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集锦：思维技能框架  
学习风格 

 

学习的差异 
当今的教师都知道学生学习的方式差异很大。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强项和弱点，能够通过有效的教学加强或改

进。技术支持下的项目学习是利用学生的优势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思考者，更独立的学习者的一种极有效的方

式。  
 
项目的任务允许学生利用个人的学习风格，然而它们并不是通向高级思维的直接途径。因为它们也可能产生浅

薄的思维（Ennis,2000）。尽管如此，在项目学习中如果强调个人的学习风格，其选择将与动机因素直接相

关，这表明以个人学习风格为背景来教思维技能，学生更有可能习得。  
 
在项目学习中使用技术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机会选择如何学习，允许他们利用自己学习风格优势。利用各种软

、硬件来制作录像、幻灯片、出版物或者音乐制品将有助于学生充分利用他们的天赋和兴趣来学习思维技能和

学科知识。  

视觉—听觉—运动感知型学习风格 
识别不同学习风格最简单和最常见的方式是依靠感觉。通常我们称之为视听动感知型学习风格（VAK）模型
。该模型将学生的学习分为视觉型、听觉型和运动感知型。视觉型学生最擅长加工视觉信息，听觉型学生通过

听能很好地学习，而运动感知型或者触觉型学习者往往通过触摸和运动来学习。一项特定的诊断研究结果发现

29%的中小学生是视觉型学习者，34%的学生是听觉型学习者，37%的学生运动感知或触觉型学习者(Mille
r, 2001)。  

视-听-动感知型学习风格 

 
视觉型 图片、录像、图形、图表、模型 

听觉型 听讲、听录音、讲故事、音乐、谈话、提问 

运动感知型 活动、角色扮演、陶土模型制作 

 

左脑与右脑的学习差异 
另一种对学习风格的分类是依据脑半球来确定。阿斯勒和穆尼（Asselin and Mooney，Miller引用, 
2001）把学习者分为左脑型又称综合型和右脑型又称分析型。一般说来，综合型学习者“能够从全局来感知

事物，在概念之间发现广泛的差异。他们善于观察人，能够在整体的社会环境中攫取学习资料（第3页）。分
析型学习者则擅长从各个构成部分而不是整体来看待事物，为信息和概念加上某种结构或者限制条件” 
(Miller, 2001, p. 3)。  

一个人以怎样的方式关注和记住新的和比较难的信息，与他们的认知加工方式是综合型还是分析型相关

。当信息按照一定的顺序逐步呈现时，有些学生在学得更好，因为这样可以逐步构建要理解的概念。有

些学生则可能在另外的情境中学得更好，他们需要先理解概念，然后再去关注细节；或者通过有趣的、

含有案例和图表的故事或奇闻轶事来呈现信息，这些信息要与他们的经验相关(Dunn, 1995, p. 
18)。 

 

 



脑半球 

左脑： 分析的、逻辑的、次序的、逐步的、理性的、局部到整体 

右脑： 整体的、随机的、直觉的、主观的、综合的 

 
加德纳多元智能  
在９０年代，越来越多的教育家承认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理论。最受学校重视的逻辑／数学和语言智能不过是

８种智能中的两个。这８种智能是加德纳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得到的。另外，他还创立了空间、音乐、肢

体／运动、人际、内省和自然观察智能。 

 

多元智能 

逻辑-
数学

智能 

判断各种模式，进行演绎推理和逻辑性思考的能力。这种智能多与学

生的科学和数学的思维有关。 

语言

智能 
把握语言。这种智能包括有效、巧妙地使用语言，词藻丰富、诗意地

表达。具备这种智能也意味着把语言作为手段来记忆信息。 

空间

智能 
能在大脑中处理和创建空间形象，解决问题。这种智能不只局限于视

觉。 

音乐

智能 
创作音乐，识别音调、音质和节奏的能力。 

肢体-
运动

智能  

利用大脑协调个人身体运动的能力。这种智能对人们一贯相信的头脑

与身体活动无关的信条提出了挑战。 

人际

智能 
一种注意到他人与自己不同的核心能力，特别是能关照到他人的心情

、性情、动机和意愿(Gardner, 1993, p. 42)。 

内省

智能  

能够深入自己的感情生活，了解自己的各种情绪，并有能力控制这些

情绪，逐步认清它们，最终把它们作为理解和引导自己行为的一种手

段。 

自然

观察

智能  

具有一定的识别动植物并把它们分类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使用的观

察、搜集和分类的能力也同样可以应用到“人类”环境(Campbell, 2003, p. 
84)。 

 
学习风格与思维技能 
依靠预感、感觉和直觉来做决定的学生，在认识思维过程的价值方面可能会碰到困难，而这种思维过程对审慎

地分析假设和衡量证据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习惯于线形思维、理性地分析论据的学生，可能会发现思考

综合的、彼此关联的事物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其中任何一种方式都表明，在不同情境中他们将展示不同的学习

和思维风格，增添新的可靠的信息加工方式将会使他们在生活中做出更聪明的决策。为了使所有的学生成为更

善于思考的人，我们不只应该扩展我们对什么是好的思维的看法，而且需要找到说服学生看重思维策略的途径

。这些思维策略在一开始他们可能觉得奇怪和不舒服。 



课堂中: 学习风格的作用 

小学 概念：简单机械 

  学习风格 活动 

视觉 找一些报纸或者电影中出现的简单机械。 

听觉 听、看一位建筑工人解释，他如何在工作中使用简单机

械。 
视-听-
动 

动觉 用陶土做简单机械。 

左脑 根据步骤要求一步一步制作简单机械。  
左右
脑 右脑 讨论机械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哪些作用。 

逻辑-
数学智能 

把复杂的机器拆分成简单的机械。 

语言智能 写一篇论文或者做一次演说，说明某种机械的重要性。 

空间智能 创作一个演示文稿，说明利用简单机械的不同方式。 

音乐智能 使用恰当的词汇创作一首关于简单机械的歌曲。 

身体运动智

能 
利用日常用品制作简单机械。 

人际关系智

能 
与小组成员一起为学前儿童制作一段有关简单机械的视

频。 

内省智能 以日志的形式不断反思自己有关简单机械的学习进展。 

多元

智能 

自然观察者

智能 
寻找在自然环境中出现的简单机械的例子，比方说鸟嘴

就像杠杆一样。 

 

 

 

 

 



中学 概念：解释文学作品的寓言 

视觉 看电影“指环王”，并把它当作寓言来解释。 

听觉 听一则寓言，或一则宗教寓言。 
视-听-
动 

运动感知型 把一则寓言拍成视频作品 

内向型 找出一则有意义的寓言，写一篇文章解释它的意义。 

外向型 参加“指环王”作为寓言的讨论。 

感知型 根据在学校观察到的事物创作一则寓言。 

直觉型 审视不同文化中出现的寓言，确定寓言的不同模式。 

思考型 将一则寓言的组成部分恰当地与日常生活对应起来。 

感情型 
写一则寓言，这则寓言反映人的经历是怎样影响了人

们的幸福。 

判断型 写一份编写一则动物寓言的详细的项目计划。 

人格类

型 

领悟型 
编写一份与寓言相关的可能实现的项目列表，并择其

一来实施。 

逻辑-
数学智能 

解释一则寓言，并讨论在各种假设背景下产生的不同

结果。 

语言智能 创作一则寓言。 

空间智能 为一则寓言创建一个模型。 

音乐智能 分析马克林（Don 
McLean）的歌曲，美国派（American 
Pie）的寓言成分。 

身体运动智能 表演一幕寓言剧。 

人际关系智能 与小组成员一起制作一则寓言的多媒体演示作品。 

内省智能 把一则寓言的意义与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多元智

能 

自然观察者智

能 
根据野生动物的行为编写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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