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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习风格者抗外语磨蚀性实证研究

罗晶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
,

湖北 武汉 4 30 07 3)

摘要
:

学习风格是学习者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性的
、

持久的并具有个体化的认知方式和处理信息方式
。

语言磨

蚀即语言习得的逆过程
。

不同学习风格的英语学习者在语言 习得中表现不同
,

那 么会不会直接影响着语言的磨蚀呢 ? 通

过定量实证研究
,

所有学生在终止一段时间与英语的接触后都产生不同程度的磨蚀
,

但是视觉型的学生 比听觉型 的磨蚀

的少些
。

教师可积极通过改变 内在和外在的环境帮做学习者培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格
,

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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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人
,

无论是外语教学还是科研

都体现出
“

以学生为中心
”

的主题思想
,

科研重点由教师如何
“

教
”

转向为学生如何
“

学
” 。

学习风格也是学生体现如何学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
。

学习风格注重学习个体在学习过程中的主

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

根据个人生理因素
、

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

等因素来分析学习者表现出的差异
。

外语磨蚀是外语习得的

逆过程
。

长久以来
,

人们一直关注语言习得与诸多因素的关

系
,

继而在学习过程中对积极因素产生正面影响
,

以达到语言

习得的目的
。

但是
,

客观存在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

外语磨蚀

即使外语习得的对立面
,

与习得同时发生且并存
,

外语磨蚀研

究语言技能的丢失和衰减
,

具有共性特征和个性 的差异
。

目

前
,

对外语磨蚀进行的较多的是共性研究
,

个性研究比较少
,

所

以本文将通过实验研究不同学习风格者在对抗外语磨蚀性是

否具有差异
,

如果具有差异
,

教师在教学中加以引导和培养
,

最

终高效达到语言习得的目的
。

1 学习风格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自20 世纪 50 年代
,

不同研究者 (Gr eg
o rc

,

1 99 7[’] ; D ull
n &

D u n n ,

1 97 9口l; H u n t,

1 97 9「31; R e id
,

1 9 95口l

)从不同角度
,

如感官偏

爱
,

信息加工方式
,

风格形成原因等对学习风格都给过论述
。

但是比较全面并且为大多数学者引用 的事Ke ffe (1 9 82
:

44 哟给

出的定义
—

学习风格是学习者对学习环境的感知和认知方

式
,

以及对学习环境作出的反应和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时所表

现出来的具有倾向胜的方式
,

这种方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是

学习者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性的
、

持久的并具有个体

化的认知方式和处理信息方式
。

因为定义的不同
,

学习风格的

类型因不同的标准而不同
。

Re id 根据人们对不 同感官学习 的

偏好
,

设计出一套学习风格偏爱调查表
,

将学习风格分为
:

视觉

型 (
、 isu a l)

、

听觉型 (
a u dito 钾 )

、

触觉型 (t
a e tile )

、

小组型 (g ro
u p )

、

个人型 (i
n div id u a l)和动觉型 (ki

n e sthe tic )
。

在国内研究者中
,

刘

铁梅 (2 0 1 1
,

2陌l

)认为至少可以归纳为行为论(b
e ha v io r v ie w )

、

性

格论 (p
e rs o n a lity 、ie w )

、

信息加工方式论(i
n fo rrn

a tio n 一 p r o e e ss -

in g 、ie w )
、

策略论(
stra te g y 、ie w )和相互作用论(

S o e ia l in te r a e tio n

vi e

司等几种类型
。

美国 Re b ec ca 教授将学习风格分为五大类
:

l) 与感官偏爱(sell so 钾 p re fer ell ce s)有关的学习风格
:
听觉型

、

视

觉型和触觉型 ; 2 )与个性相关的
:

外向型(
e xt ro ve rs ioll )和内向型

(int ro ve rs io n

) ; 3) 与信息加工方式相关的
:

直觉型和序列型 ; 4 )

与信息接收方式相关的
:

封闭型和开放型 ; 5) 与思维方式相关

的
:

分析型 (an al xti
c

)和整体型 (g lob al )
。

研究学习风格有利于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学习中的个体差异
,

以便合理地因

材施教
,

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成功体验 ; 同时
,

也有利于学生

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学习方式和特点以及相应的优势与缺陷
,

从

而选择适当的学习策略有意识的拓展学习思路和方法
。

(唐淑

敏
,

2 00 3口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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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实验中
,

对学习风格的分类采用了 Re id 的分类方

法
,

视觉型的学生通过视觉刺激接受信息
,

在学习过程中较多

的运用视觉感官
。

听觉型的学生喜欢接受听觉刺激进行学

习
。

角虫觉型的学生主要特征就是喜欢动手尝试
,

他们在行动中

学习
,

表现出来动手能力更强
。

在本次试验中采取了三分法主

要便于受试者对自身作出准确的判断
,

同时若研究发现不同学

习风格会对语言磨蚀产生不同影响
,

外界也更容易通过不同方

式的影响来对抗语言磨蚀
。

2 语言磨蚀的定义及国内相关研究

语言磨蚀
,

即语言习得的逆过程
,

指双语或多语使用者 由

于某种语言使用的减少或停止
,

其运用该语言的能力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渐减退
。

FR E E D[s
l

在《语言丢失
:

当今思潮和未来方

向》中所下的定义
:

广义上说
,

语言磨蚀可以指任何个人或群体

对任何一种语言或语言任一部分的遗忘
。

也可以指在双语环

境下
,

或在少数族裔的语言交流中
,

由于政治或社会因素
,

一种

语言逐渐代替了另一种语言
,

从而造成对母语语言使用技能的

衰减 ;它还可以指大脑神经损毁造成的语言技能的降低或年老

引起的对某种语言使用技能的衰减
。

另外
,

语言磨蚀的另一层

含义至今未收到应有的重视
,

那就是一些学习过外语的人在中

断外语学习后对外语语言技能的丢失 (王湘云
,

2 0 1 1哟
。

最后

一种是外语教师关注的重点
,

关系到学习者最终学习效果
。

最近十年来
,

不少研究者对语言磨蚀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

究
。

倪传斌
,

严峻荣 (2 006 [l0 l

)分析了外语磨蚀的影响因素
:

磨蚀

前外语水平
、

受蚀时间
、

与受试语的接触
、

年龄
、

外语习得方式
、

社会情感因素和读写能力
。

外语磨蚀前的水平存在
“

倒置假

设
”

(V )磨蚀前外语水平与磨蚀的量和速度成反比
。

这一分界

线为外语磨蚀的关键阂值
。

受蚀的时间一般都是前快后慢的

特点
。

儿童的外语磨蚀比成人快
,

年幼的比年长的快
。

外语课

堂教学方式
、

侧重点和强度对学习者的外语磨蚀有一定的影

响
。

社会情感因素也是影响外语磨蚀的间接原因之一
。

读写

能力可有效地防止外语磨蚀
。

王湘云 (2 0 1 1哟研究了语言磨蚀

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
。

在内部机制中
:

态度越积极
,

动机越

强烈
,

磨蚀程度和速度越低 ;文化程度越高
,

读写能力越强
,

语

言保持越好 ; 与目的语接触频率越高
,

磨蚀越少 ; 在外部机制

中
:
目的语文化氛围越浓

,

磨蚀越少 ;语言干扰可消解与磨蚀处

劣势地位的语言
。

于中根等对语言磨蚀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实

证研究
,

表明语言磨蚀程度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

但是语言磨

蚀除了与学习者自身确定因素如
:

性别
,

所处环境等有关系之

外
,

与学习者自身因素如学习风格
,

学习策略关系式怎样
,

也是

本文所探究的问题所在
。

3 研究内容

30 题
,

共计巧分
。

在一个月的寒假之后
,

对研究对象又用相同

试题进行测试
,

记录分数
,

并用 SP SS 19 刀进行数据分析
。

测试

后采用试后问卷的形式调查他们学习风格特点
。

量表采用的

是 Lyn
n o

’

Br iell (19 90 )制的采用五分量表的形式即
“

5

—
Al

-

rn o st Alw a yS
总 是

” , “
4

—
O ft e n

经常
” , “

3

—
So rn etirn e S

有

时
” , “

Z Ha re ly 很少
” , “

l

—
A lrn o s t N e v e r

从不
” 。

然后后

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出每个测试者的学习风格
。

3. 3 研究目的

主要通过寒假前后测试分析词汇磨蚀是否显著
,

之所以采

用词汇作为测试对象一是因为词汇是英语各项技能训练的基

础
,

二是因为词汇相对具有独立性
,

与测试对象的语言基础关

系不大
,

更多的是纯粹的机械记忆
,

三是词汇测试具有客观性
,

减少阅卷人主观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

使最后数据分析结果

更具科学性
。

如果词汇磨蚀显著
,

那么在不同学习风格者之间是否存在

差异呢
,

也就是那种学习风格者有更明显的磨蚀呢 ?

4 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l) 在全部 67 名学生中
,

通过学习风格量表发现
,

触觉型的

学生只有 8人
,

人数太少
,

不作为最终统计分析数据
,

另外有有 7

名同学的问卷调查发现学习风格不明显
,

也不作为统计数据
,

最后统计视觉型同学 32 名
,

听觉型 20 名
,

作为有效数据
。

2)对全部同学在假期前进行测试
,

统计分数
。

在一个寒假

大概40 天后
,

进行相同内容的测试并统计分数
。

测试后对同学

进行面谈
,

发现他们在假期中没有对考试内容进行复习
,

对此

内容大概有 40 天中断时间
,

绝大部分同学感觉遗忘许多
,

正确

率没有假期前高
。

3) 对测试对象的前后测试成绩进行配对样本检验
,

结果如

表 1和表 2
。

表 1 成对样本统计量

均均均值值 NNN 标准差差 均值的标准误误

PPP r e t e s ttt 13
.

3 6 555 5 222 1 3
_

0 7 5 222 l
_

8 13 222

PPP o 昌 t t e s ttt 7
.

9 2 333 5 222 2
_

4 5 4 333
_

3 4 0 333

3. 1 研究对象

为二本学校 2 0 10 级工程管理的学生 67 名学生
,

为同一老

师授课
,

实验前所有学生已经在学校进行

三个月的大学英语听说和读写的学习
。

3. 2 研究步骤和工具

一

如表 1所示
,

前测试的平均分为 13
.

365
,

而后测试的平均分

为 7 923
,

远远低于前测试的均分
,

而且在表 Z T 检验中
,

双尾 T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 0 05
,

远小于 0 05
,

说明前后测试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
。

差分的 95 % 置信区间下限和上限分别为 1 7 329

和 9
.

1 5 17
,

不含零
,

也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也就是

说明在假期之后受试者词汇有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磨蚀
,

即词

汇的遗忘
。

表 3 和表 4 是 比较不同学习风格者在前后测试中的情况
。

从表 3 看来
,

视觉型和听觉型学生在前测试中均分为 14 5 47 和

11 47 5
。

从表 4 来看
,

前测试的显著率高(si g )为 0 23 8 大于 0 05

说明两组的方差是相等的
,

查看
“

假设方差相等
”

一行数据中双

表 2 成对样本检验

所有学生在学期末接受考试前词汇题

型的讲解并且参加期末考试
,

考试中词汇
源于所先前讲解内容

,

也就是四级改革前

词汇部分的原题
,

所以具有较好的信度
。

题型采用四选一的选择题形式
,

给出一个

留空的句子
,

然后给出四个选择项
。

总共

成对差分
-

差分的 9 5 % 置信区

均值

p r e t e 吕 t 1 5
.

44 2 3

标推差

1 3
.

3 23 9

均值的

标准误

1
.

84 7 7

下限 l 上限 d f 15 1 9
.

(双便

7 3 29 1 9
_

15 17 1 2
_

9 4 5 1 5 1 卜 0 0

P o 吕t t e 吕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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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组统计量

学习风格

视觉型

听觉型

视觉型

听觉型

均值

P r e t e s t

标准差

1 6
.

5 8 3 3

均值的标准误

14
.

54 7 2
.

9 3 15

1 1
.

4 7 5 1 2
.

0 2 2 7
.

4 5 2 3

20
n口八乙

P o s t t e s t 32

}
8

’

6 5 6

}
2

’

3 1 5 6

ZU 1 6
.

了b o l 艺
.

艺b D了

4 0 9 3

.

5 0 3 3

表 4 独立样本检验

阶段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
,

没有形成称为
“

风格
”

多的

学习行为
。

高中阶段
,

学生开始形成自己的学习风格
,

而这时教师的教学风格最直接
、

最深刻地影响哦学生

的学习风格
。

教学中教师 自然而然地向学生教授自己

的学习风格
,

因为他们下意识的认为他们 自己的学习

方法对任何人都是 有效 的 (F
r ie d rn a n & Alle y

,

19 84

[lz l

)
。

因此
,

教师有责任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

培养学

生科学有效的学习风格
,

也

是培养学生学习 的习惯和能

方方方差方程的的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验

LLLLL e 、e n e

检验验验

FFFFFFF 5 19
...

ttt dfff 5 19
.

〔〔 均值差差 标准误误 差分的 , 溅 置信区间间

双双双双双双双侧 ))) 值值 差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限限 上限限

ppp 二 e 土。:

假设方差相等等 1
.

4三444
.

23 888
.

已2222 5OOO
.

生1555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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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t检验的显著率 51 9高
,

为0 4巧 且平均值的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为
一 4 4 38 0 到 10 5 8 1 8

,

含有。
,

说明视觉型和听觉型的学生在前

测试的平均值没有显著性差异
。

在后测试中
,

视觉型和听觉型

的均值分别为 8 6 56 和 6 7 50
,

著率高(si g )为氏6 92 大于 0 05 说明

两组的方差是相等的
,

查看
“

假设方差相等
”

一行数据中双尾 t

检验的显著率 51 9 低
,

为 0 005 且平均值的差值 95 %置信区间为

0 5 94 5到 3 2 1 80
,

不含。
,

说明视觉型和听觉型在后测试的平均

值有显著差异
。

前测试中两组学生的水平相当
,

无显著差异
,

在后测试中视觉型学生比听觉型学生的得分要高
,

这就说明在

经过 40 天的时间后
,

所有学生都产生不同程度的磨蚀
,

但是视

觉型的学生比听觉型的磨蚀的少些
。

力
,

培养自学能力
。

5. 3 动觉型同学的稀缺原因

及表现

动觉型同学的缺少
,

并

不是个别偶然情况
,

一直以

来
,

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一

直是弱项
,

这也是长期应试

教育的必然结果
。

考试习惯

做选择题
,

一遇到主观题马

上就出问题了
。

因此在课堂

5 启示

5. 1 加强阅读的量的输入

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更加注重英语听说能力的提高
,

目的是为了改变哑巴英语的现象
,

全国高校对英语听说课程进

行改革
,

同时建立大学英语自主学习中心
,

对学生听说能力的提

高也是有 目共睹的
,

但是任何改革都不能是违背科学的原理和

改革的初衷对于芙语学习来讲就是芙语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

但

是 目前来看
,

学生和老师对于读写的重视不够
,

学生课后听得多
,

看得少
,

写得更少
。

在本文的实验中
,

视觉型的学生在抗语言磨

蚀能力方面更强些
,

即中断英语学习相同时间后
,

视觉型学生

保留了更多的知识
。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英语学习过程 中要

给与足够多的视觉刺激
,

要加大阅读的输人量
。

但是目前从跟

学生访谈的情况来看
,

阅读量的输人令人担忧
,

大部分学生在

自主学习时更多的是听英语
,

而很少看 芙语文章
。

笔者曾经在

寒假中布置读英文原著的作业
,

但是能够完成的同学寥寥无

几
,

一是由于平时对阅读的不重视
,

二是学生缺少对阅读长篇

文章的的训练
。

即使在平时上课过程中能多读多看课本的文

章的同学也少了
。

所以
,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 中
,

教师要注重听

说读写的全面发展
,

要加强阅读量的输人
,

减少语言磨蚀的负

面影响
,

有利于增加学习 芙语的效率
。

5. 2 通过教师导向
,

培养有利于语言习得的学习风格

李冬耘 (2 005
[l ’l

)指出 98 % 的被采访者认为
,

教学方法是影

响学生学习风格的主要因素
,

尤其是在学习的初级阶段
。

初中

教学中教师应提倡多动手
,

多写作文
,

听力教学中多练习听写
。

若提高动手能力是否能促进语言的习得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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