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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习者特征分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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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习的主体，学习者对教学内容的接受、理解、掌握以及对教学

活动的参与都是与自身特点相关联的。因此，教学活动的设计是否与

学习者特征相匹配，是决定教学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进行学习者分

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情况与学习风格，为以

后的教学设计提供依据。

▶ 为什么进行学习者特征分析？



02 学习者特征分析的内容



602 ▶ 学习者特征分析的内容



7▶ 学习准备02

学习准备是指学习者在从事新的学习时，原有的知识水平或原有的

心理发展水平对新的学习的适应性。

对学习者学习准备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特征，二是初始能力。



8▶ 学习准备02

一般特征（认知发展特征）

认知发展理论是著名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提出

的，被公认为20世纪发展心理学上最权威的理论。

所谓认知发展是指个体自出生后在适应环境的活动中，

对事务的认知及面对问题情境时的思维方式与能力表

现，随年龄增长而改变的历程。

皮亚杰把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

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 、形式运算阶段。



9▶ 学习准备02

一般特征（认知发展特征）

感知运动阶段（0-2岁）

靠感觉获取经验。在1岁左右，发展出物体恒存的概念，以感觉动作发

挥图式的功能。

前运算阶段（2-7岁）

已经能使用语言及符号等表征外在事物，会使用不具保留概念，不具

可逆性，以自我为中心，即不能区分主体与客体。



10▶ 学习准备02 

一般特征（认知发展特征）

具体运算阶段（7-11岁）

了解水平线概念，能使用具体物质操作来协助思考；

形式运算阶段（从11岁开始一直发展）

开始会类推，逻辑思维达到较高水平，开始具有抽象思维。



11

初始能力

初始能力是指学生在学习某一特定的学科内容时，已经具备的有关知

识与技能的基础，以及他们对这些学习内容的认识和态度。技能是掌

握并能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态度是指通过学习形成的影响一个人对

特定对象作出行为选择的有组织的内部准备状态。

预备技能的分析

了解学习者是否具

备了进行新的学习

所必须掌握的知识

与技能，这是从事

新学习的基础。

目标技能分析

在从事新的学习之

前，了解学生对目

标技能掌握情况的

调查工作就是目标

技能分析。

学习态度分析

了解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

容有无兴趣、对这门学科

是否存在着偏见和误解、

有没有畏难情绪等都是学

习态度分析的内容

▶ 学习准备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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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风格是由美国学者哈伯特塞伦于1954年首次提出的。学习风格一

经提出，便引起教学心理学、学习理论和教学论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被誉为“现代教学的真正基础”。

学习风格的定义颇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学习风格

的本质的解释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认为学习风格是学习者持续一贯的

带有个性特征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倾向，强调学生喜欢的或经常使用的

学习策略、学习方式或倾向在学习风格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学习风格

具有稳定性，很少因学习内容、学习情况等因素的改变而变化；认为

学习风格具有个别差异和独特性。

▶ 学习风格02 



03学习者特征分析的方法



14▶ 学习者特征分析的方法03

1 一般特征：

主要方法有观察、采访（面试）、填写学生情况调查表和开展态度

调查、查阅学习者的人事或学习档案等。

2 初始能力：

预备技能分析：测试

目标技能分析：测试

学习态度分析：问卷、采访、面试、观察、谈话等

3 学习风格：量表、观察、征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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