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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5_AD_E7_AB_A0_E7_c38_527455.htm 一、知识的含义及

实质 知识就是个体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后获得的信息及其组

织。其实质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特征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

事物的主观表征。 二、知识的类型 (一)根据反应活动的深度

不同，知识可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 所谓感性知识是对活

动的外表特征和外部联系的反映，可分为感知和表象两种水

平。感知是人脑对当前所从事的活动的对象的反映。表象是

人脑对从前感知过但当时不在眼前的活动的反映。 所谓理性

知识，反映的是活动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联系，包括概念和命

题两种形式。概念反映的是活动的本质属性及其各属性之间

的本质联系。命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则、原理、原则

，它表示的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不同对象之间的本

质联系和内在规律。 (二)根据反映活动的形式不同，知识可

以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1．两者含义：陈述性知识

也叫描述性知识，是个人能用言语进行直接陈述的知识。程

序性知识也叫操作性知识，是个体难以清楚陈述、只能借助

于某种作业形式间接推测其存在的知识。 2．两者区别：首

先，陈述性知识主要用来回答事物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

的问题。可用来区别和辨别事物。目前学校教学传授的主要

是这类知识。程序性知识主要用来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

题。 其次，从心理表征看，陈述性知识主要以概念、命题和

命题网络的形式表征，程序性知识以产生式和产生式系统表

征。 3．两者联系：陈述性知识的获得常常是学习程序性知



识的基础，程序性知识获得后也为获取新的陈述性知识提供

了可靠保证。 4．程序性知识的亚类：加涅认为，程序性知

识包括心智技能和认知策略两个亚类。心智技能是运用概念

和规则对外办事的程序性知识，主要用来加工外在的信息。

认知策略是运用概念和规则对内调控的程序性知识，主要用

来调节和控制自己的加工活动。 三、知识学习的类型 (一)根

据知识本身的存在形式和复杂程序，知识学习可以分为符号

学习、概念学习和命题学习 1．符号学习 符号学习指学习单

个符号或一组符号的意义，或者说学习符号本身代表什么。

符号学习的内容是词汇学习非语言符号(如实物、图像、图表

、图形等)和事实性知识。 2．概念学习 概念学习指掌握概念

的一般意义，实质上是掌握同类事物的共同的关键特征和本

质属性。 中小学生在掌握概念时，其学习往往是分步的，一

般是先达到符号学习水平，再提高至概念学习水平。 3．命

题学习 命题学习指学习由若干概念组成的句子的复合意义，

即学习若干概念之间的关系。 命题学习必须以符号学习和概

念学习为基础，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学习。 (二)根据新知识

与原有认知结构的关系，知识的学习可以分为下位学习、上

位学习和并列结合学习 1．下位学习 下位学习又称类属学习

，是一种把新的观念归属于认知结构中原有观念的某一部位

，并使之相互联系的过程。下位学习包括两种形式：派生类

属学习和相关类属学习。派生类属学习指新观念是认知结构

中原有观念的特例或例证，新知识只是旧知识的派生物。 当

新学习的知识从属于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某一观念，但并非完

全包含于原有观念之中，并且也不能完全由原有观念所代表

，二者仅是一种相互关系的从属关系时，便产生相关类属学



习。 2．上位学习 上位学习也叫总括学习，即通过综合归纳

获得意义的学习。当认知结构中已经形成某些概括程度较低

的观念，在这原有观念的基础上学习一个概括和包容程度更

高的概念或命题时，便产生上位学习。 3．并列结合学习 并

列结合学习是在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的原有观念既非类属关

系又非总括关系时产生的。 一般而言，并列结合学习比较困

难，必须认真比较新旧知识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掌握。 四、知

识学习的过程 知识学习主要是学生对知识的内在加工过程。

这一过程包括知识获得、知识保持和知识的提取三个阶段。

在获得阶段，新知识进入短时记忆系统。与长时记忆系统中

被激活的相关知识建立联系，从而出现新意义的建构。这一

阶段应解决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知识的同化，通过同化-学生运

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理解新知识，并使其在自己认知结构的适

当地方找到位置。 在巩固阶段，新建构的意义储存于长时记

忆系统中，如果不进行深层的认知加工，这些信息就会出现

遗忘。这一阶段解决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知识的保持。通过记

忆使新知识得到巩固。 在提取阶段，个体运用所获得的知识

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并应用这些知识来解

决实际问题，使所学知识产生广泛迁移。这一阶段解决的主

要心理问题是知识的应用。通过应用使知识产生广泛的迁移

。 五、知识学习的作用 知识学习是增长经验、形成技能、发

展创造力的重要前提。 首先，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是学校教学

的主要任务之一。学校教师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

向学生传授人类长期积累的宝贵知识经验，有助于学生的成

长，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 其次，知识的

学习和掌握是学生各种技能形成和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 最



后，知识学习是创造性产生的必要前提。 创造态度和创造能

力是个体创造性的两个主要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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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