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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编制初中生学习策略问卷, 为初中生提供学习策略的测评工具。方法 本文通过阐

述学习策略的内涵, 提出学习策略主要由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目标管理规划策略三个部分组成, 采用

自陈问卷编制原理和问卷调查分析法,随机抽取有代表性的中学生样本 ( 1 938人 )作为被试。结果 编制

的初中生学习策略问卷的再测信度为 0. 949,分半信度为 0. 86, �系数为 0. 753;效标效度为 0. 850; 探索性

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也较为理想。在此基础上, 制定了东部沿海三省的参考常模。结论

学习策略结构的建够具有理论意义,问卷具有较高效度和信度,还有可供应用的参考常模,对初中生学习

策略水平的测查和训练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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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探讨学习策略的定义、结构入手,进而编

制适合于测量初中生学习策略测量的工具。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我们在辽宁的大连、江苏的南京、福建的福清和厦

门四个地区的 5所中学初中生 (其中包括城市和农村

中学, 也包括重点和普通中学 ) ,由研究者或任课教师

将问卷发给被试,请他们按指导语填写问卷。我们共

发问卷 1456份, 收回 1372份, 收回率为 95. 52%, 获

得有效问卷 1265份。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使用

SPSS 10. 0。

二、中学生学习策略问卷的编制

首先进行学习策略的开放式问卷调查,通过广泛

的调查、预测和访谈总结得到有 12项是影响中学生学

习策略的主要因素。然后综合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文

献,对 12项问题进行分类, 我们提出学习策略应包括

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目标管理规划策略三个大方

面,并以此作为编制问卷的理论构想。最后,根据这三

个方面,编制形成 !中学生学习策略调查问卷 ∀的初始
形式 (共 82个题目 ) ,在此基础上,我们请有关专家对

题目的可读性、适宜性作出评价,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

收回的结果分析。我们删除了 18个题目, 并对一些题

目进行修改。最后形成中学生学习策略预测问卷, 整

个问卷共 64题。每个题后有 4个可供选择的项目 (完

全符合、基本符合、有时符合、基本不符合、完全不符

合 ) ,计分时奇数题按 4, 3, 2, 1, 0得分, 偶数题按 0, 1,

2, 3, 4得分。

结 果

一、因素结构

采用主成份分析法提取主要因素, 结果发现, 64

个项目中有 56个项目较好地被 3个因子所解释,共解

释总方差的 60. 5%。通过因素抽取所得到的含义往

往不清楚,为了对因素作出解释就需要对因素提取过

程得到的因素负荷矩阵进行旋转变换, 采用极大方差

旋转 (V arimax) ,得到因素负荷矩阵, 我们发现,第 10,

18, 19, 35, 39, 42, 55, 57题在每个因素上负荷都很小,

所以给予删除。其他题目都与某一因素有较高的相

关。且每个因素下面有一组较高的负荷量 (见表 1 )。

从 3个因素的隐含意义来看, 我们认为它们分别是认

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目标管理规划策略。所以我们

得到由余下的 56个项目组成的问卷。

二、信度检验

(一 )重测信度

首次施测过 6周后, 在初测的 4个地区中学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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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各选 1个班级作为被试, 共发问卷 620份, 收回

531份。其中有效问卷 456份用于分析问卷的重测信

度。总问卷和三个因素的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

0. 949 6, 0. 9666, 0. 9570, 0. 9251。可见, 问卷有很高

的重测信度。

表 1 学习策略的因素结构、负荷量

因素 因素负荷 因素 因素负荷 因素 因素负荷 因素 因素负荷

因素 1 9 0. 45878 16 0. 515 92 61 0. 549 66

31 0. 58191 56 0. 45035 58 0. 525 13 36 0. 522 07

32 0. 57931 41 0. 44078 5 0. 522 16 8 0. 497 03

15 0. 55940 23 0. 43238 24 0. 504 43 4 0. 489 57

45 0. 55379 17 0. 41459 11 0. 503 09 30 0. 486 69

49 0. 54884 7 0. 41253 44 0. 497 18 27 0. 474 54

29 0. 54619 53 0. 41103 60 0. 488 96 33 0. 455 03

3 0. 51426 37 0. 40704 12 0. 469 17 2 0. 451 26

59 0. 51278 因素 2 28 0. 463 45 26 0. 449 07

40 0. 51173 34 0. 59755 54 0. 459 30 46 0. 443 71

51 0. 50942 20 0. 57467 22 0. 456 08 63 0. 402 74

52 0. 49610 64 0. 57446 50 0. 431 36 48 0. 406 51

1 0. 48982 38 0. 54565 因素 3 6 0. 404 35

25 0. 48103 62 0. 54381 13 0. 599 62 43 0. 401 28

21 0. 46587 47 0. 52588 14 0. 576 97

(二 )分半信度

使用奇偶题分半,然后计算问卷的分半信度,总分

和三因素的 Guttman分半信度分别为: 0. 860 0, 0. 874

4, 0. 946 5, 0. 827 7; 总分和三因素的 Spearm an�B rown

分半信度分别为: 0. 860 5, 0. 8704, 0. 846 6, 0. 828 2。

说明问卷具有很好的分半信度。

(三 )内部一致信度系数

因为本研究的测验采用多级记分制。因此, 我们

选用 �系数来估计信度。三因素和总分的 �系数分

别为: 0. 783, 0. 762, 0. 699, 0. 75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该问卷及三因素的各种信

度系数均在 0. 70以上,且都达到 0. 001的显著水平。

表明该问卷的信度指标良好, 且在总体上有良好的稳

定性和内部一致性。

三、效度检验

1. 用因素分析检验内容效度

我们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认为学习策略

中的认知策略 ( F1)主要包括学习准备 ( D1)、感知选

择 ( D2)、理解加工 ( D3)和复习保持 ( D4)等四个内容

维度; 元认知策略 ( F2)主要包括自我评估 ( D5)、自我

监视 ( D6)、自我控制 ( D7)、自我调整 ( D8)等四个内

容维度;而目标管理规划策略 ( F3)也包括态度动机

( D9)、时间规划 ( D10)、应试 ( D11)和求助策略 ( D12)

等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 我们统计这十二项内容维

度与总分之间、与所在三因素的总分之间、三因素与总

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中 F1与 D1~ D4四个维度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8277, 0. 857 3, 0. 857 7, 0. 827 7; F2

与 D5~ D8四个内容维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811 7,

0. 873 7, 0. 839 0, 0. 8095; F3与 D9~ D12四个维度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801 8, 0. 8206, 0. 8340, 0. 673 1;

D1 ~ D12十二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757 9, 0. 8205, 0. 8148, 0. 809 4, 0. 780 4, 0. 839 7,

0. 807 2, 0. 7505, 0. 762 9, 0. 7933, 0. 789 3, 0. 6057; F1

~ F3三因素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951 8,

0. 953 3, 0. 944 9。说明本研究中学习策略的因素结构

是可以接受的。

2. 用因素分析法来检验结构效度

本研究在编制问卷时提出了学习策略主要包括认

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目标管理规划策略 3个方面。

因素分析的结果抽取出 3个因素与理论构想中的 3因

素的题目经拟合度检验: �2 = 5. 79, P > 0. 05, 没有显

著差异。因此,从总体上说,这问卷的结构效度是良好

的。

3. 效标效度

一般认为, 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为正相关。

本研究以学习成绩作为效标, 检验问卷的效标效度。

我们计算出全体学生的学习成绩与问卷 3因素及总分

间的相关系数 (积差相关 )分别为: 0. 8946, 0. 831 5,

0. 792 1, 0. 8506。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预测性。

四、中学生学习策略与其相关变量的回归分析

我们首先以中学生学习策略的 3个方面为因变

量,分别以三因素内的 12项内容维度为自变量, 采取

逐步回归法,建立多元回归方程 (最小容量为 0. 05 )。

然后以学习策略的总问卷为因变量、以三因素为自变

量,建立总回归方程。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认知策略 ( F = 1493. 375 84, P < 0. 001), 元认知策略

( F = 1226. 875 78, P < 0. 001), 目标管理规划策略

( F = 1181. 652 89, P < 0. 001) , 总问卷 (学习策略 )

( F = 32291. 20589, P < 0. 001), 建立的回归方程是

显著的,且所有的自变量全部进入回归方程。

五、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原有测试 ( n = 1 265)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辽

宁的沈阳、鞍山, 江苏的徐州,福建的厦门、三明这五个

地区 (其中包括城市和农村中学, 也包括重点和普通

中学 ), 分层随机抽取了 796名中学生被试,由研究者

或任课教师将问卷发给被试, 请他们按指导语填写问

卷,得到有效问卷 673份, 作为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数

据。

1. 模型一的结构和模型结构检验

我们对 64题、3因素、12维度的结构进行验证, 根

据不同的因素和子因素结构, 我们把它们编制了具体

的内容 (题项 ) , 并构成模型结构一, 模型结构一的检

验结果是: 卡方值 ( �2 )为 3 775. 78、自由度 ( d f)为

1 469、残差均方根 ( RMR )为 0. 18、拟合优度指数

( GFI)为 0. 74、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AGFI)为 0. 70、比

较拟合指数 ( CFI)为 0. 74、近似误差均方根 ( RM SEA )

为 0. 10。从模型一的验证结果中可以看出, 卡方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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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度之比 �2 /df > 2, RM SEA值为 0. 10> 0. 08, 表明整

体拟合度不太好。因此,问卷因素结构模型一的拟合

指数总体都不太理想。

2. 模型结构的调整修正及其拟合指数

根据模型一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我们对模型结

构进行了调整,即把认知策略中的题项 22, 24, 44归入

元认知策略因素中,把 4, 30归入到目标管理规划策略

因素中;把元认知策略中的题项 25, 9, 15, 49, 31归入

认知策略因素中,把 2, 33归入到目标管理规划策略因

素中;把目标管理规划策略中的题项 37、7归入认知策

略因素中,把 62, 64, 60归入到元认知策略因素中; 同

时在三个因素中载荷不理想的题项 10, 18, 19, 35, 39,

42, 55, 57等题予以删除。修正后的模型结构拟合指

数是: 卡方值 (�2 )为 2 027. 54、自由度 ( df)为 1 469、残

差均方根 ( RMR )为 0. 08、拟合优度指数 ( GFI)为

0. 90、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 AGFI)为 0. 89、比较拟合指

数 ( CFI)为 0. 91、近似误差均方根 ( RM SEA )为

0. 070 2。对比模型一的指标,说明问卷结构模型二的

拟合指数总体比较理想。

六、问卷的初步标准化与应用

我们将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被试加在一

起,共 1 938名被试作为制作常模的标准化样本。在

标准化的统计中,我们按形成的问卷共 56题 (删除了

8题 )计分,用 FOXPRO25软件统计施测的原始分数,

用累积百分比法计算 Z分数, 用公式: T= 50+ 10Z将

原始分数转化为标准分 ( T分数 ) ,再按 T分数将原始

分划分为五等 (优、中上、中等、中下、差等 ) , 便得到适

用于我国东部沿海三省 (辽宁、江苏、福建 )地区的中

学生学习策略问卷的初步标准化常模表 (见表 2)。

表 2 中学生学习策略问卷的参考常模 (分 )

1(差等 ) 2(中下 ) 3(中等 ) 4(中上 ) 5(优等 )

总问卷 103以下 104~ 132 133~ 161 162~ 190 191以上

认知策略 39以下 39~ 49 50~ 60 61~ 71 72以上

元认知策略 35以下 36~ 45 46~ 55 56~ 65 66以上

目标管理规划策略 29以下 30~ 37 38~ 45 46~ 53 54以上

讨 论

一、关于学习策略定义的研究

国外关于学习策略定义的观点主要有: 1. R igney

等
[ 1]
认为学习策略是一些实现学习目标的方法和手

段; 2. R. M. G agne等
[ 2]
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的调控技

能; 3. Dansereau等
[ 3]
学习策略是由一些重要的维度组

成的, 而且这些维度是相互联系的; 4. Paris等
[ 4]
认为

元认知在学习策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 。

国内关于学习策略定义的一些观点: 刘电芝等
[ 5]

认为, 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有效学习的

程序、规则、方法、技巧及调控方式。刘儒德等
[ 6 ]
认

为,学习策略就是学习者为了提高学习的效果和效率、

有目的有意识地制定的有关学习过程的复杂的方案。

魏声汉等
[ 7]
认为, 学习策略就是在元认知的作用下,

根据学习情境的各种变量、变量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调

控学习活动和学习方法的选择与使用的学习方式和过

程。黄旭等
[ 8]
认为, 学习策略是学习的内部规划系

统,是主动的学习者在对影响学习的各种因素及其关

系的认识的基础上,为了达到一定的学习目的,对学习

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一系列执行过程。

二、学习策略结构的有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学习策略的结构和层次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主要有下面几种
[ 6]
:

温斯坦 (W einstein)认为学习策略包括:认知信息

加工策略;积极学习策略; 辅助性策略;元认知策略等。

迈克卡 (M ckeachie, 1990)等认人认为,学习策略应包

括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策略三个部分。

国内学者关于学习策略结构的研究: 黄旭
[ 8]
认为

学习策略主要有学习方法、学习的调控和元认知三个

要素组成。史耀芳
[ 9]
认为学习策略由情感策略、学习

方法、认知策略、元认知、TPO策略组成。胡斌武
[ 9]
提

出学习策略是由操作性方式操作性控制方式构成。蒯

超英
[ 9 ]
认为学习策略主要由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

验、元认知监控, 以及学习方法等三个层面的要素组

成。刘电芝从学习的进程出发, 认为学习策略依次分

为:信息选择策略、高效记忆策略、信息编码策略、思维

策略和元认知学习策略等
[ 5]
。

综合以上观点, 我们认为学习策略主要由认知策

略、元认知策略和目标管理规划策略三个方面组成。

三、关于学习策略测量工具的有关研究

国外主要集中在高年级学习策略测量工具的研

究,例如:温斯坦 ( C la ire E. W einstein, 1987)等出版了

学习策略量表 (大学版 ) ; 1990年,他们又改编了学习

策略量表 ∃ ∃ ∃ 高中版 [ 10]
。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

学生或中学整个阶段, 例如: 秦行音
[ 11]
硕士论文编制

的学习策略问卷的中学阶段; 余欣欣等
[ 12 ]
编制的 %中

学生学习策略问卷 &; 而专门针对初中生的测量工具
还没有,因此,编制一个初中生学习策略问卷, 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四、!初中生学习策略问卷 ∀的心理测量学特征
首先,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重测信度、分半信度和

内部一致性信度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结果说明该

问卷的信度指标良好。同时效度检验说明总问卷分三

个因素、三个因素内又各自包括四个内容维度的结构

也是可以接受的,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提取的三因素

与理论构想中三因素的所有题目的拟合度来检验问卷

的结构效度,经拟合度检验: �2 = 5. 79, P> 0. 05,没有

显著差异,表明问卷三因素与理论构想中三因素的题

目基本上是重叠的。本研究中, 我们还以学生的学习

成绩作为效标,结果也说明学生的学习策略水平与学

习成绩有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 (下转 86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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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同时具有良好的预测

性。其次,问卷的结构还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得到了

验证。从修正后模型的验证结果中可以看出, 卡方与

自由度之比 �2 /df < 2, RM SEA值为 0. 0702< 0. 08, 拟

合优度指标 GFI、CFI、IFI、NNFI的值都达到 0. 90, 表

明整体拟合度较为理想。说明问卷能够较为准确、有

效地测出初中生的学习策略。

五、初中生学习策略的心理结构

本研究中关于学习策略的结构, 既综合了国内外

的有关研究成果,也是针对国内的具体情况将各方面

的成果进行有机的结合。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 中学

生学习策略主要由三个大方面组成, 即认知策略、元认

知策略和目标管理规划策略。这与迈克长 ( M ck�
each ieeta l 1990)等

[ 6]
人的研究相一致, 也与国内的学

者黄旭
[ 8]
的观点基本一致。从因素间及其与总分的

相关系数来看,认知策略包括学习准备、感知选择、理

解加工和复习保持四个分内容维度; 元认知策略中包

括自我评估、自我控制、自我监视和自我调整等四项内

容;目标管理规划策略中包括态度动机、时间规划、应

试和求助等四项内容。这样的总体理论设想也是可以

接受的。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看, 本研究中关于学习

策略的几个方面构成可以有效地测评并指导中学生提

高学习策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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