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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调查目标学习者群体的学习偏好，并据此设计适应学习者需求的多元文化课程。本研究设计了学习的文化维

度调查工具，对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在跨文化环境中工作或学习的９０名培训者和学员进行了学习偏好调查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的学习偏好受其现居国、原籍国、学习情境中的角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关系、认识

论信念和时间知觉三个维度上既有相似，亦有不同。为开展文化适应性教学，教师必须具有学习的文化意识，能够

设计调查工具来准确测量学习者文化；要善用调查结果，关注学习者的共性特点和偏好差异；还要保持动态的学习

文化观，通过反复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来发现不断变化的学生需求，实施动态的、而非一劳永逸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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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化与学习偏好息息相关。长期以来它在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被

广泛研究（Ｇａｙ，２００２；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０５）。随着科技
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全球化，学习活动往往

不再局限于同一文化内部，而是同时面向多种文化

的学习者，教育者也常常要为与自身文化背景迥异

的人提供培训。然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在当今

社会已成常事，人们对于某一文化的刻板印象已经

不再可靠，很难基于单一、明确的界线来断定一个人

的文化背景，“不论是人种的、国家的还是地理的界

线”（Ｋｉｍ＆Ｓｌａｐａｃ，２０１５）。这就迫切需要有文化
诊断工具，用以调查目标学习者群体的学习偏好，并

据此开展文化适应性教学。

个人和群体对于教与学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他们带有文化偏见的经历，包括民族和种族历

史、语言、价值观以及对现实的认知，这些会对师生

产生一定影响并“最终促进或阻碍学习过程”（Ｇｉｎｓ
ｂｅｒｇ，２００５）。为了更好地激励学生学习，教师应当
与学生密切合作，“诠释并深化学生已有知识，增强

其学习热情。因此，能够有效激发动机的教学即是

文化适应性教学”（Ｗｌｏｄｋｏｗｓｋｉ＆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１９９５）。
托马斯等人（Ｔｈｏｍ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为教育课程设计
者提供了一些原则，然而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设计

策略，许多研究者对其提出的设计过程该如何开展

各持己见。一些覆盖各个年龄层段师生的大规模调

查表明：学生对老师尊重自己观点的感知与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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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学习成就显著正相关（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０５）。为
实施文化适应性教学，有效缩小不同身份和文化间

的差异，必须将学生视为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主动参

与者与合作者。本研究尝试探索影响学习偏好的文

化因素和基于文化调查的教学设计过程，以期为全

球化教育背景下的文化适应性教学提供启示。

二、基于文化适应学习模型的教学设计

帕里什和林德范伯松特（Ｐａｒｒｉｓｈ＆ＬｉｎｄｅｒＶａｎ
Ｂｅｒｓｃｈｏｔ，２０１０）提出的文化维度学习框架①包含社

会关系、认识论信念和时间知觉三个文化维度，描述

了八对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即八个文化参数），

并预测了这些价值观将如何体现在教学情境中，因

此可用来确定哪些倾向会共现，哪些倾向是某一特

定群体的学习者共有的。借助文化维度学习框架，

教育人员能够评估所在群体的文化需求，并据此调

整教学材料。

王敏娟等（２０１６）基于文化维度学习框架构建
了文化适应学习模型 （见该文的图一），针对社会关

系、认识论信念和时间知觉等三个文化维度的文化

参数设计了具体的文化调查问题。美国圣地亚哥州

立大学的两组研究者同时借鉴罗杰斯等人（Ｒｏｇｅｒ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的研究在调查中增加了开放性问题，
形成并完善了调查工具，可用于深入研究师生的文

化态度和学习偏好。文化适应学习模型打破了教师

专断的学习模式，主张学生与教师合作并交换意见

以完成课程设计。

传统的教学设计由教师主导，常常忽略学习者

在学习方式和动机方面的差异，采用某种单一的教

学方法，结果往往是部分学习者不适应课堂教学。

文化适应性教学关注影响教学的文化因素，力求教

学过程与学习者文化相关联、相适应。由于学习者

文化是动态变化的，因而基于文化适应学习模型的

教学设计（王敏娟等，２０１６）也应该是动态的，是一
个将师生的输入纳入课程设计考量因素的迭代过

程，可随教育手段灵活调整以满足世界各地学生的

需求。该过程的动态性体现在：１）通过调查评估学
生的学习偏好和教师的教学偏好；２）根据动机学习
理论与原则确定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教育方案；３）主
动调整教学方案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已有研究表

明，没有一种教育策略能适用于所有学生（Ｗｌｏｄ

ｋｏｗｓｋｉ＆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１９９５），因而要根据学习者的学
习偏好调整教学策略。采用文化适应性教学模式、

反复采集师生反馈的迭代过程可以确保课程设计的

文化敏感性和灵活性。此外，已有研究还表明，师生

间共享资源、协同合作可以有效地激发学习动机

（Ｗｌｏｄｋｏｗｓｋｉ＆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１９９５），学生可凭借其独特
的文化和个人身份影响学习成效。教师若能认识到

这一点，充分了解学生的视角和观点，将其视作教学

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则可增强学习动机。

现有的教学模型虽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很

少就如何调整教学活动以适应不同的文化偏好给出

指导（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Ｋｅｒｒ，２００８）。为形成有效的教
学策略，本文提出的基于文化适应性模型的教学设

计可和其他模型结合使用，如金斯伯格和沃鲁德库

斯基（Ｗｌｏｄｋｏｗｓｋｉ＆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１９９５）的文化适应性
教学动机框架（Ｔｈ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等。该动机框架整合了
包含多种内在动机原则和尊重文化完整性学习理

论，具体包含四个方面：１）建立包容性，指有助于创
造师生感到互相尊重、紧密相连的学习环境的原理

和实践；２）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指创造与学习者
个人经历和文化相关的学习体验、进而激发学习热

情的原理和实践；３）增强学习的意义，指可使学生
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方面扩展和加强学习，通过富有

挑战、有吸引力的学习，增强其作为有价值的公民的

身份认同；４）发展能力，帮助学生在其认为重要的
方面卓有成效，真正了解自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

让他们憧憬未来。课程一开始教师就应定好成功的

标准，确保学习者理解和赞同这些标准。

在实践中，课程设计者可将基于文化适应学习

模型的文化学习调查结果与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意

一个相匹配，从而设计出具有文化适应性和灵活性

的课程方案。例如，若调查显示某个群体的学生感

到课程内容完全脱节或常常被人误解，教师可以设

计小组合作学习来提高包容性。同样，若调查显示

教师过度偏向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思维模式，

那么教师应帮助学生以更加协作、包容的方式开展

学习。

为有效获取数据支撑教学设计过程，教师和研

究者需要不断测试和调整文化学习调查工具。在美

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生们的协助下，王敏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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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设计了基于学习的文化维度调查工具（英汉
两个版本），用以检测教师的文化偏好，可作为教师

准备课程内容时的自查清单。本研究进一步更新该

调查工具，借此调查了９０名中美师生的学习倾向，
通过数据分析验证该调查工具的有效性，并探究依

据文化偏好设计教学情境的过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阐述文化适应学

习模型在课程设计过程中的应用：

１）如何运用文化适应性模型指导教学材料的
设计与制作？

２）学习的文化维度调查能否准确地评估师生
的偏好，并与文化适应学习模型的现有理论兼容？

（二）研究方法和调查工具

本研究运用混合调查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

收集数据。所采用的调查问卷在王敏娟等（２０１６）
人制订的学习的文化维度问卷基础上修订而成，增

加了人口统计和针对学生的问题，共２８道，收集的
定性与定量数据基本平衡。

问卷第一部分是关于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包

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国籍以及上课或授课所在国

家。问卷第二部分包含１６对陈述②，每两对陈述对

应于文化维度学习框架中的八个文化参数之一。问

卷采用十级量表，每对陈述表达正反两种极端观点，

要求受访者在十级连续体中选择一个点，借此确认

其观点。选择的点越靠近某一端，说明受访者越认

同该观点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维度（见图１）。

图１　调查问卷第二部分样例

问卷的第三部分包含一系列开放性问题，要求

受访者反思他们在文化方面的一些预设。受访者根

据不同身份（教师或学生）选择回答不同的问题。

教师和学生的问题基本相似，区别主要在问法上，前

提是符合老师或者学生的角色。

（三）研究对象和抽样

本文聚焦文化背景不同的学习者群体在学习偏

好上的异同，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招募在全球或跨

国环境中工作或学习的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调查问

卷主要借助一家美国非营利全球培训机构发放。该

机构在全球约有１０００名（包括大量专家志愿者）雇
员，向全球的医疗保健从业人员提供培训。机构总

部设在美国马里兰州，在中国上海、印度海得拉巴以

及巴西圣保罗设有办事处，在欧洲与非洲也设有小

型办事处。尽管这是个非营利组织，但该机构和大

多数跨国公司一样，有志于创造多元文化培训机会，

提高员工工作热情和职业发展机会。

在八个星期里，该机构的代表向世界各地的员

工、培训师以及参加培训课程的客户分发了文化学

习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０７份，回收有
效问卷１０２份，问卷有效率９５％。其中，３０位上海
受访者完成了纸质版的汉语版问卷，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受访者通过在线调查工具完成问卷。

四、调查结果

（一）人口统计结果

有研究表明，某人在某个国家生活得越久，其学

习偏好越会受到其所在地教育系统和学习环境的影

响（Ｒｅｉｄ，１９８７）。因此，本研究根据受访者的居住
地（而非原籍国）对其进行分组。受访者中有３３人
居住在美国，５７人常驻中国，其他受访者分别居住
在巴西（１人）、印度（２人）、英国（１人）、芬兰（１
人）以及德国（１人），另有６名未明示其居住地。从
样本数量看，只有中国和美国的样本足够大，问卷结

果具有分析价值。因此，以下仅就中国和美国的调

查对象数据进行分析和汇报。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受访者总体比较年轻，２５３４
岁的占４８％；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９８％有
大学本科学位，６１％有更高学位；女性偏多，占５８％；
学生和教师人数分别占５７％和４３％（见表一）。

表一　中美师生人数统计

教师（人） 学生（人） 合计（人）

美国 ２８ ５ ３３

中国 １１ ４６ ５７

合计 ３９ ５１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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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量化数据分析
在描述分析中，本研究依据受访者上课的地点

及其主要的文化原籍对其进行分组；在推理分析中，

按照受访者上课地点分组的同时，再按照其国籍和

课堂角色（教师或学生）分组。尽管人们的现居住

国对其文化偏好产生影响，但是移民时也难免会带

着其出生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和偏好。因此，除

了研究人们受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偏好外，本研究

还试图找出哪些文化维度在居住地全新的文化环境

里没有发生改变。由于思维模式也是文化的一部

分，对于要为与自身文化背景不同的学生进行教学

设计的教师来说，这些维度上的文化差异可能不那

么明显。

１描述分析结果
根据问题“您在哪里教授／参加这门课程”的调

查结果将受访者分为“美国”和“中国”两组。根据

该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了解受访者的现居住地及其

所受的文化影响。表二呈现了问卷中的全部问题

（共１６对）以及受访者回答的平均值③。在该双极

量表中，如果所得均值为１４９，说明受试偏向左极
的观点，如果所得均值为５．１１０，说明受试偏向相反
的观点。现将调查数据所反映出的受访者在三大文

化维度（即社会关系、认识论信念和时间知觉）上的

学习偏好分类描述如下：

１）社会关系维度上的学习偏好
两国的受访者在社会关系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

文化偏好。首先，中美受访者都高度赞同“师生关

系是平等的”这一观点（问题１均值为美国３０９，中
国２５０）。在此基础上，他们强烈赞同学生应该参
与学习活动决策，问题２中美受访者的均值分别为
３９１和３１０。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学习方式
（问题３和４），美国受访者显然更倾向于随时发表
观点（问题３均值３７９），而中国受访者更倾向于发
表观点前要先听懂教师所教的内容（均值 ５２８）。
中国受访者的学习动机偏向于个人收获（问题４均
值４７７），而美国受访者更多以集体的成功为动机
（均值６１８）。在学习环境和方式方面，问题５的数
据（美国３７，中国３１９）表明，两国受访者都倾向
于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表扬，即偏好充满关爱的学习

环境；问题６的数据（中国４２８，美国３４２）表明，他
们更偏爱合作（而非竞争）的方式获取学习进步。

２）认识论信念维度上的学习偏好
中美受访者在此维度上的表现也相似，都认为

学生应该从教师之外的渠道查询信息（问题８的均
值分别为７５４和７００）。美国受访者更倾向于结
构性（而非开放性）的学习经历（问题 ７的均值
４１５），中国受访者未对任何一种方式有特别的偏
好（均值５１６）。在通过“逻辑论证”还是“达成共
识”解决问题方面（第１０题），中美受访者意见趋同
（均值分别为４２３和４６４），而在解决矛盾上（第９
题）偏好差异较大：中国受访者倾向于采用争辩的

方式直到找到正确结果（均值３９３），而美国受访者
更愿意为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而搁置争议（均值

５３６）。有趣的是，该发现与典型的中美文化相悖：
中国人向来崇尚和谐共处而不愿直面矛盾。这使我

们认识到，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变

的，年轻一代也许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

而另一种可能是调查上出现了差错，或许是部分受

访者未正确理解问题的意思所导致。中美受访者都

认为，学习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学习者自身，而非课程

设计（问题１２的均值分别为４０３和４２７）。学习
应始于已习得的规则还是实际情境，中美受访者均

未体现出明显的偏好（第１１题的均值分别为４５４
和５１５）。
３）时间知觉维度上的学习偏好
两国的受访者在此维度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均倾向于和同伴交流而非独立学习（问题 １４
的均值为美国６４２，中国６３４）。虽然诚如霍夫斯
塔德（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２００１）指出的，美国是高度个人主义
的国家，但文化是变化的，社交网络工具或许已经对

学习者产生了影响，使他们比从前更重视合作。关

于学习活动应准时开始、准时结束还是只要活动还

有价值就继续（问题 １３），美国受访者偏好不明朗
（均值５３６），而中国受访者偏向于让活动继续（均
值６０９）。更大的差异体现在问题１５：美国受访者
偏向于反思过去（均值５７２），而中国受访者略微倾
向于规划未来（均值４９５）。这些结论与人们对中
美文化差异的刻板印象不符，因为大多数人认为，美

国人比中国人更加信奉未来主义。儒家文化的核心

原则之一是“温故而知新”，很少人相信美国人也会

常常回顾过去。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中国

的受访者大多是年轻一代，更为西方化。在第１６题

·４３·

柳华妮，王敏娟，陈佳等应对全球教育挑战：文化适应学习与教学设计模型的实践与反思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６）



表二　调查问卷问题和描述分析结果（美国Ｎ＝３３，中国Ｎ＝５７）

社会关系 （１－１０分）

１．０＝倾向平等 １０．０＝倾向权威 美国 中国

Ｑ１ａ学员与教师是平等的，可以质疑或挑战教师。
Ｑ２ａ学习者应当讨论和参与学习活动的选择。

Ｑ１ｂ学员质疑或挑战教师是不恰当的。
Ｑ２ｂ教学过程应完全由教师负责。

３．０９
３．９１

２．５０
３．１０

１．０＝倾向个人主义 １０．０＝倾向集体主义 美国 中国

Ｑ３ａ学习者无论何时补充观点都应该畅所欲言。

Ｑ４ａ个人收获是努力学习的主要动力。

Ｑ３ｂ学习者要表达观点时应先倾听教师对全班同学的
讲授。

Ｑ４ｂ努力学习的动机在于帮助整个小组。

３．７９

６．１８

５．２８

４．７７

１．０＝倾向关爱 １０．０＝倾向挑战 美国 中国

Ｑ５ａ每位学习者都应得到表扬。

Ｑ６ａ合作是学习者提高的最好方法。

Ｑ５ｂ为了树立好的榜样，只有最优秀的学习者才应得到
表扬。

Ｑ６ｂ竞争是学习者提高的最好方法。

３．７０

３．４２

３．１９

４．２８

认识论信念 （１１０分）

１．０＝倾向寻求稳定 １０．０＝倾向接受不确定性 美国 中国

Ｑ７ａ我更喜欢结构性的学习活动。
Ｑ８ａ学习者应当依赖课程材料以避免信息冲突。

Ｑ７ｂ我更喜欢开放、自主式的学习。
Ｑ８ｂ学习者应当从多渠道获取信息。

４．１５
７．００

５．１６
７．５４

１．０＝倾向逻辑性 １０．０＝倾向实践性 美国 中国

Ｑ９ａ应当就矛盾展开辩论直至找到正确答案。
Ｑ１０ａ最好的解决方案可通过逻辑论证获得。

Ｑ９ｂ为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应当容忍矛盾。
Ｑ１０ｂ最好的解决方案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获得。

５．３６
４．６４

３．９３
４．２３

１．０＝倾向关注缘由 １０．０＝倾向关注情境 美国 中国

Ｑ１１ａ已有知识和原则是学习的起点。
Ｑ１２ａ学习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学习者个人。

Ｑ１１ｂ现实情境是学习的起点。
Ｑ１２ｂ学习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教学设计的优劣。

５．１５
４．２７

４．５４
４．０３

时间知觉 （１－１０分）

１．０＝倾向关注时间 １０．０＝倾向关注事件 美国 中国

Ｑ１３ａ学习活动最好准时开始，准时结束。
Ｑ１４ａ学生独自安静、高效地学习可以学到更多，进而实
现预期的学习成果。

Ｑ１３ｂ学习活动只要还有价值就应当持续。
Ｑ１４ｂ学生通过和同伴交际和讨论可以学到更多。

５．３６
６．４２

６．０９
６．３４

１．０＝倾向线性时间 １０．０＝倾向周期性时间 美国 中国

Ｑ１５ａ着眼未来，努力实现既定目标对学习而言是最
好的。

Ｑ１６ａ为了实现目标，必须认真制定和执行计划。

Ｑ１５ｂ经常反思过去的经历可使学习者更好地从当前经
历中学习。

Ｑ１６ｂ计划赶不上变化，学习者应从每项活动中吸取经
验教训并不断调整计划。

５．７２

５．５５

４．９５

６．０２

中，两国受访者对于线性学习和周期性学习的态度

又颠倒了过来，中国受访者更偏好灵活的课程安排

（均值６０２），美国受访者相比之下略显保守（均值
５５５）。

综上所述，两组受访者在学习偏好（包括动机、

材料选择和自我表达等）方面既相似，又有不同。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和确定教学原则时，可借鉴这

些描述分析，实施文化适应性设计和教学。特别是

受访者在时间知觉上的相似性，可有效运用于针对

中美两国学习者的教学活动中。

２推理检验结果
对描述性分析中那些呈现差异均值进行推理分

析的目的，是确认这些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推理分析所选问题的均值差在１０及以上，因此本
研究采用Ｔ检验分析问题３、问题４、问题７和问题
９。当显著水平为００５（ａ）时，ｐ值小于 ａ表明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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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学习偏好存在显著差异。

１）现居住国分类Ｔ检验结果
问题３聚焦恰当的表达时机，ｐ＝００４３５（＜ａ＝

００５），表明差异显著；问题４关注学习者动机，ｐ＝
００１７９（＜ａ＝００５），表明差异显著（见表三）。

表三　现居国分类Ｔ检验结果

（美国Ｎ＝３３，中国Ｎ＝５７）

题项 现居住国 均值 ｄｆ ｔ ｐ

Ｑ３：恰当的自我表达：
随时表达（１．０）与 先理
解教师观点 （１０．０）
（双尾Ｔ检验）

Ｑ４：动 机：个 人 收 获
（１０）与帮助集体 （１０．
０）（双尾Ｔ检验）

Ｑ７：学习活动：结构性
（１０）与开放型 （１０．０）
（双尾Ｔ检验）

Ｑ９：矛盾：争辩 （１０）与
包容（１０．０）（双尾 Ｔ检
验）

美国 ３．７９

中国 ５．２８

美国 ６．１８

中国 ４．７７

美国 ４．１５

中国 ５．１６

美国 ５．３６

中国 ３．９３

８８

２．０４８２ ０．０４３５

２．４１０９ ０．０１７９

－１．６９８３０．０９２９

２．６７７７ ０．００８８

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受访者在自我表达方面表

现为个人主义（喜欢随时畅所欲言），他们在动机上

却倾向于帮助群体，在群体中工作会更有动力。与

此相反，中国受访者在自我表达方面表现出集体主

义倾向（先倾听教师的观点），但在动机方面表现出

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收获是更为重要的学习动机。

这一发现与我们对２１世纪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
是一致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今中国社

会鼓励竞争与个人成功。这些发现对于国际教育培

训中选用个人还是集体活动有所启示。

问题９的统计结果表明，文化会影响学习群体
达成一致的方式，中国受访者倾向于通过争辩解决

矛盾、达到意见统一，美国受访者则追求情感和谐，

可以和而不同。ｐ＝０００８８（＜ａ＝００５），表明差异
显著。教师应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学习者对待矛盾的

态度，并为此做好准备。需注意的是，该题的调查结

果不符合中美对和解的一贯态度（详见描述分析结

果２部分）。
并非所有均值差大于等于１０都表明中美受

访者的学习偏好差异显著。表三显示，问题 ７的
均值差虽然为１０１，ｐ却高达００９２９，表明中美受
访者对开放性或结构性学习活动的偏好差异不

显著。

２）原籍国分类Ｔ检验结果
本研究还依据受访者的原籍国对问卷结果进行

分类：受访者中２０位来自美国，５５位来自中国。尽
管８２％的受访者表示上课所在国就是自己的原籍
国，还是有超过１／３的现居美国的受访者（３３位中
的１３位）并非美国籍。

数据显示中美受访者在问题２、３、４、６、９、１０、１２
和１５上的均值差都大于等于１０，但仅在问题６、９、
１２和１５上，ｐ值小于００５，差异显著（见表四）。对
比表三数据可见，两种分类方法仅在问题９上得到
相似结果，表明在对待矛盾的态度上，现居美国但非

美国籍的受访者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同化。比起现居

住国，受访者的原籍国对其在进步途径、学习责任和

反思等方面的倾向影响更为显著：美国籍受访者更

倾向于通过合作提高学习水平（问题 ６的均值
２７０），而中国籍受访者偏向竞争（均值４３５）；中国
籍受访者认为学习责任主要在学习者自身（问题１２
的均值４０４），而美国籍受访者认为学习者和教学
设计者负有同等的责任（均值５００）；相比中国出生
的受访者（问题１５的均值４９５），美国出生的受访
者更可能回顾过去（均值６２０）。尽管学习偏好的
第二种分类方法带来了有趣的发现，但仍需更多的

研究才能得到确切的结论。

３）师生角色分类Ｔ检验结果
尽管本研究旨在探讨文化对学习偏好的影响，

将调查数据按照受访者角色（问题１７：你在课程中
的角色是教师还是学生？）分类后分析发现：受访者

在师生关系、学习活动选择和学习起点等方面的偏

好差异显著（见表五）。问题 １的结果表明，教师
（均值３４４）和学生（均值２２０）都偏好平等的师生
关系。ｐ为０００５３（＜ａ＝００５），说明学生比教师
更迫切地期待平等的师生关系，师生偏好差异显著。

问题２中，教师希望在学习活动上选择向学生灌输，
而学生们希望更多参与到学习活动的选择中。另一

差异出现在问题１１关于积累新知识的起点上：学生
偏向已有知识作为学习的起点（均值４２２），而教师
更希望从实际情境出发（均值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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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中美受访者题项均值和分类Ｔ检验结果

题项 现居住国 人数 均值 ｄｆ ｔ ｐ

Ｑ２：教学活动选择：学习者参与 （１．０）ｖ．教师负责（１０．０）（双尾Ｔ
检验）

美国 ２０ ４．３０

中国 ５６ ３．０４
７４ １．９０９４ ０．０６０１

Ｑ３：恰当的自我表达：随时表达（１．０）ｖ．先理解教师观点 （１０．０）
（双尾Ｔ检验）

美国 ２０ ３．６５

中国 ５５ ５．４０
７３ －１．９８３１ ０．０５１１

Ｑ４：动机：个人收获 （１．０）ｖ．帮助集体 （１０．０）（双尾Ｔ检验）
美国 ２０ ５．９５

中国 ５５ ４．７５
７３ １．７０３４ ０．０９２７

Ｑ６：进步途径：合作 （１．０）ｖ．竞争（１０．０）（双尾Ｔ检验）
美国 ２０ ２．７０

中国 ５５ ４．３５
７３ －２．９１７２ ０．００４７

Ｑ９：矛盾：争辩 （１．０）ｖ．包容（１０．０）（双尾Ｔ检验）
美国 ２０ ５．５５

中国 ５５ ３．９３
７３ ２．５５８６ ０．０１２６

Ｑ１０：问题解决：逻辑论证 （１．０）ｖ．达成一致 （１０．０）（双尾 Ｔ检
验）

美国 ２０ ５．３５

中国 ５５ ４．２４
７３ １．６２２３ ０．１０９０

Ｑ１２：学习责任：学习者 （１．０）ｖ．课程设计 （１０．０）（双尾Ｔ检验）
美国 ２０ ５．０

中国 ５６ ４．０４
７４ １．７６３９ ０．０８１９

Ｑ１５：反思：着眼未来（１．０）ｖ．回顾过去 （１０．０）（双尾Ｔ检验）
美国 ２０ ６．２０

中国 ５６ ４．９５
７４ １．９０１３ ０．０６１２

表五　师生角色分类描述和推断分析结果

题项 角色 人数 均值 ｄｆ ｔ ｐ

Ｑ１：师生关系：平等（１．０）ｖ．教师权威（１０．０）（双尾Ｔ检验）
教师 ３９ ３．４３

学生 ５１ ２．１９
８８ ２．８５９４ ０．００５３

Ｑ２：学习活动选择：学习者参与（１．０）ｖ．教师负责（１０．０）（双尾Ｔ
检验）

教师 ３９ ４．０８

学生 ５１ ２．９２
８８ ２．１３３２ ０．０３５７

Ｑ１１：学习起点：已有知识 （１．０）ｖ．现实情境 （１０．０）（双尾 Ｔ检
验）

教师 ３９ ５．５１

学生 ５０ ４．２２
８７ ２．０４１７ ０．０４４２

　　这些方面还有待更多研究的验证，但上述结果
表明，在某些文化维度上，其他类型文化（如学习中

的教师或学生文化）的影响力可能超越国家或地区

文化（如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三）质性研究发现
本研究定性问题出现在问卷的第１７题后，教师

作答第１８２３题，学生作答第２４２８题，涉及教师的
授课实践（比如为国际学生上课的频率）和文化意

识（比如他们是否有以及如何获得文化意识）。此

外，问卷还问教师是否曾为适应国际学生的需要而

调整授课等。学生的问题也以类似方式展开，只是

提问角度不同，如他们参加国际培训课程的频率，是

否意识到文化差异以及对教师授课的看法等。

１教师问题
问题１８２３旨在检验教师是否意识到自己和学

生间存在文化差异以及是否会调整授课方法弥补文

化差异。７１％的教师（３９位中的２７位）表示，他们
曾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一起工作学习或向他们授

课，其中９３％的教师明确表示意识到了文化差异，
８８％的教师声称意识到文化差异后调整了教学方法
和风格。

接下来的问题是让教师解释他们是如何意识到

文化差异，并说明他们对教学做出了哪些调整。关

于如何意识到文化差异，多数教师表示通过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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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或直接与学生谈论文化差异。有教师说道：

“有时是因为我的预期和猜想与学生或其他教师的

不同而发现的。”教师陈述了他们为弥补文化差异

而做出的教学调整，包括使用多种教学方法，改变文

化环境、为特定文化差别做出调整，调整用语以及调

整课程进度等。有教师清楚地说道，“其中一种做

法是改变作业形式，如把写作作业改成讨论。有时

就是替换例子；改变任务提示和图像；使教学与学生

文化密切相关。”

许多教师称他们公开讨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并调整教学弥补差异，这也支撑了定量数据的分析

结果，特别是在社会关系维度上。如前所述，中美受

访者都强烈偏好平等的师生关系而非教师权威，偏

好关爱而非鼓励竞争的教学方法。

２学生问题
学生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以探究其文化差异

意识。６７％的学生称曾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一起工
作，８４％的学生称他们意识到和自己一同工作、社交
或参加培训的人和自己不属于同一文化群体。

学生的调查结果和教师的基本相似。５１位受
访者均称，他们通过在教室间接观察或是和其他同

学直接交流文化差异等方式意识到影响学习偏好的

文化差异。在被问及是否经历或观察到由文化差异

及其带来的学习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学习困难下上，

他们表示遇到过包括语言不通、文化和视角不同而

难以理解等许多困难。有学生称，某些教学手段对

他们来说是无效的。比如，一位美国学生提到，一到

课堂小组活动，他就感到与大家脱节。缺少师生间

文化差异的意识，有时会导致学习任务或师生交流

中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比如，美国教授让学生分

组完成某项任务，也许是为了让他们密切合作从而

使每个组员对任务的输入最大化，或最大化其他正

面学习结果，但是教授却不了解，中国学生可能习惯

于独立完成任务，给他们布置小组任务也许就意味

着他们可以依靠其他组员而自己偷懒。有些学生

称，这些困难最终会让他们感到挫败，甚至觉得这门

课不适合他们。

学生观点再次印证了定量数据结果。学生们似

乎喜欢教师的授课更具包容性和支持性，若教师不

鼓励他们各抒己见或讨论分歧，学生则会有挫败感。

这也符合前文援引的金斯伯格（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０５）的

研究发现：“学生对教师尊重自己观点的感知与其

动机水平和学习成就之间显著正相关”。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学习的文化维度问卷对来自美国某

全球培训机构的９０名培训者和学员的学习偏好进
行了调查，对所收集到的数据依据不同标准进行分

类描述和推理，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化对学习的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受访者的学习偏好受其现居住国、原

籍国以及他们在教学中的角色等多重影响，在不同

的文化维度和参数上既相似，又有不同。多数教师

（７１％）和学生（６７％）有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
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大多数教师（８８％）和学生
（８４％）意识到与他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尽管绝大
多数（９３％）教师声称自己针对文化差异调整了教
学方案，仍有部分学生表示会因文化差异而遭遇学

习困难。结合调查结果，本研究认为，教师实施文化

适应性教学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树立学习的文化意识

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文化与学习之间的联系，特

别是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和偏好，进而

影响学习成效。教师唯具有敏锐的跨文化意识，才

能关注并试图了解来自不同文化的学习者在学习偏

好上的异同，并据此灵活选用或调整教学方法。

（二）能够准确测量学习者文化

文化是抽象概念，广义的文化可谓无所不包。

文化适应性教学的前提是能够准确测量学习者文

化。数据分析显示，本研究所采用的学习文化维度

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教师可参考该调查工

具中与学习相关的三个文化维度及八对文化参数测

量学习者的文化特征，包括学习者对社会关系维度

的平等和权威、个人与集体、关爱和挑战的观点，对

认知信念维度的稳定性、逻辑与实践性的理解，对时

间知觉维度的关注时间或事件、线性或周期性时间

的偏好等。需指出的是，尽管该调查工具在此次企

业环境下的学习偏好调查中被证实是有效的，教师

在分析学习者偏好时不可生搬硬套，特别是要结合

学科课程的特点灵活调整调查工具，并再次验证测

量工具的有效性。

（三）切实关注学习者共性特点

一般而言，文化研究者倾向于关注文化差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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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者却常常需要关注学生的共性特点。学习

者间差异越大，越需要个性化辅导，因而理想的情况

是，集体教学的目标学习群体应高度趋同。学习者

的共性特点是提高集体教学效率和效果的基础，不

容忽视。以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为例，中美受访者都

偏好平等的师生关系，学生希望有机会挑战教师的

权威，并能适当参与学习活动的选择；都倾向于充满

关爱（而非竞争）的学习环境；都喜欢和同伴交流而

非独立学习等。教师在进行学习偏好的调查分析

时，切忌忽视这些共性特征而过度关注学习者差异。

否则，教师的课程教学设计可能在部分文化参数上

满足了组间存在差异的学习者，却在其他方面未满

足整个学习者群体的需要，从而影响课程成效。

（四）积极应对学习文化差异

不同的学习群体可能在文化的部分维度和参数

上趋同，但在其他维度和参数上趋异。教师可以参

考本研究形成的调查工具在实施教学的前、中、后各

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偏好进行调查分析，对学习者

群体内部的偏好差异做出响应，灵活调整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课堂活动、学习任务、教学反馈方式等。

实施文化适应性教学，创造个性化学习体验，仅有关

注差异的意识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有具体的方法

来应对和利用差异。以课堂活动为例，若调查显示

学习者群体内部存在显著的学习偏好差异，那么教

师既可以为他们提供不同类型的学习活动和任务

（如开放性或结构性、个人或小组、多种主题、多种

难度级别等），也可以通过恰当的分组（如每次活动

临时分组或学期固定分组、学生自由分组或教师指

定分组、文化趋同分组或文化趋异分组），帮助学习

者实施有效的合作学习。

（五）保持动态的学习文化观

在本研究调查中，两种分类方法（按现居住国

和原籍国分类）下美国组的数据出现了较大差异，

这说明在美国工作学习、但非美国籍的受访者既部

分保留了本民族文化偏好，又在某些文化维度和参

数上受到美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可见，文化不是一

成不变的，学习者的偏好会随着其文化经历而改变。

这要求教师一方面要打破传统的国别和地域文化

观，认识到依据文化调查结果设计教学方案和方法

比依赖固有的文化刻板印象有效得多；另一方面也

说明，文化适应性教学设计应当是个动态过程，教师

须借助科学的调查工具反复采集学生反馈，并据此

灵活调整和选择教育手段，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学生

需求。

除上述结论与建议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有待

课程设计者和其他研究者研究。例如，学生所感知

的师生权力距离是否比教师感知近？学习者在教学

活动选择中期待获得更多自主吗？学习者偏向在已

有知识基础上学习新知还是基于现实的情境？在多

大程度上中国学生喜欢合作、美国学生喜欢竞争？

他们如何满足“达成一致意见”的需要？学习的责

任主要在哪一方？是否一方更加着眼未来而另一方

更关注反思过去？我们期望，通过后续研究和应用

实践逐步完善文化适应性模型及相关调查工具。

［注释］

①详见ｈｔｔｐ：／／ｈｏｍｅｓｃｏｍｅｔｕｃａｒｅｄｕ／～ｐ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②需要问卷样本的请联系作者。

③描述性数据通常需要报告标准差值，但传统的标准差意义不

适用于双极量表，因此本文未报告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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