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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学生学习方式调查问卷的比较研究 
以 ASSIST与 R—SPQ一2F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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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SSIST和R—SPQ一2F是国外两个比较成熟的学习方式调查问卷。通过比较发现两者理论基 

础不同，ASSIST问卷以现象图析学为方法论，而R—SPQ一2F的理论基础是认知心理学；两者的结构不同， 

ASSIST的三个子量表之间相互印证，而 R—SPQ一2F更多的强调互动机制与结果；两者的应用层面不同， 

ASSIST主要在宏观层面，而R—SPQ一2F更强调微观层面。尽管如此，两者最终都走向了 “学习方式并非个体 

特征，而受个人经验与教学、评价方式和学习环境的共同作用，具有情境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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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about Two Questionnaires of the Learning Approaches 

of College Students 

— — Comparing ASSIST with R—SPQ一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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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n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more m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We compare ASSIST with R 

— SPQ一2F，which are questionnaires about the learning approaches of cortege students．Accordingly，we find that they are 

based on different theories，phenomenography or cogn itive psychology．Meanwhile，their structure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one is confirmed，and the other is cause and effect． In fact，there is som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ir application 

levels，macro—level or micro—leve1．However，various methods lead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approaches to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contextual no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which derive from individual experience，teaching，assess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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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ASSIST和 R—SPQ一2F的介绍 

ASSIST (Approaches and Study Skill Inventory for 

Students)的前身是 1983年 Entwisfle等人编制的ASI(the 

Approaches to Study Inventory)⋯ ，其 目的是测量 “学生面对 

学习情境时的意愿和为了达到学习结果所采用的学习方 

式” 。中间经历了修订版的 ASI之后，Entwisfle等人于 

1997年、1998年发表了ASSIST问卷，与 ASI的显著不同更 

在于，该问卷 “扩充了学生对于学习的描述以及他们对于 

教学的反应” 。修改后的ASSIST问卷包括学习的概念、 

学习方式、偏好的教学方式三个子量表；而学习方式量表 

又分成深层学习、策略性学习和表层学习三个因素。修改 

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内容包括了解学生对学 

习的理解、学生的学习方式和他们偏好的教学方式，该问 

卷的最初目的是评价学生学习质量的高低，近来也被用来 

“探索一年级新生学业表现不 良的原因”-4 J。 

R—SPQ 一2F f revised two—factor Study Process 

Questionnaire)最 早 的 版本 是 SPQ (the Study Process 

Questionnaire)，由Biggs编制，发表于 1987年。该问卷在 

使用的十年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 

发展，问卷编制者 Biggs认为大学内部的组织变化和学生对 

问卷项目的理解变化会导致问卷有些问题，因此于2001年 

发表了修正后的问卷——R—SPQ一2F。为了防止使用者将 

问卷简单地用于区分学生的深层还是浅层的学习策略，修 

正后的问卷目的更加强调 “学生的学习方式作为一种评价 

教师教学的工具”，从而可以促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在更加规范的研究中测量学习结果、诊断学生的学习问题 

等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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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SSIST和 R—SPQ一2F的理论基础 

(一)ASSIST理论基础 

ASSIST的理论基础是现象图析学 (phenomenography)。 

现象图析学起源于2O世纪7O年代中期，由瑞典教育心理 

学家 Marton所创。现象图析学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 “它 

描述人们体验世界，形成与这个世界有关的概念，或者感 

知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现象，或者理解现象的某一方面 

时存在的质性不同的方式”_6 J。 

现象图析学包含完整的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在 

对结果的分析方面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从方法论层面来 

看，现象图析学采用第二视角 旨在描述人们对这个世界的 

不同方面的经验 。从具体方法层面看，现象图析学通过 

访谈和书面的形式获得人们对现象的描述，最终的结果是 

得到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 “一系列类型” J，这些 

种类呈现出 “理解水平的增长” 9J，并且 “相互关联”lto]。 

尽管现象图析学与现象学在方法论层面上有所不同，但最 

终都回归到 “扎根于真实情境中的具有人类学意味的探 

究” I 中来，从理论形成的角度看，这是一种 自下而上的 

理论生成方式。在研究内容层面，现象图析学重视 “观念” 

“认识”，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现象图析学强调 “观念是 

与情景密切联系的，受环境影响的，而不是某个人 的特 

质’’[12]。 

Entwistle等人根据现象图析学对学习方式的研究结果， 

开发了 ASI，该问卷分为深层学习、浅层学习和策略性学习 

三个因素，每个因素又分为动机和所采取的策略两个维度。 

改进后的 ASSIST增加了学生对学习的理解和学习环境偏好 

两个子量表，意图使问卷不仅能够判断学生学习方式的类 

预示 

型，也能发现学生学习方式不 良 (浅层的学习方式)的原 

因或者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 

(二)R—SPQ一2F理论基础 

最 初 的 SPQ 是 由 SBQ (the Study Behavior 

Questionnaire)发展而来的，尽管SBQ是信息加工理论的产 

物，但SPQ的高阶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对其最具有解释力的 

是 SAL(student approaches to learning)概念模型 13j。SAL 

理论是教学概念的元理论，关注教学过程中的学生感知和 

与学习相关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说，SPQ问卷最初根据信 

息加工理论设计，经过修订，最终使用SAL理论解释。 

在理论的推演过程中，Biggs等人充分认识到 “在现实 

中有大量互动，已有的理论过于将现实简单化”‘l 。因 

此，他在进一步探索和使用问卷的过程中，开始对教学环 

境进行系统 的研究 ，并最终得到了学 习的 3P (presage— 

process—product)模型，其具体内容如图 1 15]。3P模型强 

调 “情境化的学习方式” 】 ，意思是学生将根据学习的内 

容和评价方式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而教学的最重要的工 

作是让 “鼓励学生充分参与到最可能产生预期学习结果的 

教学活动中去”ⅢJ。从该 图中可以发现，各个 因素之间的 

关系都是双箭头，也就是说 “每一个因素都影响了其他因 

素’’[18]。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SPQ问卷编制通过对理论的深 

入研究，将理论操作化，形成问卷。通过问卷的施测对问 

卷进行修订，并进一步据此反馈到理论，对理论进行修订 

和完善。而最新版的 R—SPQ一2F问卷则以形成的 3P模型 

为其理论基础。这种 tt上而下的理论推演的问卷设计过程， 

保证了最初的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之后 问卷的实际 

情况又进一步反馈理论，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 

过程 结果 

，  、  

学习结果： 卜 学习的量、事实、 正在采用的学习方式l、’ 技能、质量、结 构、迁移、情境 
下的学习方式 

图1 学习的3P模型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发现，AssIST和R—SPQ一2F所依 ASSIST由学习的概念、学习方式和偏好的教学环境三 

据的理论基础不同，两个问卷编制的方式也不同。ASSIST 个子量表构成。 

是现象图析学学习研究成果的结晶，采用的是 自下而上的 学习的概念是指学生对学习的认识，该子量表有两个 

理论形成的方式；而 R—SPQ一2F源于建构主义和系统理 因素：深层的认识，指向理解的、个体发展的角度；浅层 

论 ，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推演的方式。 的认识，指向工具性的认识，偏向于知识。 

三、ASSIST和 R一2F—SPQ的问卷结构 

(一)ASSIST结构分析 

学习方式子量表包括三个因素——深层的学习方式， 

浅层的学习方式，策略性的学习方式，每个因素又通过动 

机和策略两个维度来说明。在 ASSIST中，深层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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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寻求意义相联系的，更注重内在动机；策略性的学习 

方式的驱动力是成就动机，通过组织学习和管理实践等策 

略更好地达到学习要求，获得比较好的成绩；而浅层的学 

习方式则是期望通过最少的努力完成任务，从认知的角度 

说，个体缺乏目的，害怕失败都会造成浅层的学习方式。 

在ASI的基础上，修订后的量表在定义策略性的学习方式 

时扩展了一些元认知和 自我约束机制方面的内容，浅层的 

学习方式更加注重于缺乏目标造成的无效学习，名称变成 

了 “浅层的无热情的学习方式”，这些改进体现了问卷更加 

看重学习方式背后的原因的探索，而不再仅仅是对学习方 

式的描述。 

ASSIST的最后一个子量表反应的是对教学环境的不同 

偏好。Entwistle吸收了Marti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教学 

信念的研究结果，将教学方式分成支持理解的和传递信息 

的两种，并认为支持理解的教学方式与深层的学习方式有 

关，而传递信息的教学方式则与浅层的学习方式有关。 

作为一个整体的问卷，三个子量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学习的概念子量表是对学习方式量表进一步确认， 

体现了 “学习方式的本质特征”【20 ；而偏好 的教学环境则 

是期望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学习方式。 

(二)R—SPQ一2F结构分析 

Biggs期望R—SPQ一2F得到的分数所代表的是 “个体 

特点”和 “教学环境”两个结果，而不单纯将 R—SPQ一 

2F分数看做个人的稳定的特质，因此R—SPQ一2F问卷描 

述的是学生个体、学习 (教学)环境和学习任务之间的本 

质关系，通过改善学习 (教学)环境和学习任务 ，从而实 

现学生个体采取更好的学习方式 (深层的学习方式)。从这 

点出发，R—SPQ一2F只保留了两个原始的因素——深层的 

学习方式和浅层的学习方式。每个因素都由预示、过程和 

结果三个维度表现。 

预示的维度呈现的是个体的差异和教学环境两个方面， 

其中个体差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与外力无关的、个 

体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教学环境包括教学方式、评价方式 

等；过程表现的是基于具体教学内容的师生互动；最终的 

产出结果则是学生处理学习任务的方式，通过 由学习动机、 

学习策略构成的学习方式体现出来。通过这样的过程，教 

师可以有效地判断个体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采取了深层或 

者浅层的学习方式，并进一步通过探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学 

生学习方式的采用从而改进教学 ，最终实现 “所有的学生 

都希望最高水平的参与学习活动，从而能够掌握任务、解 

决问题”这种深层次的学习。 

Biggs改进量表一方面是因为多次的研究结果证实了 

“策略性的学习方式”(也叫做成就性的学习方式)完全可 

以根据不同的个体负荷到深层的学习方式或浅层的学习方 

式中，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期望 R—SPQ一2F能够真正帮助 

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行动研究，发现自己教学方式的 

不足，更好地营造教学环境，促进学生采用深层的学习方 

式，实现更深层次的学习。 

尽管ASSIST和 R—SPQ一2F的理论基础和结构不同， 

但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们共同走向了一种问题解决 

的路径。以往的ASI和SPQ倾向于将学生的学习方式分类， 

以至于有些研究者直接通过问卷的得分说明学生的个体特 

质 ，修订后的问卷更加倾向于探究不同的学习方式背后 

的原因是什么。不管是解释性的还是行动性的，两种学习 

调查问卷都在努力使问卷所反映的问题更加深入。 

四、ASSIST和 R—SPQ一2F的应用层次 

宏观研究有利于政策参考，微观研究有利于行动改进， 

两者各有长处。就 ASSIST和 R—SPQ一2F而言，具有相对 

比较鲜明的应用层次。 

尽管ASSIST的形成是自下而上、扎根于教育实践的， 

但近年来问卷更多地应用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从 ASI的目 

的来说，是在 “探究一群学生的学习方式，而非完全检验 

个体的学习方式”_2 ，可以说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这种 

研究的 目的在于将学生的学习方式分成几种 “质性不 

同”-2 的方式；改进后的ASSIST开始注重原因的探索，与 

教学方式联系起来，进行相关研究。根据大规模调查的相 

关结果，可以作为国家政策制定的参考、学校改革的依据。 

近期一些对新生入学适应的研究均用到了ASSIST问卷 ，可 

以作为学生的状态评估。但正如Entwistle和Valadas等人所 

强调的，将学生个体隐藏在群体之中，得到了一个概化的 

研究结 果，还不 能解 释 现象 的本质；两人 同时强 调 了 

ASSIST的调查研究应逐步与行为观察和访谈等指向个案的 

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解释学生知识迁移和建构的方式等。 

与 ASSIST恰恰相反，形成于理论推演的 R—SPQ一2F 

则越来越倾向于行动研究。最初的 SPQ也曾经被误用为定 

义学生学习方式的问卷 ，因此 Biggs等人于 2001年特别发 

表了R—SPQ一2F，澄清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事实上是学生个 

体特点和教学环境的共同结果 ，而只有两因素的 R—SPQ一 

2F能够更快地帮助教师诊断学生的情况和自身的教学方式 

或评价方式 ，从而可以及时地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并进行改 

进。在 Biggs的 3P模型中，过程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决定 

了学习过程能否产生预期结果。Biggs等人通过教师与学生 

的合适的互动 ，最终一定能够实现教师要求和学生感知之 

间的深层次的互动，从而实现每个学生都能全身心地投入 

到学习活动中，达到深层次的学习。这种方式的研究可以 

直接到达行动的主体——教师和学生，通过师生互动过程 

的变化，影响学习的结果。当然，SPQ问卷也在不断提升， 

也被逐渐应用到学部一级的学生课程感知管理 J。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ASSIST的应用层次主要体现 

在宏观层面，而 R—SPQ一2F的应用层次更多地体现在微 

观层面，宏观层次的研究有利于认识现象，微观层次的研 

究有利于解决问题。 

五、思考与讨论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ASSIST和R—SPQ一2F的发展路 

径各有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相互独立的学生学 

习方式研究越来越有一种殊途同归的倾向。首先，就其基 

本出发点而言，不管是源于现象图析学的ASSIST还是受建 

构主义和系统理论影响形成的R—SPQ一2F，两者的基本出 

发点都是承认学习方式并非个体特征，而受个人经验与教 

学、评价方式和学习环境的共同作用，具有情境性。其次， 

就其最终 目的而言，两者都在寻求一种影响学生学习方式 

机制建设 ，而这其中学习环境 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学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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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教师的教学活动和评价方式直接影响到学生采用的 

学习方式，实现教师教学观和评价观的转变，达成教师深 

层次的教学和评价，并通过师生的互动，改变学生的学 习 

方式，最终实现学生的深层次的学习。 

另外，需要说明我国学者在借鉴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成 

果来进行大学生学习方面的研究时，首先要对国外的研究 

成果进行本土化的借鉴，防止出现全盘移植的弊病；其次， 

在考虑学生学习方式时，要将其看作是可以改变的因变量， 

而绝非固定不变的个人特质；最后，在研究学生学习方式 

的改变时，要特别注重学生学习环境中的教师，对教师教 

学方式和评价方式进行研究，使之向更加有利于师生互动 

和改善学生学习方式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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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队合作。勇于表达和交流 

在本科阶段的学习过程中，帝国理工学院非常重视培 

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交流表达能力。从设置的实验课 

程、项目任务 (project)的要求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在第 
一

、 第二年的实验课 中，很多实验是要求学生 以小组的形 

式来完成的。实验的成绩是以小组来评定。这就要求每个 

小组合理分工，例如有的学生硬件调试能力强，有的编程 

厉害，有的报告写得好，有的讲述清楚表达能力强，如果 

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能力，优势互补，就能达到很好的结 

果。在这些过程中学生学到了很多必要的技能，熟悉了完 

成一个实验、工程项 目的过程，为其 以后进一步学习或在 

职场上竞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我印象较深的是学生的 

表达能力普遍比较强，能够面对老师、学生非常自信地讲 

述自己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的学生需要重视和提高的能力。 

毕竟在我们这个时代团队合作、善于沟通、清晰表达是必 

备的技能 。 

(四)学习气氛活跃 

在帝国理工学院学习访问一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 

对帝国理工学院的学术氛围及学习气氛有所感受和体会。 

在这所大学中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从 

知名学者、专家教授的报告到普通学生的交流论坛，涉及 

多种专业多种形式。每天下午大约4点以后只要天气允许， 

就会看到所有设在校园中的桌椅都会坐满学生和老师，很 

多人就是在这种场合与同学和老师探讨学习中的问题，交 

流学习、生活中的体会和心得，气氛随意而和谐。图书馆 

中自习区的设置也是为便于学生小组学习的形式而布置的。 

这样一个以理工科、医学为主的大学，其文化、体育活动 

却是非常活跃。每周都会有一到两次的午餐时间音乐会 

(Lunch time eonee~)，由本校有音乐特长的学生以及邀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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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音乐人来演奏各种风格的音乐作品；每周出版一份学 

生主办的报纸，报道校园新闻、学术动态、散文随笔；这 

些活动完全由学生组织主办，充分锻炼、展示了学生的才 

华和能力。置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你就不奇怪为什么在 

牛津 大学 学 电 子 工 程 专 业 的 罗 温 ．艾 金 森 (Rowan 

Atkinson，憨豆先生)会成为英 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喜剧演 

员了。就像帝国理工校园飘扬的几面旗帜上写的：这里是 

提问的地方 (the place to question)，这里是领先的地 方 

(the place to lead)，这里是成长的地方 (the place to grow)， 

这里是创新的地方 (the place to innovate)，这里是产生灵感 

的地方 (the place to inspire)o 

三、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帝国理工学院电气电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本科生的课程设置 ， 

描述了其实验课程的组织开展方式，总结探讨了其教学风 

格和特点，希望能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提供一些借鉴和参 

考，从而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开阔视野，有效推进专业教 

学国际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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