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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外语学习者学习策略的影响 

——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高校学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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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学院  贵州凯里 

【摘要】为探讨本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外语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对贵州省黔东南州高

校的 497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的是 Oxford 开发的 SILL 量表，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来。研究结果发现，人

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是否为外语专业学生、高中时的文理科背景、学生的居住地、家庭收入及父母的学历对外

语学习策略有显著影响，而学生的性别及年级对外语学习策略无显著影响。本研究不仅分析验证了对外语学习策

略有影响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也对我国的外语学习策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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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learning strategies 

——As an example, consider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es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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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is demographic variable on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used by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this study surveyed 497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es in Qiann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using the Oxford-
developed SILL scale, which was adapted from this. The study found tha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such as whether a student is a foreign language major, their high school 
background,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family income, and their parents' education, while gender and grade do not. This 
study not only analyzes and verifie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at influenc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but 
also provides new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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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各级标题的字体要求 
本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

探讨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外语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

造成的影响。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研究学

生的专业、性别、年级、文理科选择、居住地、家庭收

入及监护人学历对外语学习策略的影响。本研究不仅

剖析了贵州省黔东南州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也掌

握了部分当地学生所使用的外语学习策略，在掌握了

现状的同时，了解到了不同学生外语学习策略的影响

因素，对未来黔东南州乃至贵州省的外语教育具有重

要意义。 
2 学习策略相关概念 
学习策略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Strategia”，

有着兵法或统领手段的意义。这样的用语适用于教育

领域后，表示学习者为了让自己的学习变得更简单更

高效且为自发的特定行为[1,2]。在语言学习领域的策略，

很多学者将其定义为表示学习者在学习某语言时为了

理解、储存、记忆新的信息内容，在自我意识上使用的

具体的行动或技术[3]。更进一步说，外语学习策略就是

指将目标语言规则内在化时使用的手段及策略，是大

大有助于外语学习过程的重要因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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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策略有以下几个特性：首先，学习者会为了达

成某种具体目标或解决问题，而使用学习策略；其次，

学习策略是学习者有意识地去使用的，学习者可以自

己叙述自己所使用的学习策略，也就是说，如果有意识

的学习策略自动化了、无意识地使用了，那该策略就不

能再算作是学习策略；最后，学习策略包括学习者的具

体行动和思考过程，有可以观察到的策略和无法观察

的策略[5]。 
综合外国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学习策略不是

一个模糊的认知，而是作为具体出现的特定的行动或

思考过程，可以说是为了达到目的，学习者去理解、储

存、记忆新信息或技术而使用的方法。学习策略是一种

为了开发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沟通能力所需的积极、自

主参与的工具，它可以有效引导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成

果，如果使用适当的学习策略，还可以增进学习者的自

律性、独立性、自主性[6]。在国外，许多研究者对成功

的学习者的学习类型进行了研究[7]，由此开始发现并强

调学习策略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在对学习策略的

研究中 Oxford 的语言学习策略研究认可度最高、被使

用的频率最高，在他的研究中把学习策略分为了能给

予语言学习直接性帮助的直接策略和在使用语言时没

有关联但可以给予语言学习帮助的间接策略，直接策

略和间接策略相互支持，相互作用，以给予学习者帮助。

在 Oxford 的研究中，将直接策略分为了记忆策略、认

知策略、补偿策略，而间接策略分为了上层认知策略、

情绪性策略和社会性策略，这就是 Oxford 开发出的最

具代表性的语言学习策略量表 SILL 语言学习策略目

录，后续研究也多次验证了 SILL 量表中的六种策略是

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并且与沟通能力也

是有关联的，对自主学习也有着直接或间接性的帮助。 
剖析关于学习策略的研究可以发现，早在 20 世纪

末外国学者就开始对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展开了研究，

在外语方面，可能对学习策略的使用造成影响的人口

个体因素（如性别、年龄等）、学习动机、文化背景、

学习时间、学习环境等因素也进行了许多研究[8]。反观

我国的研究可知，目前只有极少量研究，如钟振华对大

学英语专业学生学英语时的学习策略与学德语学习过

程中的迁移作用进行了调查及相关关系分析，以及刘

涵泳[9]对城乡高中生的英语学习观及其学习策略进行

了比较研究之外其余对学习者使用的学习策略所做的

探讨十分空缺。故本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高校学生

为研究对象，探究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人口统计学变量

对外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造成的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的研究对象为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高校学

生，共 510 人参与问卷调查，其中回收到的有效问卷

共计 497 份，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 

表 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n=497）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外语专业学生 
是 257 51.7 
否 240 48.3 

性别 
男 299 60.2 
女 198 39.8 

年级 

大一 109 21.9 
大二 168 33.8 
大三 174 35 
大四 46 9.3 

高中专业 
文科 229 46.1 
理科 268 53.9 

地区 
黔东南州 179 36 

不在黔东南州但在贵州 206 41.4 
不在贵州 112 22.5 

家庭收入（月） 

三千元及以下 48 9.7 
三千元至一万元之间 238 47.9 
一万元至两万元之间 190 38.2 

两万元以上 21 4.2 

父母学历 

初中及以下 64 12.9 
高中或专科 206 41.4 

本科 174 35 
硕士及以上 53 10.7  



王珊珊                              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外语学习者学习策略的影响——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高校学生为例 

- 97 -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匿名问卷方式进行调查。为使本研究

使用的量表有足够效度，问卷基于文献分析中 Oxford
对语言学习策略制定的 SILL 量表，结合我国语言特性

翻译后再次进行编辑，以确保量表中每一测项所表达

的测量涵义。而人口统计学变量除基本问题外，还结合

了贵州省高校学生的特性。问卷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方

面共 7 道题；学习策略共 49 道题，其中记忆策略 10 道

题、认知策略 14 道题、补充策略 4 道题、上层认知策

略 11 道题、情绪性策略 5 道题、社会性策略 5 道题。

问卷采用了 Likert5 级评分，5 分代表完全符合，1 分

代表完全不符合，问卷中所选分值越高，表示该策略的

使用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5，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

分别为：记忆策略 0.935、认知策略 0.936、补充策略

0.853、上层认知策略 0.956、情绪性策略 0.887、社会

性策略 0.916，表示本量表具有较好信度。本研究运用

SPSS26.0 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包括信度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t 检验等。 
4 结果与分析 
4.1 量表变量分析结果 
为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针对

该量表工具进行了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942 大于 0.7，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

问卷各测量题目共分为 6 个方面，因子分析的效果良

好。量表各指标通过 KMO 和和巴特利特检验，维度划

分具有区分性，同一维度下的题项具有一致性，符合要

求，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效度。 
4.2 外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使用程度 
根据 Likert5 级评分量表的分值解释[10]，如果总分

值的平均值大于或等于 3.5 时，则表示使用程度高，如

果均值在 2.5-3.4 之间则表示处于中等使用程度，如果

均值小于或等于 2.4 则表示使用程度低。本测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显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所使用的学习策

略平均值为 3.6424，说明贵州省黔东南州高校学生在

外语学习方面的学习策略使用程度高。6 个因子中，情

绪性策略、社会性策略、记忆策略、上层认知策略、补

充策略的平均值为 3.8249、3.7779、3.7561、3.6382、
3.6182，表明了黔东南州高校学生在外语学习方面，使

用情绪性、社会性、记忆、上层认知、补充策略的使用

程度均为高程度；其余一个认知策略的均值为 3.2391，
说明研究对象在外语学习中使用的认知策略为中等程

度。以上结果表明，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高校学生在外语

学习时都是会很高程度地使用学习策略的。 

表 2  描述统计 

因子 平均值 标准差 

记忆策略 3.7561 0.73100 

认知策略 3.2391 0.77383 

补充策略 3.6182 0.65971 

上层认知策略 3.6382 0.77169 

情绪性策略 3.8249 0.72291 

社会性策略 3.7779 0.84772 

 
4.3 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外语学习策略 
为探究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使用的学习策略

是否有影响，本研究对回收问卷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首先在性别差异中，根据数据结果可知 p=0.866
（>0.05），说明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性别特征

与所使用的学习策略不存在显著影响，男女学生的学

习策略使用均值相近，男学生的学习策略离散程度更

高，且男女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平均值差异也较小。其次，

在对于是否是外语专业的学习者的差异中，通过数据

结果 p=0.001（<0.05）可知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外语学习

者是否为外语专业学生这一特征对学习策略有显著影

响，且外语专业人群的均值更高。在不同年级的分析结

果中可知各年级的均值相近，且 p=0.889（>0.05），说

明不同年级对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学习者高中文理科的分析研究结果中，文科学生

的学习策略均值更高，且 p=0.033（<0.05），说明学习

者的文理科特征对外语学习策略有显著影响。 
在本研究中，外语学习者的学习背景也是极为重

要的特征之一，在对外语学习者居住地的统计分析结

果中，居住地不在贵州的学习者学习策略均值最高，且

p=0.000（<0.05），说明学习者的居住地特征对外语学

习策略有显著影响，即学生出生、生长及生活的环境、

城市的教育水平等环境因素会对外语学习的学习策略

产生影响。父母的情况也是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贵州，

一个贫富差距相对较大的省份，家庭收入也成为不得

不探讨的问题之一。在外语学习者父母月收入的分析

结果可知，月收入在“两万元以上”的子女学习策略均

值最高，且 p=0.034（<0.05），可知外语学习者的家庭

收入对学习策略有显著影响。而在父母学历的调查结

果中可知辅导子女学习的父母学历在“硕士及以上”的

人群学习策略均值最高，“高中或专科”及“初中及以

下人群”均值相近，且 p=0.013（>0.05），表明父母的

学历对外语学习策略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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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下的外语学习者使用学习策略的差异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值 

性别 
男 299 3.639  0.510  

-0.169  0.866  
女 198 3.647  0.483  

专业 
外语专业学生 257 3.718  0.459  

3.502 0.001 
非外语专业学生 240 3.562  0.527 

年级 

大一 109 3.627 0.549 

0.211 0.889 
大二 168 3.632 0.461 

大三 174 3.651 0.514 

大四 46 3.689 0.457 

高中专业 
文科 229 3.693 0.437 

2.136 0.033 
理科 268 3.599 0.543 

所在地区 

黔东南州 179 3.537 0.563 

8.215 0.000 不在黔东南州但在贵州 206 3.663 0.451 

不在贵州 112 3.773 0.439 

家庭收入 

三千元及以下 48 3.559 0.586 

2.918 0.034 
三千元至一万元之间 234 3.595 0.512 

一万元至两万元之间 190 3.705 0.464 

两万元以上 21 3.804 0.332 

父母学历 

初中及以下 64 3.573 0.641 

3.641 0.013 
高中或专科 206 3.578 0.482 

本科 174 3.708 0.459 

硕士及以上 53 3.762 0.458 

 
5 讨论 
对外语学习策略有显著影响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进

行差异分析后，结果中可以发现每一特征人群在具体

使用某一学习策略因子的特点。首先，在有显著影响的

是否为外语专业的差异中可知，外语专业的学生情绪

性策略使用较高而认知策略的使用较低，而非外语专

业的学生则使用记忆性策略较高，且通过整体分值可

知外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策略使用是高于非外语专业学

生的。其次，在高中时期的文理科学习背景的差异分析

中，可知文科学生的社会性策略使用较高，而理科学生

则使用记忆性策略较高，从总体分值中可以看出文科

学生的外语学习策略是高于理科学生的。而居住地在

黔东南的学生使用的情绪性策略及记忆策略较高，这

与居住地不在黔东南但在贵州的学生使用的学习策略

结果相同，但居住地不在贵州的学生使用的社会性策

略较高，而不论居住地是否在贵州使用的认知策略均

为最低。在所有的学习策略因子中，居住地不在黔东南

但在贵州的学生和居住地不在贵州的学生使用的记忆

策略与情绪性策略结果相近，与居住地在黔东南的学

生的结果相差较大。在家庭因素中，通过分析结果可知

家庭收入特征中，月收入在“三千元及以下”的人群的

记忆策略使用最高，“三千元至一万元之间”人群的情

绪性策略使用最高，“一万元至两万元之间”以及“两

万元以上”的记忆性策略使用最高，而四种群体认知策

略的使用均为最低值。而通过整体的分值可知家庭月

收入越高的人群分值越高，即使用的外语学习策略越

多。最后，通过父母学历特征的分析结果可知，父母学

历为“初中及以下”人群及“高中或专科”人群的记忆

策略分值最高，而学历为“本科”人群及“硕士及以上”

人群的社会性策略和情绪性策略分值较高且相近。而

学历为“高中”及“硕士及以上”人群的认知策略最低，

且“硕士及以上”人群的认知策略高于“高中”人群。

在该特征的分析结果中发现，父母的学历越高的人群

外语学习策略的使用分值也越高。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贵州省黔东南州

的高校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旨在分析验证学生的人

口统计学特征对外语学习时使用的外语学习策略是否

会造成影响。本研究的外语学习策略包含了记忆策略、

认知策略、补充策略、上层认知策略、情绪性策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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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策略六个维度。分析结果显示，学习者的性别及年

级对外语学习没有显著影响，而学生是否为外语专业

学生、高中时的文理科背景、学生的居住地、家庭收入

及父母的学历对外语学习策略均有显著影响。建议未

来对一二线城市外语学习者使用的学习策略进行同样

的调查研究与本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以相应优化黔东

南州外语教育，从而提高学生外语学习策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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