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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关系 一方面，使学生产生最大程度的迁移，这是有效教

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真正有效的教学又必须依据

迁移规律。 二、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 (一)相似性 相似性的大

小主要是由两任务中含有的共同成分决定的，较多的共同成

分将产生较大的相似性，并导致迁移的产生。共同成分既可

以是学习材料(如刺激)、学习中的环境线索、学习结果(如反

应)、学习过程、学习目标等方面的，也可以是态度、情感等

方面的。迁移的产生既受到客观相似性的影响，也受到主观

相似性的影响。 1．学习材料的相似性 桑代克的共同要素说

实际上就是学习材料的相似性在迁移中的作用的一个经典研

究。吉克与霍利约克认为学习材料的相似性包含两种：结构

特性的相似与表面特性的相似。 2．学习目标与学习过程的

一致性 目标要求是否一致、相似，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加工

过程是否相似，进而决定能否产生迁移。 (二)原有认知结构 

原有认知结构的特征直接决定了迁移的可能性及迁移的程度

。 原有认知结构对迁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学习者是否拥有相应的背景知识，这是迁移产生的基本前

提条件。专家之所以具有较强的迁移能力，其原因之一就是

他们具有解决某一问题的丰富的背景经验或认知结构。但有

时即使个体拥有迁移所需的某种经验，但由于这些经验不能

被学习者主动地加以应用，它们在头脑中处于一种惰性状态

，因此，也无助于迁移的产生。 其次，原有的认知结构的概



括水平对迁移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经验的概括水

平越高，迁移的可能性越大，效果越好。但如果脱离具体事

例而孤立地学习抽象的概念、原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无助于

有效的迁移。 最后，学习者是否具有相应的认知技能或策略

，以及对认知活动进行调节、控制的元认知策略，也影响着

迁移的产生。 (三)学习的心向与定势 心向与定势常常是指的

同一种现象，即先于一定的活动而又指向该活动的一种动力

准备状态。陆钦斯的“量杯”实验是定势影响迁移的一个典

型例证。定势对迁移的影响表现为两种：促进和阻碍。 定势

会对问题解决产生积极影响．前面问题解决的过程迁移到后

面可以使后面解题的速度加快，问题变得比较容易。定势的

消极作用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功能固着．即把某种功能、作用

赋予某种物体的心理倾向。 定势对迁移究竟是积极的影响还

是消极的影响，这取决于许多因素，但关键要使学习者首先

能意识到定势的这种双重性，具体分析学习情境，既要考虑

如何充分利用积极的定势解决问题，同时又要打破已形成的

僵化定势。灵活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年龄、智力、学习

者的态度、教学指导、外界的提示与帮助等等都在不同程度

上影响着迁移的产生。 三、如何在教学中促进迁移 (一)精选

材料 在教材的选择上，首先要重视学习基础知识，即在教学

中要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其次，要突出重点内容特别是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包括基本的、典型的事实材料。 (二)合

理编排教学内容 从迁移的角度来看，合理编排的标准就是使

教材达到结构化、一体化、网络化。结构化是指教材内容的

各构成要素具有科学的、合理的逻辑联系，能体现事物的各

种内在关系，如上下、并列、交叉等关系。一体化指教材的



各构成要素能整合为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为此，既要

防止教材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割裂、支离破碎，又要防止相

互干扰或机械重复。网络化是一体化的引申，指教材各要素

之间上下左右、纵横交叉联系要沟通。要突出各种基本经验

的联结点、联结线。 (三)合理安排教学程序 合理编排的教学

内容是通过合理的教学程序得以体现、实施的，教学程序是

使有效的教材发挥功效的最直接的环节。无论是宏观的整体

的教学规划还是微观的每一节课的教学活动，都应体现迁移

规律。 在宏观上，教学中应将基本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作为

教学的主干结构，并依此进行教学。在微观上，应注重学习

目标与学习过程的相似性，或有意识地沟通具有相似性的学

习。 (四)教授学习策略，提高迁移意识性 教师要充分发挥指

导作用，首先要善于把各种学习方法教给学生。同时，要把

教师的指导与学生自己的总结结合起来。促进对所学内容的

掌握，改善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学会学习，提高迁移的

意识性，从根本上促进迁移的产生。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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