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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是在外部环境的支配下被动形成SR联结，而是主动

地在头脑内部构造认知结构；学习不是通过练习与强化形成

反应习惯，而是通过顿悟与理解获得期待；有机体当前的学

习依赖于他原有的认知结构和当前的刺激情境，学习受主体

的预期引导，而不是受习惯所支配。 一、苛勒的完形一顿悟

说 苛勒曾在1913～1917年间，对黑猩猩的问题解决行为进行

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从而提出完形一顿悟说。苛勒指出：

“真正的解决行为，通常采取畅快、一下子解决的过程，具

有与前面发生的行为截然分开来而突然出现的特征。”这就

是所谓顿悟，而顿悟学习的实质是在主体内部构建一种。心

理完形。其基本观点是： (一)学习是通过顿悟过程实现的 苛

勒认为，学习是个体利用本身的智慧与理解力对情境及情境

与自身关系的顿悟．而不是动作的累积或盲目的尝试。学习

包括知觉经验中旧有结构的逐步改组和新的结构的豁然形成

，顿悟是以对 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与途径之间的关系的理

解。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顿悟的过程。 (

二)学习的实质是在主体内部构造完形 完形是一种心理结构，

它是在机能上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构，是对事物的

关系的认知。苛勒认为，学习过程中问题的解决，都是由于

对情境中事物关系的理解而构成一种“完形”来实现的。格

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构建完形的

过程。 总的来说，完形一顿悟说作为最早的一个认知学习理



论．虽不如联结一试误说那样完整而系统，其实验范围也较

有限，在当时的影响也远不及联结说，但它肯定了主体的能

动作用，强调心理具有一种组织的功能，把学习视为个体主

动构造完形的过程，强调观察、顿悟和理解等认知功能在学

习中的重要作用，这对反对当时行为主义学习论的机械性和

片面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苛勒的顿悟学习与桑代克的尝

试一错误学习也并不是互相排斥和绝对对立的。尝试一错误

往往是顿悟的前奏，顿悟则是练习到某种程度时出现的结果

。 二、布鲁纳的认知一结构学习论 布鲁纳是美国著名的认知

教育心理学家，他主张学习的目的在于以发现学习的方式。

使学科的基本结构转变为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因此，他

的理论常被称之为认知一结构论或认知一发现说。 (一)学习

观 1．学习的实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 所谓认知结构，即

编码系统，其主要成分是“一套感知的类目”。 布鲁纳认为

，学习的本质不是被动地形成刺激一反应的联结，而是主动

的形成认知结构。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

获取知识，并通过把新获得的知识和已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

来，积极地建构其知识体系。 2．学习包括获得、转化和评

价三个过程 布鲁纳通过研究学生学习活动的具体过程后认为

，“学习一门学科看来包含着三个几乎同时发生“的过程”

。这就是：新知识的获得；知识的转化和评价。新知识可能

是以前知识的精炼，也可能与原有知识相违背。知识的转化

就是超越给定的信息，运用各种方法将它们变成另外的形式

，以适合新任务，并获得更多的知识。评价是对知识转化的

一种检查。评价通常包含对知识的合理性进行判断。 总之，

布鲁纳认为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构建学生良好的



认知结构。而良好的认知结构常常需要经过获得、转化和评

价三个过程。因此，教师首先应明确所要构建的学生的认知

结构包含哪些组成要素，并最好能画出各组成要素的关系的

图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应采取有效措施来帮助学生获得、

转化和评价知识。 (二)教学观 1．教学的目的在于理解学科的

基本结构 布鲁纳把学科的基本结构放在设计课程和编写教材

的中心地位，成为教学的中心。 所谓学科的基本结构，是指

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基本态度和方法。所谓掌握

学科的结构，就是允许许多别的东西与它有意义地联系起来

的方式去理解它。布鲁纳认为，学生理解了学科的基本结构

，就容易掌握整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就容易记忆学科知识，

就能促进学习迁移，促进儿童智力和创造力的发展，并可提

高学习兴趣。 2．掌握学科基本结构的教学原则 (1)动机原则

。内部动机是维持学习的基本动力。学生具有三种最基本的

内在动机，即好奇内驱力(即求知欲)、胜任内驱力(即成功的

欲望)和互惠内驱力(即人与人之间和睦共处的需要)。这三种

基本的内在动机都有自我奖励的作用。 (2)结构原则。任何知

识结构都可以用动作、图像和符号三种表象形式来呈现。动

作表象是借助动作进行学习，无需语言的帮助；图像表象是

借助表象进行学习，以感知材料为基础；符号表象是借助语

言进行学习，经验一旦转化为语言，逻辑推导便能进行。 (3)

程序原则。通常每门学科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程序，不存在

对所有学习者都适用的唯一程序；而且在特定条件下，任何

具体的程序总是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包括过去所学习的

知识、智力发展的阶段、材料的性质及个别的差异等。 (4)强

化原则。教学规定适合的强化时间和步调是学习成功重要的



一环。 (三)结构主义教学观对教学的启示 为了促进学生良好

认知结构的发展，教师首先必须全面深入地分析教材。在引

导学生理解教材结构的过程中：首先，教学本身应有新异性

，跨度应适度，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胜任感；其

次，选择灵活的教学程序和结构方式来组织实际的教学活动

过程；同时，应注意提供有助于学生矫正和提高的反馈信息

，并教育学生进行自我反馈，以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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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