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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方式对母语和外语阅读能力的影响

刘 泽 海

(吉首大学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湖 南 吉 首 46000)*

摘 要 ：认知方式是影响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一项以吉首大学452名大学生为样本的调查，重点 

分析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场依存/场独立）与用汉语和英语处理不同层次书面话语的结果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表 

明，场依存和场独立学生间汉语和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在不同性别、专业和学术水平组别间的认 

知方式也有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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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者分析个体阅读能力差别的兴趣明显地增加。一个特别的研究重点是分析认知方式与学 

习成就，特别是阅读理解能力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威特金等人（W it k i n e t . a l. 1 9 9 7 )认为：“现已有大量的证 

据是从运用体现认知风格方法在理解学生如何学、教师如何教以及教师与学生如何互动等方面有用概念的 

调查中积累起来的”。[1]

在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认知风格不同分类的研究。本研究集中于认知风格的“场独立/场依存”维度，它代 

表个体在心理功能上主要依赖于自身或受外界的影响程度。[2]以下是与场独立和场依存主体有关主要特征 

的简单归纳。

表 1 场独立/场依存认知风格的区别

场依存性主体 场独立性主体

1.学习包含社会内容的材料时，比场独立主体表现
要好。

1.将结构强加于非结构材料。

2.更容易受到老师积极地影响。 2.没有教师的干扰会学得更好。

3.做结构性任务比非结构性任务完成得要好。 3.用内在动机学习时，学得更好。

4.容易受到非显著性线索分心。 4.依赖自己而不是别人。

5.被认为有人际导向。 5.通过分析情形解决问题。

6.被认为有社交取向，且易于交谈与交流。
6.对于细节的态度是独立的和参与的，依赖参考的 
内在框架。属于自我依赖型。

7 .当通过与本土人互动学习语言时，二语学习做得 
很好。

7.可能擅于语言学习活动，比如发展范式、句 型 、组 

织数据进行概括以及学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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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 被试

参加本研究的是45 2名自愿参与测试的吉首大学学生，男 24 7人 ，女 2 0 5人 ，平均年龄 22.33岁 。15 2名 

学生来自于基础科学与工程系（33.62%) , 2 9 人来自于人文社会科学系（50.66%),以 及 7 1 人来自医学系 

(15.72%)。至于学生学习水平层次，样 本 包 括 9 7名大学一年级学生（21.46%) ,138名中间年级（30.53%) 

和 2 1 7名高年级学生（48.01 % ) 。

(二) 工具

1. 阅读理解能力测试

评价第一语言（汉语）和第二语言（英语）阅读理解能力策略基于从前研究验证过的一套阅读理解能力测 

试的修改版本。用汉语和英语进行的测试就文本形式（说明性学术论文、带有类似密度、广度和结构）结构 

(每一种测试有3 7个多项选择题）评价的技能（概要的、局部连贯性、宏大命题的和文本处理策略）和评价标 

准（分 值 从 0—33)而言是等同的。用四个选项的文本形式，在基于平衡程序的情况下对测试进行管理。

2. 认知风格测试

场独立一场依存通过镶嵌图形测试（G ro u p  E m b e d d e d F ig u r e s T e s t)[3]进行评估。测试要求被试理解 

并概述一系列内嵌于复杂设计里的简单几何图形，分别包括 7,9,9三节；最后二节完全一致样本图形的数字 

组成从范围1(非常强烈的场依存)到18(非常强烈的场独立）的原始分数。

(三） 程序

根据测试指南对被试用镶嵌图形测试进行管理。在两个连续 1 个半小时长度的阅读理解测试之后对镶 

嵌图形测试结果进行管理。使 用 S P S S 进行数据处理。

二、结果

英语（16.80/33)和汉语（20.92/33)的平均阅读成绩比在大学生中预期的得分更低，主要是关于汉语的 

成绩（英汉语测试成绩分别相当于百分制成绩50/100和 63/100)。至于认知风格，取 得 了 平 均 值 12.3/18 

(相当于场中间类别的上线）样本分布体现场独立的趋势（见 图 1)。

图 1 认知风格分布图

多重相关分析（表 2)表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高度相关 （r =  .4659, p < .001),同样在汉 

语 （r =  .3764, p < .001)和英语 （r =  .2725, p < .001)阅读能力和认知风格之间也存在高度相关。

62



第 33卷（总第289期） 刘泽海：认知方式对母语和外语阅读能力的影响

认知风格与阅读理解

第一语言----汉语

表 2 多重相关分析

第一语言阅读理解能力 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 相关度

第一语言阅读理解能力 1.0000 0.4659 0.3764

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 0.4659 1.0000 0.2725

相关度 0.3764 0.2725 1.0000

显著相关度 0.05

为了分析根据认知风格分组的群体之间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成绩的差别，以镶嵌图形测 

试成绩为基础，将样本分为场依存组、场中立组和场独立组。一系列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汉语（F =30. 

87, p <.001)和英语（F =30.87, p <.001)两种语言中，按认知风格存在高度明显差别。事后分析（图基的 

诚实显著差异，T u k e y 'H o n e s t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 f e r e n c e )表明 ，在用第一语言阅读的情形中，场独立组的平均 

分与其他两组（场中立组、场依存组)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场中立组的平均分也与场依存型的阅读得分有明 

显的差别。至于第二语言的阅读，图基的诚实显著差异测试表明在场独立被试与其他认知风格被试在阅读 

平均分上有显著差异（见 表 3)。

表 3 变量分析（一语和二语按认知风格划分的阅读理解能力）

图 2 —语阅读的认知风格

进一步的方差分析表明，根据学生专业领域定义的不同组别的认知风格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表 4)。 

用图基的诚实显著差异测试进行的事后分析表明，在理工科学院各专业学生的认知风格平均得分与别的两 

个专业学生的成绩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按照学术水平层次（大一、二 、三 、四学生）划分的学生之间没有发 

现存在明显的差异（表 4)。

方差分析变量 认知风格组别 阅读理解平均得分 F 比率 显著性水平

用一语（汉语）阅读的认知风格

场独立 22.1694 30.8737 .0000

场中立 20.0942

场依存 17.9848

用二语（英语）阅读的认知风格

场独立 17.7661 15.1694 .0000

场中立 16.0290

场依存 14.7576

阅
读
平
均
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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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变量分析（根据专业领域或学术水平划分的认知风格)

2017年 3 月

方差分析变量 学院（专业） 认知风格平均得分 F 比率 显著性水平

理工科 14.1617 20.1384 .0000

按专业领域的认知风格 人文社科 11.1738

医学 11.5437

方差分析变量 学术水平（年级） 认知风格平均得分 F 比率 显著性水平

大学一年级 12.6587 1.6364 .1963

按学术水平的认知风格 大学二、三年级 11.7911

大学四年级 12.4733

最后，为了分析阅读理解能力结果与认知风格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一系列 T 测试 ，结果表明用汉语阅 

读的阅读平均得分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t =  2.83，p < .05)，男性获得较高的阅读平均分 

(同样性别组中认知风格也存在高度明显的差别（t = 5 , 7 9 ，p < .001)，英语阅读的能力测试得分在性别组之 

间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别。

三、结论

(一） 在用作为第一语言的汉语阅读和作为外语的英语阅读间发现的有趣且高度明显相关，使人想起阅 

读策略从第一语言向第二语言外推的可能性。

(二) 在场依存/独立认知方式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阅读理解能力间存在可能的高度相关，这个结论支 

持了在文献中提及的先前发现。而且场独立认知方式，通过提供与构建相关的包括个体变化的认知方式与 

阅读理解模式的验证证据，与两种语言较高阅读得分之间有明显高水平相关。

(三） 当考虑到诸如性别和不同学习专业领域之类变量时，我们也发现了认知方式的明显差别。因此在设 

计和执行工具性方法，特别是在教大学生阅读理解策略时，我们必须强调将认知方式变化考虑在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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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a c t ： C o g n it iv e  s ty le s  p la y  an im p o r ta n t ro le  in tn f lu e n c in g  le a rn e rs  ̂la n g u a g e  le a r n in g . T h e  s u rv e y  

ta k e s a s a m p le  o f 452 v o lu n ta r y  u n d e rg ra d u a te  c o lle g e  s tu d e n ts  f r o m  J is h o u  U n iv e r s i t y ，fo c u s in g  o n a n a ly 

z in g  th e  r e la t io n s h ip  b e tw e e n  re a d e rs  ̂c o g n it iv e  s ty le s  (f i e l d — d e p e n d e n t/ in d e p e n d e n t) a n d t h e i r p e r fo r m 

ance a t d i f fe r e n t le v e ls o f w r i t t e n  d is c o u rs e  p ro c e s s in g  in  C h in e s e (L 1) a n d in  E n g l is h  (L 2). T h e  re s u lts  

s h o w  s ig n i f ic a n t d if fe re n c e s  in  re a d in g  c o m p re h e n s io n  b o th  in L 1 a n d L 2 b e tw e e n  f ie ld  d e p e n d e n t a n d in d e 

p e n d e n t s tu d e n ts ，as w e l l as s ig n i f ic a n t d if fe re n c e s  in c o g n it iv e  s ty le s  b e tw e e n  g ro u p s  d e f in e d  b y g e n d e r， 

f ie ld  o f s t u d y ，a n d a c a d e m ic le v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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