视学生的差异性,学生的多方面潜能没能得到

较好的发展.学习风格理论和多元智力理论对学生

差异性给予了肯定,使我们对学生之间的差异有了

新的认识,作为物理教师有必要知道学生学习物理

的方式,将学习风格理论和多元智力理论二者结合

起来,各取所长、相互补充,能全面地了解学生,以便

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 研究背景

1.1 多元智力理论

基于对传统智力理论如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

知发展理论的批判,1983年,霍华德 加德纳在《智

能的结构》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并指出人至

少有7种智力,包括言语 语言智力、数理 逻辑智

力、视觉 空间智力、身体 动觉智力、音乐 节奏智

力、自知 自省智力、交往 交流智力、自然 观察智力

等.多元智力理论作为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之一,它

肯定学生差异性的存在,指出每个学生都具有多种

智力,学生的智力具有可塑性.多元智力理论下的教

育目标,是根据正确的教育方式和培养方法,通过教

育开发学生的潜力,使学生的智力得到最优化发展,

这与素质教育提倡教育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不谋而合.在物理教学领域,多元智力引进之初更

多的是在理论研究层面.文献[1]对多元智力与物

理教学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各项智力的相应教

学策略.多元智力理论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智力

的多元和差异,这对在物理教学中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1.2 学习风格理论

学生的智力组合方式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因

素之一,学习风格也是如此.学习风格自提出以来,

中西方学者对其各有见解.尽管学习风格的定义及

其表述不一,但是理论实质是相同的,学习风格即指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经常采用的学习方式,包括对

学习内容采取的学习策略,对教学刺激的偏爱以及

学习倾向.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费尔德(RichardM.

Felder)教授及其同事整合了多元智力理论和学习

风格的内涵,结合课堂教学实践将学习风格分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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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8个种类(见表1)[2].本研究所采用的学习风

格测量工具是由Felder和Soloman开发的学习风

格检测表[3](简称:ILS).

表1 学习风格类型及其特点

维度 学习风格 特点

积极主动/

深思熟虑

积极主动型  倾向于通过从事一些积极主动的活动,如讨论、解释等来更好地获得和理解信息

深思熟虑型  小组学习时习惯于首先静静地思考一番才从事活动,更喜欢单独学习

感觉/

直觉

感觉型
 喜欢学习事实性的内容,对细节把握较有耐心,擅长记住事实性的内容,喜欢发现事物发展

的可能性及其相互关系

直觉型  喜欢创新而不喜欢重复,更擅长抽象和推理

视觉/

语言表达

视觉型  善于记住看到的东西,如图片、表格、电影、表演等

语言表达型  对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更加敏感

循序渐进/

总体统揽

循序渐进型  倾向于用有层次性的步骤、遵循严格的逻辑程序的方式来理解课程材料

总体统揽型  倾向于跳跃式思维,几乎不关注概念间的联系,以顿悟的方式获得对学习材料的理解

2 研究内容

不同的学习者,他们的智力组合方式和学习风

格会有差别,相应的多元智力理论和学习风格的整

合方式也应不同.基于此,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展开

研究:

(1)高一和高三学生的学习风格倾向是什么?

(2)高中生多元智力的发展状况是什么?

(3)多元智力理论和学习风格理论在高中物理

教学中如何整合?

3 研究对象

以扬州某中学高一和高三年级学生为研究对

象,每个年级发放84份学习风格调查问卷,共168

份,收回168份,问卷有效率100%.

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法.对于学生

学习风格的调查问卷选用费尔德学习风格测量量

表,多元智力的调查问卷是改编前辈调查问卷(此问

卷信度、效度的合格性已通过检验).对于问卷的处

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SPSS软件分别计算

出高一和高三学生学习风格类型的分布情况;第二

部分通过SPSS软件计算出高中学生学习物理的多

元智力频数分布,找出学生的优势智力和劣势智力.

5 研究的结果和分析

5.1 受测者学习风格分布情况

通过对被测的168名学生的学习风格答卷统

计,得到表2所示的高一和高三学生的学习风格分

布情况.根据表2,我们可以看出学生的学习风格呈

现多元化分布趋势.在学生倾向的学习风格中,视觉

型学习风格的学生所占比例最多(高一:83.00%,高

三:95.59%),远远高于语言表达型学习风格的学

生,并出现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大部分学生的学习风

格倾向于视觉型,学生擅长记住他们所观察到的东

西.在高三段视觉型学习风格的学生所占比例呈现

出上升趋势,可以解释为与现行的教学情况和考试

制度有关,高三学生面临升学压力,故常陷入题海战

术,教师讲的少,学生做的多,导致师生之间、生生之

间交流较少,学生的学习风格便更多地倾向于视觉

型,而较少倾向于语言表达型.高三段相比于高一段,

虽然积极主动型学习风格的学生所占比例呈现略微

下降的趋势,分别是71.00% 和70.59%,但是学生还

是比较倾向于合作学习,喜欢在讨论和解释中获得信

息.感觉型学习风格的学生所占比例次之,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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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学习风格的学生所占比例最少,这两种学习风格的

学生,高一段分别是65.00% 和69.11%,高三段分别

是59.00% 和64.70%,这表明学生善于把握细节,喜

欢动手操作,但是在掌握新概念时,不善于发现新概

念与本课程内容的其他方面,或与其他课程内容之间

的联系,对物理概念和定律的记忆往往是靠死记硬

背.这种情况与学校现行的教育方式、学习内容及考

试制度有关.物理作为一门理论与实验结合的学科,

有着自身逻辑的严谨性和对动手操作能力的要求,但

现在教学仍然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并且长期以来各类

考试的内容也偏重于对物理问题细节的考查,导致感

觉型和循序渐进型学习风格的学生所占比例较小.

表2 高一和高三学生学习风格分布情况

学习风格 积极主动型/深思熟虑型 感觉型/直觉型 视觉型/语言表达型 循序渐进型/总体统揽型

百分比/%
高一 71.00/29.00 65.00/35.00 83.00/17.00 59.00/41.00

高三 70.59/29.41 69.11/30.89 95.59/4.41 64.70/35.30

5.2 受测者多元智力分布情况

从表3调查对象各项智力得分均分可以看出,

高中学生的交往 交流智力、自然 观察智力、言语

语言智力和身体 动觉智力比较突出,这既与家庭教

育和学校实施的素质教育有关,也与学生所处的时

代有关.现在的家长从小就注重培养孩子开朗活泼

的性格,学校也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并且如今进入

信息社会,中学生有更多与外界沟通、获得信息的方

式,使得他们的交往 交流智力、自然 观察智力和言

语 语言智力等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学生的数理

逻辑智力、自知 自省智力得分均分却相对较低,这

说明总体上看学生数理 逻辑能力和正确认识自己、

反思自己等方面的能力还较簿弱.

从调查对象各项智力得分所占的百分比分布情

况可以看出每项智力的得分在6~11分和22~24

分之间的人数不是很多,大部分学生的得分在12~

21分之间.且处于高分段人数较多的是自然 观察

智力和交往 交流智力.调查结果表明,每个学生都

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这7项智力,这不仅体现了中学

生智力的多元化,而且也充分表明了学生智力之间

的个体差异性.

表3 全体被调查学生各项智力分布情况

统计项目智力类别 言语语言 逻辑数理 视觉空间 身体动觉 自然观察 自知自省 交往交流

均分/分 17.65 16.59 17.17 17.42 18.21 16.97 18.42

6~11分人数/% 6.04 10.07 6.38 7.72 4.03 5.70 3.69

12~16分人数/% 38.26 38.59 35.23 33.89 33.22 37.58 26.85

17~21分人数/% 43.62 38.26 38.59 50.34 40.60 47.99 48.66

22~24分人数/% 12.08 13.09 19.80 8.05 22.15 8.72 20.81

5.3 多元智力理论与学习风格的整合

相关研究已证实学习风格和智力类型里许多因

素是有相关关系的[4,5].学习风格和多元智力理论

虽然都阐述了学习个体的差异性,但是二者的侧重

点不同.学习风格涉及到在学习方式方面的差异,特

别关注个别化的学习过程;而多元智力理论则集中

探讨学生在学习内容和学习结果上的差异性,几乎

不关注学生感知和加工信息的方式.学习风格理论

注重方式,多元智力理论注重结果,针对物理这门理

论与实验相互交叉的学科,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尝试

将多元智能理论和学习风格理论相结合,可以更好

地为教师提供理论指导,以简便可行的教育方法指

导教学.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我们知道了每个学生都有自

己倾向的学习风格和优势智力,在尊重学生差异的

前提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学习风格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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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进行差异性教学.

比如,对于“积极主动型”学习风格的学生,他

们自身有着合作的意识和表现自我的意愿,教师可

以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让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主动地进行合作讨论,交流评

价.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进行学习,比

处于被动地位而接受学习更能锻炼他们的言语 语

言智力、交流 交往智力和自知 自省智力.但是对于

一些“深思熟虑型”学习风格的学生,在合作学习中

也要安排合适的角色,充分发挥这些学生在小组讨

论中的作用.

大部分学生的学习风格倾向于视觉型,但如果

现行的教学模式仍是以教师讲解为主,这就要求教

师要转变教学观念,将教学内容更多地以视觉化的

形式呈现给学生.例如,教师可以精心设计多媒体素

材、流程图,将学习内容以视觉化的形式进行讲解.

还可以采用思维导图将物理概念和规律的语言信息

转化为图表形式,思维导图可用常规的黑板加粉笔,

在授课的过程中边画有关教学内容的思维导图边讲

解,亦可利用软件先行制作好,然后利用多媒体边播

放边讲授[6],把概念、规律之间的联系显化出来,给

学生造成一定的视觉刺激,发现概念、规律之间的逻

辑关系,在培养学生视觉 空间智力的同时锻炼他们

的数理 逻辑智力.

虽然学生的学习风格也倾向于“感觉型”和“循

序渐进型”,我们现行的教学活动是循序渐进进行

的,也就是说大部分学生都能适应现在的教学进度,

但是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也是教学目标之一,

学生也不能只靠死记硬背学习物理,教师可以利用

“感觉型”学习风格中学生注意细节,喜欢动手操作

的倾向,将一部分演示实验转变为师生合作实验或

者学生分组合作实验,使得学生身体 动觉智力得到

加强的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自然 观察智力.“循序

渐进型”的学习风格,使得学生更倾向于采用逻辑

推理的方式寻找学习内容之间的关联,从而去解决

物理问题,对于数理 逻辑智力和自知 自省智力这

样的弱势智力,教师在进行新课讲授时,要有意识地

引导学生与先前的学习知识建立联系,进行习题训

练时摆脱高投入、低收入的题海战术,注重逻辑思维

和数理运算的训练,改变评价方式,让学生更多地进

行解题后的反思,注重过程性评价.

6 结束语

学习风格理论和多元智力理论都强调了学生的

差异性,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对学生学习风格的研

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每一个学生,使得教学活动能

以学生最喜欢、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多元智力理论使

得我们对学生的智力、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有一个全

新的认识,为优化教学效果提供指导.学习风格理论

和多元智力理论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瑰宝,对这两种

理论的整合和应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它需

要教学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和

检验,以期找到适合学生的最佳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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