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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早期的迁移理论主要包括形式训练说、共同要素说、经验

类化说与关系转换说等。 (一)形式训练说 形式训练说的心理

学基础是官能心理学。它认为心理官能只有通过训练才得以

发展，迁移就是心理官能得到训练而发展的结果。形式训练

说认为，进行官能训练时，关键不在于训练的内容，而在于

训练的形式。 形式训练说在欧美盛行了约200年，至今仍有一

定的影响。但该理论因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而受到质疑和挑

战。 (二)共同要素说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教育心理学的创始

人桑代克。他在1901年的“形状知觉”实验是共同要素说的

经典研究。在实验研究基础上，他提出只有当两种情境中有

相同要素时才能产生迁移。其后伍德沃斯把共同要素说修改

为共同成分说，即两情境中有共同成分时可以产生迁移。 共

同要素说在某些方面对形式训练说进行了否定，也使迁移的

研究有所深入。但仅将迁移视为相同联结的转移，这在某种

程度上否认了迁移过程中复杂的认知活动。因此有一定的机

械性和片面性。 (三)经验类化理论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心理

学家贾德。该理论的依据是贾德在1908年的“水下击靶”的

经典实验。经验类化理论则强调概括化的经验或原理在迁移

中的作用。它认为先前的学习之所以能迁移到后来的学习中

，是因为在先前的学习中获得了一般原理，这种一般原理可

以部分或全部应用于前后两种学习中。 产生迁移的关键则是

学习者所概括出来的、并且是两种活动所具有的共同的原理



或概括化的经验。经验类化理论强调概括化的经验在迁移中

的作用，强调原理的理解，这一点比相同要素说有所进步。

但概括化的经验仅是影响迁移成功与否的条件之一，并不是

迁移的全部。 (四)关系转换理论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格式塔

心理学家，支持该理论的经典实验是苛勒1919年的“小鸡(或

幼儿)觅食”实验。他强调顿悟是学习迁移的一个决定因素。

他们证明迁移产生的实质是个体对事物间的关系的理解。习

得的经验能否迁移，取决于能否理解各个要素之间形成的整

体关系，能否理解原理与实际事物之间的关系。个体越能发

现事物间的关系，则越能加以概括、推广，迁移越普遍。 二

、现代的迁移理论 (一)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理论 美国教育心

理学家奥苏伯尔曾提出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认为任何有意义

的学习都是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有意义的学习中

一定有迁移。原有认知结构的清晰性、稳定性、概括性、包

容性、连贯性和可辨别性等特性都始终影响着新的学习的获

得与保持。这一理论代表了从认知的观点来解释迁移的一种

主流倾向。 (二)继奥苏伯尔后，研究者对迁移的深入探讨，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种观点 1．强调认知结构在迁移中的作用

的理论 这一类观点主张认为结构中的某些成分是决定迁移能

否发生的根本条件。 首先，以安德森等人为代表，认为如果

两种情境中有产生式的交叉或重叠。则可以产生迁移。产生

式是认知的基本成分，由一个或多个条件一动作的配对构成

。 其次，以加特纳、吉克等人为代表，认为前后两种情境中

的结构特征、内在关系与联系等本质特性是决定迁移的关键

成分，而表面的特征则无关紧要。若前后两种情境的结构特

征相匹配或相同，则产生迁移。 2．强调外界环境与主体的



相互作用对迁移的影响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迁移的产生是由外

界物理环境、社会环境与主体因素共同决定的。该理论强调

通过社会交互作用与合作学习，可以促进迁移的产生。 (三)

现代迁移理论的特点 就传统与现代的迁移研究来看，传统的

迁移研究是比较宏观的，粗线条的；而现代的迁移研究则是

比较微观、细致的，较重视迁移的认知特性的探讨．对迁移

过程的认知成分、迁移得以发生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较深入的

分析，这促讲了迁移研究的深化， (四)迁移的实质 迁移实质

上是新旧经验的整合过程，整合是新旧经验的一体化现象，

即通过分析、抽象、综合、概括等认知活动，使新旧经验相

互作用，从而形成在结构上一体化、系统化，在功能上能稳

定调节活动的一个完整的心理系统。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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