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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9B_E7_AB_A0_E5_c38_59087.htm （一）重点提示 1.学

习的定义 学习是指由经验或练习引起的个体在能力或倾向方

面的持久变化及其获得这种变化的过程。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

出，学习包摄三个层次、两个要点。 就人类的学习而言，学

习从广义到狭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人类的学习；学

生的学习；学生掌握某一具体知识的学习。 两个要点是：

（1）作为结果，学习是由经验或练习引起的个体在能力或倾

向方面的持久变化。（2）作为过程，学习是指个体获得这种

变化的过程。 2.学习的类型。 学习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作多

种分类。 （1）根据学习的内容，可以将学习分为运动技能

的学习、认知的学习和情感的学习。 运动技能的学习是指对

环境产生直接影响的熟练而精确的身体运动能力的获得。 认

知的学习是指在意识水平上对思想和表象的加工。 情感的学

习是指情感系统的习得，包括心境、激情和应激的调节，道

德感、理智感和美感的形成。 （2）根据学习过程的特征，

可以将学习分为试误学习、顿悟学习和模仿学习。 试误学习

又称选择学习或联结学习。它是指当人或动物面临一个新情

境时，会进行各种尝试，以求得动机的满足。为了解释试误

学习现象，心理学家桑代克曾进行过饿猫逃出笼箱的著名实

验。 顿悟是指突然知觉到问题情境中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

系。顿悟是突然出现的很少有试误的成分。顿悟一旦出现，

便能保持并迁移到类似的情境。顿悟学习是指通过重新组织

知觉环境并领悟其中关系而发生的学习。它常见于创造性思



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学习中。 模仿学习是指效仿特定动作或

行为的一种学习模式。 （3）根据学习的理解程度，可以将

学习分成机械学习和有意义学习。 机械学习是指对人为的和

字面的联系的获得过程。 有意义学习是指符号表达的新观念

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的有关观念建立实质性的和非人为性联

系的过程。 3.学习理论 在诸多学习理论中，较具有代表性的

理论有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认知学派的学习理论和人本主

义的学习理论。 （1）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从广义上说该

理论是基于条件作用学说。条件作用学说认为，学习的实质

在于s（刺激）和r（反应）之间的关系。至于刺激和反应之

间的联系形式，行为学习的各派却有不同的理论。主要有以

下几种： 联结说。该理论认为，学习就其本质来说是刺激与

反应的联结，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是尝试与错误。要使错误反

应逐渐消失，正确反应逐步稳固，联结说认为取决于三个条

件，即练习律、效果律、准备律。 工具说。又称操作性条件

作用说。意指学习者通过自身的某种活动或某种操作，在强

化的条件下而形成的条件作用。工具说认为，强化作用是操

作行为所必需的。但是在学习中，强化并非总是连续的，甚

至只是间歇强化，学习也在发生，行为也会连续不断。间歇

强化有多种序列安排：连续强化、固定时距强化、可变时距

强化、固定比率强化、可变比率强化。这几种强化效果不一

，在这几种强化中，以可变比率强化的反应效果最好，以连

续强化的反应效果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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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