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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学习有两种方式：发现学习和接受学习。发现学习指在

教师的启发下，学生独立发现概念间的关系。接受学习指教

师将原理以命题的形式直接呈现给学生，并与学生已有的知

识建立联系，使新的原理融入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中。 102、

问题解决的性质 ⑴问题：指这样一种情境：个体想做某件事

，但不能立即知道做这件事所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问题包

含四个成分：①问题情境；②已有的知识、技能；③障碍；

④方法，即个体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步骤。 ⑵问题解

决：指对问题形成一个新的答案或解决方案。这一答案不是

简单应用已经学过的规则，而是对已有的知识、技能或概念

、原理进行重新改组，形成一个适应问题要求的方案。问题

解决有以下特点：①问题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是新问题，即第

一次遇到的问题。②问题解决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它将已掌

握的概念、原理根据当前问题的要求进行重新转换或组合。

③问题解决是形成解决问题的原理或规则，并成为认知结构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问题解决是更为高级的一种学习形

式。 103、问题解决的过程 ①杜威的五阶段论：开始意识到

问题、识别问题、收集材料形成假设、接受或拒绝试探性的

假设、问题解决和评价。②华莱士的四阶段论：准备收集信

息阶段、深思酝酿状态、灵感或启迪（即问题解决方案的突

然出现）、验证检验各种方法。③当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四

阶段说：理解和表征问题、寻求解答的方案、执行计划或尝



试某种解决方案、对结果进行检验。 104、问题解决的理论，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试误说、顿悟说和信息加工模式等 ⑴试误

说：是桑代克提出的。他在研究猫打开迷笼的研究中发现，

猫在迷笼中寻找笼栓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尝试错误的过程：开

始是一些盲目的动作，偶尔碰上门栓打开笼门；下次再关进

迷笼时，错误会减少，会较快找到笼栓。这一理论认为解决

问题的过程是盲目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建立刺激反

应联结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一种尝试错误的渐进的过程

。这种观点由于忽视了认知在问题解决中的作用，因此，只

是适用于解释简单问题的解决。⑵顿悟说：是格式塔心理学

家苛勒在研究黑猩猩取香蕉的过程中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

，人在遇到问题时，会重组问题情境的结构，弥补问题的缺

口，达到新的完形，从而联想起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一

过程的突出特点是顿悟，即对问题情境的突然领悟。这种观

点强高了问题解决的认知成分，即个体对问题情景的理解以

及重组情景对问题解决的作用。但是，苛勒却认为这种顿悟

是先验的，带有唯心的成分。 ⑶信息加工论模式：将问题解

决看成是信息加工系统将最初的信息经过加工转换成最终的

信息状态的过程。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属纽厄尔

多和西蒙。他们认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主体会遇到各种

问题情境，这些问题情境的综合就构成了问题状态，问题状

态可以分为初始状态、目标状态以及从初始状态到目标状态

的一系列中间状态。问题解决的目的就是设法从问题的初始

状态一步步转变为目标状态。将一种问题状态转化为另一种

状态的操作称为算子，因此，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利用算子

从初始状态转变到目标状态的过程。搜索算子的途径有两种



：一种是算法式，指将达到目标的各种可能的方法都算出来

；另一种是启发式，即只试探那些对成功趋向目标状态有价

值的算子。信息加工理论从信息加工转换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解决的过程，对我们理解问题解决的本质是有一定意义的，

但是人类信息加工与计算机信息加工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⑷

现代认知派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①奥苏伯尔

等人的模式：1969年奥苏伯尔和鲁宾森提出，问题解决一般

要经历四个阶段：呈现问题情境；明确问题的目标和已知条

件，将问题情境与已有的知识基础或认知结构联系起来；填

补空间，这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即根据已知条件和目标，根

据有关背景命题、某些原理或策略来填补问题空间；解答后

进行检验。奥苏伯尔的问题解决模式②格拉斯的模式：格认

为，问题的解决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形成问题的初

始表征，即对问题进行理解；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寻找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重构问题表征，即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或

对以前的理解的修正；执行计划和检验结果。 这一模式将问

题解决的四个阶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提出问题解决的

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曲折的迂回的，会遇到挫折、失败或停

顿等。105、动作技能形成的阶段一般要经历四个主要阶段。

在每一个阶段，学习者学习的重点及特征是不同的。⑴认知

阶段：是动作技能形成的开始阶段。从传授者的角度来年，

主要是讲解与示范；从学习者的角度看，主要的理解学习任

务，形成目禁区表象和目标期望。⑵分解阶段：在这一阶段

，传授者将整套动作分解成若干局部动作，学习者则初步尝

试，逐个学习。⑶联系定位阶段：此阶段的重点是使适当的

刺激与反应形成联系并固定下来，整套动作联为整体，变面



固定程序式的反应系统。⑷自动化阶段：这是动作技能的熟

练期阶段。106、动作技能形成的理论⑴行为派的理论：是建

立在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的。巴甫洛夫认

为，动作技能是先行动作通过条件反射建立起来暂时神经联

系并变成后继动作的信号来实现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则认

为动作技能形成的本质就是形成一套刺激反应的相互联结系

统。⑵认知派的理论：认知心理学家在承认动作本身是一系

列刺激反应联结的同时，更强调动作技能的学习必须有感知

、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成分的参与。如韦尔福德的动作

技能形成模型将动作技能的形成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感觉

接受阶段、由知觉到运动的转换阶段、效应器阶段，如下图

所示： 107、动作技能的培养⑴理解任务的性质和学习情境：

①教师应使学生认识到某种动作技能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

习动机②教师应向学生明确提出学习应达到的目标，并提出

切实可行的期望。⑵示范与讲解：在动作技能的形成中具有

导向功能，能引导学生做出规范的动作。教师在示范之初应

放慢速度，分解动作，并简明扼要地讲解一些操作原理，尤

其是动作概念。⑶练习与反馈：练习时，要采用多种练习方

法，还要注意练习周期，克服“高原现象”。并且，练习过

程中应提供恰当的反馈。108、动机的性质动机是指引起个体

活动，维持已引起的活动，并指引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

理倾向。动机在人的行为活动中有三大功能：①激发功能，

动机能够激发个体产生某种行为。这里，动机是引起行为的

原动力，对行为起着始动作用。②指向功能，动机能使个体

的行为指向某一目标。这里，动机是引导行为的批示器，对

行为起着导向作用。③维持功能，动机能使个体的行为维持



一段时间。这里，动机是维持行为的续动力，对行为起着续

动作用。109、动机的类别⑴生理性动机与社会性动机：根据

动机的性质划分，人的动机可分为生理性动机与社会性动机

两类。生理性动机也称驱力，以有机体自身的生理需要为基

础。社会性动机以人的较高层次需要，如交往需要、自尊及

爱的需要、认知的需要、成就的需要等为基础。⑵内部动机

和外部动机：凭据动机的动力来源，可划分为内部动机和外

部动机两类。内部动机是指对活动本身的兴趣所引起的动机

，它取决于个体内在的需要。外部动机是指由外部诱因所引

起的动机，它是在外界的要求或作用下产生的。外部动机的

满足往往导致有机体更多的心理压力。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学龄儿童早期阶段的外部动机对学习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年

龄的增长，内部动机逐渐发展起来。 110、学习策略与自我调

节学会了学习策略，未必就能在学习中运用这些策略，因此

，在强调学生学习策略的同时，还必须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调

节的学习，也就是积极主动地激励自己使用适当的学习策略

。自我调节的学习者是一个积极的学习者，面对一个学习任

务，他能设置管理目标、运用无前的知识、考虑可选的策略

、设计实施计划、遇到困难时考虑相近的策略等，以此来监

视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果说学习策略是一种包含订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和管理策略的过程性知识，那么，自我调节的

学习就是积极使用学习策略的过程和能力。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