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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英语学习模式与人格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邹建湘，吴丽林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6） 

[摘要] 通过定量研究的相关关系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和半封闭访谈的形式，对长沙理工大学 10 级非英语专 

业的工科本科生进行研究，探讨我国大学生所具备的人格特质及其呈现的英语学习模式，并分析学习者人格因素 

与其英语学习模式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大学英语学习者的人格因素差异性显著，其中六种人格因素与其 

英语学习模式存在相关关系并达到显著水平，而且这几种典型的人格因素都倾向于某种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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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因素是影响英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因素 

之一 [1] 。国内外对人格因素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人 

格对学业成就影响的讨论，即围绕人格特质对学业 

成就的直接预测效应展开。相对而言，对人格与学 

习其他方面的关系关注较少，特别是对于把人格因 

素与学习者的英语学习模式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 

忽视了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学习行为和学 

习心理特征。 

对学习者人格因素的了解，有助于学习者辨认 

出他们的优劣势；通过人格培养改变他们对自身能 

力的感知状况及其自信程度，以便帮助学习者根据 

自身的人格特质，选择并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以 

便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使得课堂内外英语学习紧 

密接轨，从而真正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 

一、理论基础 

人格是指由人对现实的态度和他的行为方式 

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一个人的相对持久 

的反应倾向 [2] 。美国伊利诺州大学人格及能力测验 

研究所卡特尔教授是持特质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 

特性是人格的因素，把特质视为人格的基本结构单 

元，并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人格特质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一个基于人格特质的理论模型，他用因素分 

析的方法把特性区分为表面特性（surface traits）和 

根源特性（source traits）。表面特性是由一些互相联 

系的特性形成的，它表现了若干因素的重叠影响， 

它不稳定也不持久，对了解人格意义不大。根源因 

素是一些单一的因素，是人格的基本成分。经过多 

年研究，卡特尔提出了  16 种人格因素，并编制了 
16 种人格因素测验（16PF）。这 16 种人格因素是： 
A.乐群性；B.聪慧性；C.稳定性；E.恃强性；F.兴奋 

性；G.有恒性；H.敢为性；I.敏感性；L.怀疑性； 
M.幻想性；N.世故性；O.忧虑性；Q1.实验性；Q2. 
独立性；Q3.自律性和 Q4.紧张性。 

自主学习又称学习者自主性，广义上讲是指学 

习者对自己学习的一种控制能力 [3] 。自主学习是一 

种通过后天培养的在学习过程中对自己学习负责 

的能力，自主学习是能够自己决定学习目标，确定 

学习内容和进度，选择学习方法和技巧，监控习得 

过程及自我评估学习效果 [4] 。我国学者认为自主学 

习应包括五方面内容：有学习责任心；有明确的学 

习目的；制定学习计划；评估学习进步；调整学习 

策略。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主学习，它包括以下三 

方面：自主学习是由学习者的态度、能力和学习策 

略等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主导学习的内在机制。学 

习者安排和控制自己学习的能力，如制定学习目标 

的能力，针对不同学习任务选择不同学习方法和学 

习活动的能力，对学习过程进行监控的能力，对学 

习结果进行评估的能力；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目 

标、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以及使用的学习材料的控 

制权 [5] ；自主学习是一种学习模式，即学习者在总 

体教学目标的宏观调控下，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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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条件和需要制定并完成具体学习目标的学习模 

式。这种学习模式有两个必然前提，即学习者具备自 

主学习的能力，教育机制提供自主学习的空间。 

自主学习是大学生个人的主动学习，自主是一 

种人格倾向，是人在行为中表现出的独立性和自我 

决策 [6] 。自主学习的理论基础是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 

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强调成人学习过程中的 

自我观念和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他们关注人的特性， 

主张人是一种自由的、有理想的生物，具有个人发展 

的潜能，他们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自我意识的支配， 

要想充分了解人的行为，就必须考虑到人都有一种指 

向个人成长的基本需要。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学习过 

程中人的因素，认为人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必须重视 

学习者的意愿、情感、需要和价值观。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一直以来，外语教学的研究重点都集中在如何 

选择和运用最佳的教学方法上，涌现出很多教学 

法，比如 50 年代的听说法，70 年代的认知法、交 

际法，后来又出现了沉默法，但外语学习的效率并 

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7] 。这就给予我们以深刻启示： 

教学方法只是学习的外部因素，学习是一个终生行 

为，教师再好，也只是外因，而真正对学习起决定 

作用的还是学习者自己，特别是英语自主学习对于 

学习者提高外语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对英语的 

学习进行自主，形成对其有效的学习模式，从而使 

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因此，学习模式 

在大学英语阶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研究学习 

模式的时候，研究人格因素也变得非常重要，从而 

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建议。 

（二）研究的内容 

本研究从人格因素的角度调查其与学习者英 

语学习模式的相关关系，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信度 

和效度，笔者选择了人格因素差异较大的学习者， 

即选取了具备多种人格因素的样本，以免因选择的 

人格因素种类过于单一，没有考虑到其他种类的人 

格因素与学习者的学习模式的相关关系，而使研究 

结论过于狭隘，没有代表性。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明确要 

求大学生应注重听说读写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8] ，所 

以笔者从听说读写这四个方面来调查学习者的英 

语学习模式，并借助自主学习的理论，以宏观的角 

度，从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制订学习计划、评估学 

习进步、调整学习策略这几方面来研究被试者的学 

习模式。然后针对收集的数据和材料，进行  SPSS 

统计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来研究学习者人格 

因素与其英语学习模式的相关程度。针对与其相关 

的人格因素归纳出对应的英语学习模式，最后得出 

结论并结合英语教学与实践提供建议与启示。 

（三）研究的问题 

（1）英语学习者对听说读写译这几方面是如 

何分工的？ 

（2）具有某种人格因素的英语学习者一般倾 

向于采用什么样的英语学习模式？ 

（3）学习者人格因素与其英语学习活动之间 

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任意抽样方法，从长沙理工大学  10 
级非英语专业的工科本科生中抽取120名为研究对象 

（二）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封闭式问卷调查的形式，一方面以 

华东师范大学戴忠恒、祝蓓里修订的卡特尔  16 种 

人格因素问卷作为测定工具，另一方面自行设计了 

英语学习模式问卷调查表，该问卷分为两部分：① 

个人情况调查，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专业。 

② 学习者的英语学习情况调查，该问卷是由 35个 

题项组成的自陈式量表，每个题项设 5个李克特等 

级：这种做法完全或几乎不符合我的情况（1 分）； 

这种做法通常不符合我的情况（2 分）；这种做法有 

时符合我的情况（3 分）；这个句子通常符合我的情 

况（4 分）；这种完全或几乎完全适合我的情况（5 
分）。最后将问卷调查的结果利用社会科学统计分 

析软件包 SPSS10.0 进行数据处理。 

（三）调查过程与数据收集 

为了提高本研究的信度，笔者根据问卷调查反 

映的情况，从被试者中随意选出  20 名进行个人谈 

访，并做好笔录； 并要求被试者每周记录自己的 

学习情况，包括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内容以 

及在英语听、说、读、写、译各方面的学习方法。 

最后将调查结果、个人谈访和学习周记的结果进行 

比对，相互验证。 

（四）数据分析，采用 SPSS 

笔者通过对被试者进行问卷调查和半封闭式 

访谈，运用  SPSS10.0 对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与分析。 

四、结果与讨论 

（一）人格因素的显著性差异 

通过对被试者进行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 

调查，并运用 SPSS 进行描述统计得出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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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格因素描述统计 

Std. 

N  Range  Minimum  Maximum  Mean  Deviation  Variance 

乐群性  120  12.00  8.00  20.00  12.1600  2.7207  7.402 

聪慧性  120  6.00  9.00  15.00  11.0200  1.3013  1.693 

稳定性  120  9.00  6.00  15.00  9.7400  2.2206  4.931 

恃强性  120  14.00  2.00  16.00  9.4600  3.4059  11.600 

兴奋性  120  12.00  8.00  20.00  12.9200  2.9543  8.728 

有恒性  120  13.00  7.00  20.00  12.3000  3.6936  13.643 

敢为性  120  14.00  3.00  17.00  12.7600  2.8611  8.186 

敏感性  120  8.00  9.00  17.00  12.6600  2.3353  5.453 

怀疑性  120  9.00  7.00  16.00  11.7600  2.5035  6.286 

幻想性  120  6.00  10.00  16.00  12.5400  1.7407  3.029 

世故性  120  3.00  6.00  9.00  7.5000  1.0351  1.071 

忧虑性  120  14.00  5.00  19.00  12.5200  2.5574  6.540 

实验性  120  9.00  9.00  18.00  12.7400  2.0285  4.115 

独立性  120  14.00  4.00  18.00  10.1600  3.0928  9.566 

自律性  120  11.00  6.00  17.00  10.5400  2.6358  6.947 

紧张性  120  14.00  5.00  19.00  12.84  2.5424  6.464 

Valid N (listwise)  120 

通过对比研究对象人格因素的每一类型所得 

的全距、平均数、标准差和方差，结果表明：研究 

对象的人格因素差异性显著，特别是在乐群性、恃 

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以及独立性呈显著 

性差异。 

（二）英语学习模式 

以下表格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整体英语学习情 

况：为了使被试者的英语学习情况一目了然，本文 

采用了记分制的方法来衡量，以上表格的结果表 

明：14%的学生成绩在  6779 分之间；18%的学生 

成绩在 8089 分之间；26%的学生成绩在  9099 之 

间；而本测试的总分为 160 分，及格分数折合成百 

分制为  96 分，也就是说 58%左右的学生成绩不及 

格，即是有将近一半的学生英语学习情况不是很理 

想，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学生英语学习情况，我设计 

了英语学习情况问卷调查，从听、说、读、写四个 

方面来考察。 

在听力方面，大多数被试者平时喜欢通过听英 

文歌曲、收看英文影视电影这种方式提高自己在听 

力方面的能力，主要原因是这样能够直接接触到英 

语语境，而且这种形式形象生动，能够极大的激发 

学习者的兴趣和热情。而通过听试题的方式练习听 

力的只有一小部分，这部分学生表示他们这样做的 

原因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而不得 

以采取的做法。而听英语配套教材的原声材料的学 

生比例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学生都把与教材配套 

的听力材料丢在一边，置之不理。 

在英语口语方面，研究对象的整体情况不是很 

理想：虽然很多被试者表示曾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英 

语角等活动，但是大部分学生暗示他们参加的主要 

目的是图个新鲜， 看看热闹， 感受一下英语的氛围， 

而不是真正抱着想要提高自己口语的目的。调查结 

果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学生选择参加英语角等活动 

的频率是有时，这就表明被试者在提高口语方面的 

热情不高，而且他们花在练习口语方面的时间相对 

其他三方面很少：有 58%的学生表示他们课外几乎 

不与同学和老师用英语交流来练习口语；有 13%的 

学生在自己会对自己说英语，这就说明非英语专业 

的大学生普遍缺乏合作学习的热情和意识，对英语 

口语的重视不够，所以投入在提高口语方面的时间 

和精力明显欠缺。 

在阅读方面，调查结果显示：54%的学生喜欢阅 

读英文报刊杂志，学习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对西方 

国家的风土人情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但也有 27%的学 

生通过做套题来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以通过过级考 

试，因为在四六级考试中阅读占的比例很大。 

在英语写作方面，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很多学 

生表示花在写作方面的时间很多，但效果不尽人 

意。有 66%的学生采用记忆单词的方法扩大自己的 

词汇量，58%的学生采用背诵名言佳作的方法来提 

高写作水平。 但是只有11%的被试者用英语写日记、 

写信或者读后感。他们表示受汉语思维的影响，并 

以此为基础进行翻译式的英语写作，这就表明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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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在英语学习策略方面存在 

严重不足，学习方法欠妥。 

通过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我们发现几乎所 

有的被试者都希望能够学好英语，他们几乎都具 

备学习英语的责任心。在涉及到为什么要学习英 

语的动机时，研究对象都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包 

括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前者指的是希望通 

过学习英语从中获得好处，比如通过考试，找到 

好工作； 后者指的是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很感兴趣， 

喜欢与他们交流并融入他们的社会中。在问及有 

无制定学习计划时，51%的学生给出了肯定的回 

答，但是其中只有  19%的被试者能够照其制定的 

计划执行，合理的安排英语学习时间。在涉及到 

评估学习进步方面时，只有  24%的研究对象对自 

己学习英语进步的情况进行评价，从中找出薄弱 

环节和改进措施。 在调整学习策略方面， 虽然 87% 
的学生表示希望借鉴优秀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经 

验，但其中只有  33%的学生会与同学、老师讨论 

英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找出问题并改进学习方 

法。在考察学习者的情感因素时，调查结果显示： 
29%的被试者在学习英语时，会注意自己的情绪 

变化并有意识地进行调节（详见表 2）。 

表 2 研究对象的整体英语学习情况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6779  7  14.0  14.0  14.0 

8089  9  18.0  18.0  32.0 

9099  13  26.0  26.0  58.0 

100109  11  22.0  22.0  80.0 

120129  4  8.0  8.0  100.0 

Total  50  100.0  100.0 

Cases weighted by 数据 

（三）大学生英语学习模式与人格因素的相 

关性 

以下是大学生英语学习模式与人格因素的相 

关度表：被试验者的英语学习模式得分是通过其回 

答英语学习活动情况问卷调查取得的得分来衡量 

的。该问卷每题的得分为 15 分，由完全不符合情 

况到完全符合情况，共有  32 题，总分为  160 分。 

通过观察该表可以得出以下结果：被试者乐群性与 

其英语学习情况的相关系数为  0.649；聪慧性与英 

语学习情况的相关系数为0.202；稳定性与英语学 

习情况的相关系数为  0.786；恃强性与英语学习情 

况的相关系数为  0.654；兴奋性与其的相关系数为 
0.249；有恒性与其的相关系数为  0.754；敢为性与 

其的相关系数为0.221；敏感性与其的相关系数为 
0.740；怀疑性与其的相关系数为 0.257；幻想性与 

其的相关系数为0.044；世故性与其的相关系数为 
0.045；忧虑性与其的相关系数为0.171；实验性与 

其的相关系数为0.297；独立性与其的相关系数为 
0.726；自律性与其的相关系数为  0.750；紧张性与 

其的相关系数为0.291。 

一般认为，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 0.2 以下为弱 

相关或不相关；0.4 以下为低相关；0.6左右为中相 

关；0.8 以上为高相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乐 

群性、稳定性、恃强性、有恒性、独立性和自律性 

与英语学习情况之间的相关性较高。 

通过对学习者人格因素及其学习模式的调查 

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具有某种人格因素的学习者 

所采用的英语学习模式（见表 3）。 

表 3 人格因素与学习模式 

人格 

因素 

乐群 

性 

稳定 

性 

恃强 

性 

有恒 

性 

独立 

性 

自律 

性 

学习 

模式 

交流 

型 

计划 

型 

能力 

型 

坚定 

型 

自学 

型 

自觉 

型 

交流型学习模式的特点是：乐于与同学老师 

交流，讨论英语学习中的问题，尽量用英语与同 

学会话；计划型学习模式的特点是：有详细的学 

习计划，并照此执行，比如会有规律地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能力型的特点是：抓住身边所有可以 

练习英语的机会；坚定型的特点是：能够很好地 

安排自己的学习日程，独立型的特点是：能够独 

立阅读英语课外书籍，按时完成作业；自律型的 

特点是：思考进步与退步的原因，评价学习表现 

调整学习计划（详见表 4）。 

五、启示及建议 

根据卡特尔的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调查，我们 

发现研究对象的人格因素差异性显著，特别是在乐 

群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以及独立 

性呈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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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orrelatio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通过对被试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非 

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其英语学习情况有以下特点：学习 

者的学习观念不够正确，缺乏系统的学习计划，对学 

习计划的执行能力相对很弱，对于语言学习方法的多 

样性，语言学习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学习者对于听说 

读写四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明显失衡，对于口语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合作学习的精神和意识，在英 

语学习策略的运用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通过对学习者人格因素及其学习模式的调查 

分析，以及运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得出以 

下结论：乐群性、稳定性、恃强性、有恒性、独立 

性和自律性与英语学习情况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 

且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较高。 

（一）启示 

（1）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学生学习动机普 

遍不够明确，缺乏系统的学习计划，对学习计划的 

执行能力相对很弱，这就对我们的学习者提出了要 

求：学习者应明确学习动机，并激发自己的学习兴 

趣。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语言水平的实际情 

况，制定具体合理的学习计划，包括近期目标、长 

远目标，合理安排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 

（2）通过观察发现，学习者在听说读写四方 

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明显失衡。对于低侍强性、低 

兴奋性和低敢为性的学习者，他们普遍表现为害 

羞、拙于发言，凡事避免抛头露面，在英语学习中， 

不能大胆地利用身边练习英语的机会。因此对于这 

类学生，他们应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多鼓励自己， 

积极参加英语角、英语沙龙等活动，勇于表达自己 

的思想。 

（3）对于高兴奋性、低稳定性的学习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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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往往表现为容易冲动、注意力不集中。因此他们 

因调整自己，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培养静坐思考 

的习惯，多方面阅读英美小说报刊杂志等。 

（4）结合自身的情况，从实际出发，了解自 

己的性格特征，研究自己的个性特点，找出哪些特 

点有利于自己的英语学习，哪些特点阻碍自己的进 

步，从而能发挥自己的优势，采取相应的措施，克 

服弱点。 

（二）建议 

（1）教师可根据人格特征互补的原则，安排 

学生进行组群学习。比如把内向型学习者与外向型 

学习者安排在一个小组，达到双方互补，共同进步 

的目的。 

（2）在课堂上举行形式多样的口语练习活动， 

给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的机会，培养他们的自主 

能力。比如可以安排值日生报告、小组活动，课题 

讨论，多给学生上讲台的机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动 

机，提高他们的听说能力。 

（3）教师应多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根 

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布置相应的课堂任务。比如对 

于内向型的学生，可以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鼓励 

他们多说多练；而对于外向的学生， 

可以让他们多分析课文的句子和结构，以提高 

他们语法和阅读方面的知识水平。 

（4）教师应多讲授关于英语学习方面的学习 

策略和方法，比如可根据学生的人格特点，指导学 

生运用适宜的情感策略，正确处理语言学习中的情 

感、动机等问题，并能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这些问 

题，减低焦虑、自我鼓励、保持较强的学习动机， 

并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使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承担 

起自己的学习责任，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意识。 

（5）教师应为学生提供适宜的网络多媒体外 

语学习网站，为学习者提供真实的外语学习环境， 

并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及时反馈，老师给予相应的指 

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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