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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借助智能书写评测系统和学习风格调查问卷，以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某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低年级不同类
型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上的行为表现，得出以下结论：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大多是视觉型学习者，且易受书写材料（书
写格、有无例字）的影响，非视觉型学习者所占比例比较少，不受书写材料的影响，其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在个别意义上有
参考价值。并针对不同学习风格学习者的行为表现，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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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字书写越来越受关注与重视，数字化时代汉字书写软

件层出不穷，但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汉字书写质量，其优点

在于方便记录学习者的书写行为。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不同，

其书写行为也是不同的。本文旨在研究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

者在智能书写评测系统中汉字书写行为研究。然而界内对学

习风格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定义、要素、影响因素、学

习风格理论模型、与其他学习因素的关系，在汉字书写领域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字书写因素的影响、汉字书写偏误研究、

书写现状的调查研究、小学生的汉字书写特点及规律研究等。

而将学习风格与汉字书写结合的研究为数不多，黄龙翔等人

研究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在行动辅助弹性合作拼汉字游戏中

的学习影响，其研究主要探究哪一种学习风格的学生在游戏

情境中有较好的学习成效，在高、中、低成就中哪一类学习

风格更多，社会互动情况与学习风格之间的关系；吴恩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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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对汉语教材二次开发的需求等，

而非在汉字书写的角度探究不同学习风格的特点，因此本文

尝试探究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智能书写评测系统中汉字书

写行为特征表现。

2 学习风格

已有的研究中对于学习风格的定义，各有各的说法，没

有形成统一的界定。邓恩夫妇（Dunn) 系统地探讨了学习风格

的内涵并作出了相应的定义：学习风格是学习者对信息几种注

意、加工、吸收和保持时所表现出的特定的方式，这种方式受

到周围环境、自身感情特征、社会需要、生理特征和心理倾向

等因素的影响 [1][2]。谭顶良先生指出学习风格是学习者持续一

贯的带有个性特征的学习方式，是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的总和

[3]。在这里本文不对学习风格的定义做过多的阐述，透析其本

质学习风格指的是学习者学习过程的一种偏好方式。学习风格

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兼有活动和个性两种功能三种特点 [4]。

本文所研究的学习风格特指从感知方式上划分，人们通

过不同的感官进行学习并且有自己偏爱的学习感官及学习方

式，主要可以划分为视觉型、听觉型和动觉型三种 [5]。主要

研究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在汉字书写行为上的不同行为表

现以及不同学习风格与书写成绩之间的关系，同时探究是否

在年级、性别上有差异，以此提出有效的建议，提高小学生

的汉字书写质量。

3 研究设计

3.1 实验样本及工具

实验样本：本研究选取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某小学三、四

年级四个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总共 162 人，去除书写成

绩无效，问卷填写不认真或无效的数据，最终的有效数据是

117 份。实验对象此前参加过为期一年至两年的智能书写系统

的训练，本次实验借助某小学一周一次的书法教学课开展为

期一学期的实验。

实验工具：实验设备硬件是选用了 10.1 英寸平板电脑作

为汉字书写练习设备，此平台是本项目组自主研发的智能书

写平台，此平台主要有四种书写方式（描红，対临，点提示，

背临），本文主要采用的是対临与背临的书写方式，在对临

书写方式中有模板字的展示以及规范写法的动态播放，在背

临书写方式下两者皆无。

本平台的核心引擎为工整性评价与正确性评价，工整性

评价主要是精细分析给出书写建议，建立在书写正确的基础

上，对用户书写的字在笔画、部件、整字各个层次上的工整

性进行量化评价，给出汉字书写的工整性得分和详细书写指

导建议；正确性评价主要是精确捕捉所有错误细节，即判断

汉字的字素及结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中的规范。正确性评价以系统内建立的标准汉字模板为基础，

提取用户手写汉字的所有细节特征，包括笔画特征、笔画间

特征、部件特征与之匹配，获得与人的主观判断习惯完全一

致的评价结果。在智能化评分效度上，就部件、部件内、部

件间、笔画、整字等五项一级指标总计十五项二级特征指标，

进行了智能评测与专家评分对比实验，结果显示具有较强的

一致性，效度符合预期，符合应用需求。[7]

调查问卷：考虑到三四年级小学生的特点，因此本研究

采用 Dunn 夫妇设计的 3-12 年级学生的《学习风格调查表

（Learning Style Inoventory，简称 LSI）》，此问卷经过多次修订，

在北美中小学得到广泛的修订。[6] 此问卷主要针对小学生进

行研究设计，分类主要为视觉型、听觉型、动觉型，问卷的

可信度比较高。问卷中主要有 33 道题目组成，每一个子项对

应 10 道题目，分别统计三个子项的得分，得分最高的一项即

为最终的学习风格类型，若两者相等即为混合型学习风格，

本问卷采用的是 5 级评分方式，由小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作答，因实验年级年龄比较小，问卷发放是由实验人员发放，

语文老师配合讲解。

3.2 预测实验

为使实验结果更加可靠，本研究先进行预测实验，实验

前期测定四个班级的书写成绩整体上是无显著差异的，但每

个人在书写时得分前后是有差异的，为减少这种差异，在预

测实验中笔者测试学习者书写几次达到稳定的状态，因本研

究的实验对象之前参加过为期一年至两年之久的汉字书写练

习，每周进行一次智能书写练习与纸质书写相结合，对智能

书写系统操作与书写均非常熟练，且通过计算不同书写次数

的方差后，测定大多数学生书写三次基本达到稳定。在正式

实验时，将选取第三次的数据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3.3 方案设计

三、四年级的学生在对汉字的认知上是不同的，因此本

文选取的字集均为三四年级课本中的汉字如表 1 所示，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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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包含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独体结构，左中右结构，

包围结构，品字结构，半包围结构等同时大多包含基本笔画，

且三、四年级的字集结构类型类似。选择 8 个汉字作为练字

内容，每一种书写方式练习三次，练习方式为対临、背临，

书写方式为田字格、空白格。根据控制变量的不同，不同的

年级之间设置不同的书写方式与因素控制，如表 2 所示。

表 1 实验任务字

年级 字集

三年级 忠 似 返 库 固 区 森 夹

四年级 泛 仰 匀 违 怠 丘 固 森

表 2 实验方案设计

班级 书写方式（练习方式均为対临、背临）

三二班 田字格 空白格

三四班 空白格 空白格（语言指导）

四二班 田字格 空白格

四三班 田字格 空白格（语言指导）

（1）书写方式不同，验证视觉型学习者是否会受到横纵

格线的影响；

（2）练习方式不同，可验证视觉型学习者在对临与背临

时是否会有差异；

（3）在空白格的练习方式中，对不同的班级将语言指导

作为变量，探究其对听觉型学习者在书写上是否有差异；

（4）探究在完成任务时间上，动觉型学习者是否较其他

类型的学习者有差异。

4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使用 Spss25.0、Excel 等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

行分析，对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的是 α信度系数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Cronbach's α 系数的值为 0.780，而

通常 Cronbach's α系数的值在 0 和 1 之间，如果 α系数不超过

0.6，一般认为内部一致信度不足；达到 0.7-0.8 时表示量表

具有相当的信度，达 0.8-0.9 时说明量表信度非常好。对智能

书写系统中学生书写成绩进行信度效度检验，Cronbach's α系

数的值为 0.909，数据非常可信。本研究中的这两部分的数据

都比较可信，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表 3 学习风格总计

分类
视觉
型

非视觉型

动觉型 听觉型
视动结合

型
视听结合型

听动结合
型

人数 90 13 3 10 1 0

百分比 0.769 0.111 0.03 0.09 0.009 0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低年级小学生的学习风格大多数是视

觉型的学习者，占比大约 77%，这与心理学上已有的研究不

谋而合。视觉型学习者顾名思义为学习者在学习时更喜欢以

图形、图片、视频等形式为中介，通过眼睛感觉通道进行学习，

学习时视线与教师、学习材料有着密切的关系。动觉型和听

觉型的相对较少，在混合型学习者中视动结合的学习者居多，

视听结合的非常少，然而听动结合型几乎没有。这一现象表

明低年级学习者更喜欢通过眼睛感觉通道习得知识。听觉型、

动觉型以及混合型学习风格所占比例比较少，于是在本研究

中合并为非视觉型学习风格，因此这里不再做细致的划分，

分为两大类视觉型与非视觉型学习风格。

4.1 视觉型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上的特征表现

表 4 视觉学习风格年级分布情况

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参数 51 66

人数 40 50

得分区间 28—43 24—42

百分比 78% 76%

4.1.1 视觉型学习者在年级上的行为表现

从表 4 可以看出视觉型学习者在总体学习风格类型中占

大多数，且在年级之间不存在差异。对三、四年级田字格书

写方式下的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在対临练习方式中

（P=0.511），在背临练习方式中（P=0.642），P 值均大于 0.05，

表明三、四年级视觉型学习者在田字格书写方式中书写成绩

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空白格书写方式中，対临练习方

式下（P=0.100）対临练习方式下（P=0.063）P 值大于 0.05，

表明三、四年级视觉型学习者在空白格书写方式中书写成绩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4.1.2 练习方式

在练习方式上有两种方式，在同一种书写方式也即同为

田字格或空白格时，一种是対临（有例字与视频播放）一种

是背临（无例字与视频播放）。对学生同一种书写方式不同

练习方式（対临—背临）中的书写成绩分别进行配对样本 T

检测，在田字格书写方式中田字格対临、田字格背临（P=0.000）

在空白格书写方式中空白格対临、空白格背临（P=0.000）P

值都小于 0.05，视觉型学习者在这两种练习方式上具有显著

差异，且在背临方式上均值比対临少近一分，可见有例字与

视频播放对视觉型学习者具有比较好的示范与指导意义。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2i6.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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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书写方式

在同一种练习方式下，不同的书写方式（田字格—空白格）

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田字格对临、空白格対临中（P=0.001）

田字格背临、空白格背临（P=0.001）P 值小于 0.05，可见在

同一种练习方式不同的书写方式下，是否有格子（横纵线）

以及例字对视觉型学习者具有显著性差异。以上结果均验证

视觉型学习者在书写时易受到书写材料不同表现形式的影响。

4.1.4 视觉型学习者在性别上的表征

对视觉型学习者的书写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田

字格対临练 习 方式（P 值为 0.568）田 字 格背 临 练习 方 式

（P=0.222）；空白格対临练习方式（P=0.327）空白格背临

练习方式（P=0.335）P 值均大于 0.05，可见视觉型学习者的

不同模式下的书写成绩在性别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在田字

格书写方式上男生対临均值是 86.6 分，女生的均值是 87 分；

在田字格书写方式上男生的背临均值是 85.4 分，女生的背临

均值是 86.2 分，从数据中可以得出女生的均值要稍高于男生，

可能是女生在书写时一般比男生要仔细。

在空白格书写方式上男生的対临均值是 85.2 分，女生的

対临均值是 85.9 分；男生的背临均值是 84.2 分，女生的背临

均值是 85 分；从数据上可以得出女生的书写均值得分要高于

男生的书写均值得分，但总体并无显著性差异。

4.2 非视觉型的学生在汉字书写上的特征表现

表 5 非视觉型学习者书写成绩

配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t 自由度
Sig.
（双
尾）

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上限

配对 1
田字格対临 - 
田字格背临

.555037331044407 -.128 26 .899

配对 2
空白格対临 - 
空白格背临

.924594534085787 -.034 26 .973

配对 3
田字格対临 - 
空白格対临

.885370796634811 1.483 26 .150

配对 4
田字格背临 - 
空白格背临

1.090415776418725 1.156 26 .258

非视觉型学习风格相较视觉型学习风格在数量上有一定

的差异，非视觉型学习风格所占比例比较小，且细分为由不

同感觉通道引起的学习风格时，数据量更少，因此本研究将

视觉型与非视觉型进行对比研究，探究非视觉型学习者在汉

字书写上的行为表征。对其不同书写方式下的书写成绩进行

统计，从上表中的结果中可以看出，P 值均大于 0.05，说明非

视觉型的学习者在书写时不受练习方式和书写方式的影响，

可见其书写时受其他感觉通道的影响比较多，与视觉型学习

者相比，其视觉感觉通道稍弱些，但由于数据量偏少，不具

有统计意义上的科学性。非视觉型学习风格主要有听觉型、

动觉型、混合型（主要为视动型、视听型），由于其均缺乏

统计意义上的科学性，以下的探究均只做参考，仅从个别意

义上探究其汉字书写特征表现。

4.2.1 听觉类型的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上的特征表现

听觉型学习者在学习时，主要受听觉通道的影响。从表

3 结果中可以看出听觉型学习者占的比例非常小，由于数量比

较少，缺乏统计意义，本文不对听觉学习者的一般现象进行

阐述。在实验中将三、四年级的两个班级的学习者作为研究

对象，探究语言指导对其汉字书写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

学习者在有语言指导的书写中，成绩要高于没有语言指导的

书写，可见这一因素对其书写也是有影响的，但由于数据量

太少，不具有一般统计意义上的科学性，本文所探究听觉型

学习者的汉字书写特征表现仅供参考，会在后续的研究中继

续探索其一般性规律。

4.2.2 动觉型的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上的特征表现

图 6 动觉学习者书写成绩正态分布图

动觉型学习者是在运动中进行神经传导的，比较喜欢

活动的形式。从图 6 可以看出动觉型学习者的书写成绩符合

正态分布，这里仅放入田字格书写方式中的背临练习方式，

其他方式均呈现正态分布，这里不再一一列出。固本研究从

个别意义的角度分析，其书写特征表现。对动觉型学习者的

书写成绩进行配对样本的 t 检验，田字格対临、田字格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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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5）空白格対临、空白格背临（P=0.306）田字格対临、

空白格対临（P=0.359）田字格背临、空白格背临（P=0.260）

P 值均大于 0.05，可见动觉型学习者在学习时不会受到书写方

式、练习方式等的影响。实验预验证动觉型学习者完成任务

的时间与其他类型学习者之间的差异比较，因完成时间测量

不准确，固本文暂不考虑这个因素后续研究中会加入此因素

的考虑。

4.2.3 混合型学习者

图 7 视—动结合型书写成绩正态分布图

这里着重讨论的混合型学习者主要为视觉动觉结合型，

因其他混合型的学习者比较少，因此不做过多的论述。从图 7

可以看出视-动结合型学习者的书写成绩符合正态分布规律，

故本研究从个别意义出发，探究其书写特征，其他书写方式

的书写成绩亦符合正态分布检验，不再一一列出。田字格対临、

田字格背临（P=0.162）空白格対临、空白格背临（P=0.369）

田字格対临、空白格対临（P=0.785）田字格対临、空白格背

临（P=0.648），P 值大于 0.05，学习者不受例字或视频中规

范写法的影响。在练习方式上（対临与背临）并无显著差异，

在书写方式上也并无显著差异，这一现象比较有意思，视觉

与动觉结合时，似乎动觉更有主导作用，即动觉感觉通道在

书写中更敏感些。

5 教学（学习）建议

5.1 视觉型学习者

从以上的分析与讨论中可得，视觉型学习者所占的比值

最大，因此学习者与教师在进行书写干预时，要更多的关注

影响或者刺激视觉感觉通道的因素。

学习者层面，视觉型学习者在练习的初期可以采用的书

写材料可以选择有利于视觉信息输入的，比如田字格、米字

格的书写介质进行书写，可以观看书写视频进行书写指导。

教师层面，视觉型学习者在学习中占大多数，教师在教

学时，可多采用图片，视频等形式授课，学生接受的更快，

更容易内化知识。书写是一项技能，需要学生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同时将一个字写的工整，美观，还需要一些特殊的

指导，教师可在教学时多采用图片、视频等形式展示例字及

笔画细节问题。教师在布置书写作业时，可多选用田字格、

米字格等书写介质，学生成绩稳定之后可选用其他的书写

介质。

5.2 非视觉型学习者

5.2.1 听觉型学习者

学习者层面，听觉学习者在学习时，有语言等形式的指

导会提高其书写成绩。学习者在书写时可一边写一边默读，

提示自己该怎样写好。

教师层面，因这部分学生占比比较少，教师可有针对性

的进行个别指导，在识字写字教学中可通过语言或者音频的

形式进行指导。教师可多布置些朗读与书写结合的内容，在

书写时注意部件、笔画分别注意什么。

5.2.2 动觉学习者

在学习者方面，动觉学习者在学习时比较喜欢参加活动，

在识字写字学习中可以手工做汉字部件的卡片，以增加学习

者对汉字以及汉字部件的位置关系的认知。同时可以将书写

融入到其他活动中，比如做手抄报，黑板报等，以增进学习

者的习字积极性。

在教师方面，对于这类学习者教师在教学时，可多组织

些课堂活动，调动其积极性。在识字写字教学中，教师可布

置不同形式的活动，比如书写竞赛活动，小组大比拼，手抄

报等。

5.2.3 混合型学习者

学习者层面，混合型学习者在学习时，会受到多种感觉

通道的刺激，因此学习者在学习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式，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受感觉通道比较大的影响因素的方式。

但总体来说，可以借助书写介质的多种表现形式，进行约束与

纠正，在练习时间上根据个人特点选择集中练习与分散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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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层面，因学习者的个性特点不同，教师在授课时可

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教学与练习，在练习时间上可以根据本班

学生的特点选择练习形式。一般意义上，中小学生的练习时

间不宜过长，一是注意力不集中，二是不利于手指肌肉的发展。

6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视觉型学习者占比最大，动觉以及视觉和动

觉结合型其次，听觉型最少。视觉型学习者在书写时视觉通

道比较敏感，易受书写介质（书写方式、练习方式）的影响，

比如是否提供范字与视频等皆会影响最终书写的成绩；是否

有横纵线也会影响学生的书写成绩。视觉型学习者在年级与

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但在性别上女生的书写成绩要高于男

生的书写成绩。除视觉型之外其他类型的学习者均不受书写

方式与练习方式的影响，因数量比较少，这里不进行统计学

意义上的阐述。听觉学习者在有语言指导时书写成绩比没有

语言指导要高，动觉学习者在书写时不易受书写介质的影响，

是否有范字、视频、语言指导对其影响不大。在混合型学习

者种视觉与动觉结合型比较多，但有意思的是，这类学习者

的书写成绩不受范字、视频播放的影响，可见视觉与动觉两

者相比，动觉似乎占的比重大一点，动觉感觉通道更敏感些，

因样本数量问题，这里也不做统计意义上的阐述。

总之，不同类型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受不同感觉通道的刺

激，固其在书写时也会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学习风

格的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选择合适的书写方式与书写

介质，以提高书写质量。

7 不足与展望

在研究样本上，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样本均为小学低年级

的学生，研究样本的范围与数量还可扩大，由此得到普遍性

结论。

在研究工具上，本文选用的是 Dunn 夫妇设计的小学版

的调查问卷（这仅是学习风格分类中的一种分类），主要的

学习风格分类是视觉型、听觉型、动觉型。在接下来的研究中，

在认知风格角度出发，探讨不同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在书写时

的行为表征。

在研究内容上，本文着重对视觉学习者进行了阐述，对

听觉与动觉学习者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会

扩大样本数量，充实研究内容。

在数据分析上，因听觉型与动觉型学习者比较少，不能

做不同学习风格之间的纵向比较，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会对此

部分进行深入研究。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会继续追踪中小学

学习者的学习风格研究，探究其在汉字书写细节上的特征表

现，比如整字、部件、笔画等，探究学习者认知层面的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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