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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差异性，对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及体现人文地理学教学OBE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Felder-Silverman学习风格模型，对155名本科生的学习风格进行调查分析，获得学生在信息

加工、感知、输入和理解四个维度上的学习行为偏好。结合学习风格调查数据，对人文地理学课程的《人

口迁移》进行教学设计，从而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以期为地理学教学改革和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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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variability of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is important for implementing student- 
centred teaching and reflecting the OBE philosophy of teaching human geography.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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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der-Silverman learning style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ses the learning styles of 
155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obtain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ur preferences in four dimen-
sion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ception, input and comprehensio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data from the learning style survey with the teaching desig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Human 
Geography to implement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student-centred”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stu-
dents’ abiliti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geography teaching and im-
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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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风格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个性特征，对学习活动具有直接的调控作用[1]。
随着教学改革相关政策颁布与实施，在教学过程中，重视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地位逐渐提高[2] [3]。OBE
理念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学习风格是影响课程产出成果的重要变量，中国教育自孔子时代就提倡“因材

施教”，施行 OBE 理念下教学目标达成，应认真分析受教育者的学习风格，在教学中尊重学习风格的差

异性，进行相应教学设计。在教学过程中尊重学习风格差异性，对贯彻执行 OBE“产出导向、学生中心、

持续改进”内涵具有重要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当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与课程教学策略相一致时，学习

效果将得到提升[4] [5]。重视学生学习方式的个体差异，有效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因材施教，是创新教育

和优秀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6] [7]。 
对 CNKI 平台 2000~2022 年的关于学习风格文献整理，并运用 VOS viewer 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

理了学习风格研究的演进脉络、热点前沿和未来趋势，以期为学习风格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图 1)。从图中可以发现，目前关于学习风格相关研究内容多集中在“感知学习风格”“学习策略”和“教

学策略”等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学习风格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较为广泛。 
关于学习风格理论与模型研究成果较多，Dunn & Dunn、Kolb、Reid、Rebecca & Hanson 和 Felder & 

Silverman 等著名学者均提出了学习风格理论与模型[8]。学习风格的测定以及分类方式众多，其中 Felder- 
Silverman 学习风格模型是广受关注的一种，该模型从知识加工、知识感知、知识输入、知识理解四个维

度对不同群体的学习风格进行了划分(表 1)。所罗门学习风格量表是基于 Felder-Silverman 学习风格模型

的调查问卷，针对模型的每个维度各有 11 个问题，共有 44 个问题。每个问题对应有 a 和 b 两个选项分

别对应相应维度下的两种类型的学习者。对每个维度答案进行统计，得出 a 和 b 两个选项的数量，取其

差值(较多的选项减去较少的选项为此类型的结果)，可以得到 11a，9a，7a，5a，3a，1a，1b，3b，5b，
7b，9b，11b 中的一种情况。此基础上可以将这 12 个值划分成三个不同类型(表 2)。人文地理学作为揭示

“人地关系”规律性的交叉学科，人文地理学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学科贡献[11] [12]。在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时代，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改革人文地理学学生培养模式，为

社会培育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对于发挥地理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13] [14]。教师可以

通过设计科学的学习风格量化表，了解学生的人文地理学学习风格，并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从而满足

不同学生地理学习风格学生的地理学学习需要。帮助教师在贯彻落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关注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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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提高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还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人文地理学学

习风格，找到一个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15] [16]。 
 

 
Figure 1. Knowledge map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for learning style research (based on results from 
CNKI platform) 
图 1. 学习风格研究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基于 CNKI 平台的结果)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learning style typ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9] [10] 
表 1. 学习风格类型划分及其特点[9] [10] 

学习风格 特点 

信息处理 
活跃型 通过积极讨论、积极动手和解释别人听来获取知识；乐于尝试；喜欢协同学习。 

沉思型 安静思考；是三思而后行；偏爱独自学习或与固定的搭档共同学习；擅长理论。 

信息感知 
感官型 擅长记忆事实；不喜欢复杂和意外；对细节很有耐心；更加实际和谨慎；喜欢与现实世

界有所联系的知识。 

直觉型 擅长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喜欢创新，不喜欢重复；擅长掌握新概念及抽象概念；对细

节较为粗心。 

信息输入 
视觉型 喜欢通过可视化的学习资源来获取知识，如视频、图表、概念图等。 

语言型 喜欢书面或者口头阐述的学习资源，文本、音频等。 

内容理解 

序列型 喜欢按照逻辑顺序进行学习；依靠部分信息就可以开展工作。 

全局型 喜欢从整体角度看待问题，会比较倾向于先掌握知识整体的框架，然后再进行深入学习；

思维比较活跃和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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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 levels 
表 2. 学习风格偏好水平划分 

类型 强烈 中度 轻度 轻度 中度 强烈 类型 

活跃型 11a 9a 7a 5a 3a 1a 1b 3b 5b 7b 9b 11b 沉思型 

感官型 11a 9a 7a 5a 3a 1a 1b 3b 5b 7b 9b 11b 直觉型 

视觉型 11a 9a 7a 5a 3a 1a 1b 3b 5b 7b 9b 11b 语言型 

序列型 11a 9a 7a 5a 3a 1a 1b 3b 5b 7b 9b 11b 全局型 

 
本研究将“学习风格”与人文地理学课程相结合，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案例探讨如何根据学生学习

风格的差异性进行人文地理课程的教学，旨在帮助教师关注到学习风格进行针对性和目的性的教学，帮

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风格采取合适的地理学习策略。 

2. 基于 Felder-Silverman 模型的学习风格识别 

2.1.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所选择的对象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学生，共 155 名，有效样本数量为 155 份(备
注：由于调查是在课堂上完成的，所以回复率为 100%)。为了估计分数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根据 155
名学生的样本，对学习风格的四个量表分别计算了 Cronbach’s Alpha 系数。Cronbach’s Alpha 达到 0.699，
表示本研究中 155 个样本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被调查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 20 岁以上，占 57.42%；

76.77%的调查对象性别是属于女生，男生样本量仅占 23.23%；从被调查对象的户籍差异上看，53.55%的

学生来自于城镇地区，剩下的 46.45%的学生是来自于农牧区；调查对象一半左右的学生是属于独生子女

家庭(占 50.97%) (表 3)。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sample attributes 
表 3. 样本属性统计表 

属性类型 比例(%) 

年龄 

19 10.32 

20 32.26 

20 以上 57.42 

民族 

汉族 41.29 

蒙古族 58.06 

其他 0.65 

户口 
非农业户口 53.55 

农业户口 46.45 

是否独生子女 
是 50.97 

否 49.03 

性别 
男性 23.23 

女性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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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习风格的识别与分析 

对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 155 位学生进行调查，对每一位的调查结果分别独立进行了统计

与处理，得到不同学生的具体学习风格。从计算结果中发现(表 4)，学习者在 4 中纬度下的最终统计处理

结果为：1a (6 − 5 = 1)，7a，7a 和 7a，因此其在不同纬度下的学习风格为：平衡性(活跃型/沉思型)、感

官型(感官型/直觉型)、视觉型(视觉型/语言型)和序列型(序列型/全局型)。整体上来讲，除了在信息处理

维度上是属于中间的平衡型之外，其他三个维度上该 155 名学生的学习风格得到了较明显的区分，更多

的学生属于活跃型。 
 

Table 4. Statistics on the results of the Felder-Silverman questionnaire 
表 4. Felder-Silverman 的调查问卷结果统计表 

活跃型/沉思型 感官型/直觉型 视觉型/语言型 序列型/全局型 

Q a b Q a b Q a b Q a b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10 1  11 1  12 1  

13 1  14 1  15 1  16 1  

17  1 18 1  19 1  20 1  

21  1 22 1  23 1  24 1  

25  1 26  1 27  1 28  1 

29 1  30 1  31 1  32 1  

33 1  34  1 35 1  36 1  

37  1 38 1  39 1  40 1  

41 1  42 1  43  1 44 1  

总共 6 5  9 2  9 2  9 2 

活跃型/沉思型 感官型/直觉型 视觉型/语言型 序列型/全局型 

Q 6a 5b Q 9a 2b Q 9a 2b Q 9a 2b 

结果 

6 − 5 = 1a 9 − 2 = 7a 9 − 2 = 7a 9 − 2 = 7a 

 
受访者对活跃型和沉思型学习方式有轻度、中度和强烈的偏好。其中，58 名学生是轻度活跃型，比

例为 37.419%，17 名学生对活跃型学习方式有中度偏好，比例为 10.968%，6 名学生对活跃型学习方式有

强烈偏好，比例为 3.871%。而在沉思方面，有 47 名学生属于轻度沉思，比例为 30.323%；24 名学生属

于中度沉思，比例为 15.484%；3 名学生在沉思方面有强烈的偏好，比例为 1.935%。 
从学习风格的感应型和直觉型维度分布发现(图2)，56名(36.129%)学生在感官型维度上有轻度偏好，

50 名(32.258%)学生在感官型维度上有中度偏好，20 名学习者在感官型维度上有强烈偏好，比例为

12.903%。而在直觉型维度上，27 名(17.419%)学生有轻微的直觉偏好，2 名学生有适度的直觉偏好，百

分比为 1.29，0 名学生意味着没有任何学生对直觉偏好有强烈偏好。 
从学习风格的视觉型和语言型维度分布发现(图 2)，45 名学生(占 29.032%)有轻微的视觉偏好，63 名

(40.645%)学生有中等程度的视觉偏好，24 名(15.484%)有强烈的视觉偏好。而在语言方面，18 名(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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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轻度语言学习者，5 名学生是中度语言学习者，比例为 3.226%，0 名学生意味着没有任何学生在

语言方面有强烈的偏好。 
 

 

 
Figure 2. Statistics on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on each dimension of the Index of 
Learning Styles (ILS) 
图 2. 学习风格指数(ILS)各维度上学生占比统计 

 
在序列和全局型维度上，70 名(45.161%)学生有轻微的顺序偏好，36 名(23.226%)学生有中等的顺序

偏好，11 名学生在序列型维度上有强烈偏好，比例为 7.097%。而在全局型学习风格方面，有 30 名(19.355%)
学生有轻微的偏好，8 名(5.161%)学生有中等程度的偏好，0 名学生在全局型维度上有强烈的偏好。 

3. 基于学习风格的教学模式研究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实施 OBE 理念下的课程教学，不仅是专业参与和通过专业认证的基础，

也是其它非认证专业改善课程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本文结合学生学习风格调查结

果和 OBE 理念，选《人文地理》课程中的“人口迁移”内容进行创新教学模式探索。课程教学必须基于

授课对象学习风格进行设计，从学生学习风格调查中发现，教学对象的学习风格为活跃型、感官型、视

觉型和序列型特点。在对学生学习风格进行准确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教学资源平台实现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设计，有利于改进现有教学方式的不足，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

“人口迁移”的教学设计中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风格特点，并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

策略、教学评价等环节中充分体现 OBE 理念。图 3 是人口迁移创新教学设计思路图。根据学生学习风格

中的信息处理维度为活跃型，课堂教学中通过分组讨论和互动等方式来解释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

带来的影响；信息感知维度上是属于感官型，我们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多用一些学生非常熟悉的案例或者

是学生自己例子，如用学生的家庭人口迁移调查结果来介绍人口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的内容；加强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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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环节，着重对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和地理综合思维，使用“共同构建法”引导学生进行自组织学

习、构建案例，而学生的创新成果又纳入课程内容，促进教学迭代优化建设了丰富的线上线下资源；学

生的信息输入维度是属于视觉型，喜欢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获取知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注重内容的

可视化表达，如在 PPT 上呈现内容时多用图和表；学生内容理解维度是属于序列型，意味着学生喜欢按

照逻辑顺序进行学习，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考虑内容之间逻辑关系，做到一环扣一环，重塑“螺旋递进”

的内容体系，并用思维导图的形式总结课程主要内容。在人口迁移教学设计中，以“山海情”等具体案

例为主线，开展人口迁移概念、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影响及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等内容的教学。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eaching design ideas for population migration 
图 3. 人口迁移教学设计思路示意图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 Felder-Silverman 学习风格模型，对 155 名地理科学专业本科生的学习风格进行调查分析，

获得学生在信息加工、感知、输入和理解四个维度上的学习行为偏好。研究结果：1) 本次调研学生在信

息处理、信息感知、信息输入和内容理解维度分别呈现均衡型、感官型、视觉型和序列型学习行为特征；

基于学生学习风格差异性和 OBE 理念，结合《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口迁移内容，探索创意性教学设计，

为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可行路径。 

4.2. 讨论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对象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专业的大二的学生，因此，调查

研究的范围窄，代表性不强，缺乏普遍适用性。将来的研究中亟需扩大调查样本容量，了解内蒙古师范

大学以外的其他高等院校的学习者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与完善人文地理学习平台，提高普适性。 
针对学生学习风格目前仅仅针对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口地理板块的“人口迁移”内容进行了基于学习

风格的教学设计，而对于人文地理课程的其他章节内容还并未设计，还需要完善，使得教学模式越来越

成熟，为学生创造科学合理的教学过程。 
通过人口迁移内容实际课堂教学发现，在开展分组讨论环节中部分学生投入度不高，积极参与讨论

和展示活动的多数是几个优等生，大部分学生依然是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旁观者。除此之外，学生对所讨

论的问题缺乏深入思考。为了让课堂从浅层走向深层，我们迫切需要突破现有观念，寻找新方法，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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