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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9B_E7_AB_A0_E3_c38_59306.htm 1.什么是知识？知识

分为哪些类型以及如何表征？ 从心理学观点来看，知识是个

体头脑中的一种内部状态。根据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我

国心理学者把知识定义为：主体通过与其环境相互作用而获

得的信息及其组织。这是一种广义的知识，它贮存于个体头

脑内，即为个体的知识；贮存于个体外（如书本、光盘上）

即为人类的知识。 认知心理学家把广义的知识分为两大类：

一是陈述性知识，二是程序性知识。不同类型的知识在人脑

中表征与贮存的方式不同，因而习得的过程与有效学习的条

件就不同，测量与评价的标准也不同。所谓表征是指信息被

记载和表示的方式，要理解知识的获得与应用首先要了解不

同类型的知识在人脑中的不同表征方式。 陈述性知识主要是

指作为言语信息的知识，用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类

知识与我们平常所讲的“知识”内涵比较一致，因而称之为

狭义的知识。陈述性知识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种类型，由简到

繁为：符号、事实、有组织的知识。 陈述性知识主要以命题

、命题网络和图式的形式来表征。 在心理学中，命题是用词

语表达意义的最小单位，人们可以借助于命题的理解来认识

事物、获得知识经验，所以知识的获得是通过命题学习实现

的。简单的事实可以通过一个或两个命题就能表达清楚，但

复杂的、有组织的知识则要通过命题网络来表现。 命题网络

是由若干个包含共同成分的命题彼此联系组成的，也就是说

，如果若干个命题具有共同成分，通过这种共同成分，可以



把若干个命题彼此联系组成命题网络。 按照事物的属性组合

来贮存知识的方式称为图式。图式与命题网络相比是更一般

、更抽象的知识贮存方式。 程序性知识用于回答“怎么办”

的问题。程序性知识的表征是通过产生式实现的。产生式这

个术语来自计算机科学，指的是一系列以“如果-则”或“如

果-那么”形式编码的规则。它是表征程序性知识的最小单位

。实际上，产生式所描述的是人们进行心理运算的过程。按

照简单的产生式进行心理操作只能完成单一的活动。而有些

任务则涉及到一连串的活动，因而需要许多产生式的联结。

若干个简单产生式联结在一起便可组成复杂的产生式系统，

保证复杂技能的形成。 2．关于知识学习过程有代表性的观

点有哪些？ （1）加涅的学习与记忆的信息加工模型。 在这

个模型中，加涅把学习过程看作是由操作、执行控制和预期

三个系统协同作用的过程。操作系统由受纳器、感觉登记器

、工作记忆（包括短时记忆）系统、长时记忆系统、反应生

成器和反应器组成。执行控制系统对信息、表征形式和加工

策略的选择都具有指导和监控作用。预期指人的信息加工活

动受目的指引。认知目的引导着加工方式的选择。认知加工

活动的实现和预期目的的达到会带来情感的满足，由此进一

步激励新的认知活动。 从加涅的学习与记忆的信息加工模型

来看，知识的学习过程经历着一个信息输入编码加工贮存提

取输出的过程，根据这样的信息流程和执行控制与预期系统

的作用，加涅进一步把学习过程划分成八个相互联系的阶段

：（1）动机阶段；（2）领会阶段；（3）获得阶段；（4）

保持阶段；（5）回忆阶段；（6）概括阶段；（7）动作阶段

，（8）反馈阶段。加涅指出，与各个阶段相应的心理状态不



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教学影响下出现的。 （2）梅耶的学

习过程模型。 梅耶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他提出

了一个简化的知识学习过程模型，该模型比较简捷地描述了

知识学习的基本过程。从外部看，学习过程的两端是外部刺

激（新知识）和可观察或可测量的行为反应。从内部看，学

习过程始于学习者的注意（A），注意使学习者的经验指向

于与当前学习任务有关的外界信息并激活相关的原有知识

（B)；新知识进入工作记忆（短时记忆），当新知识进入工

作记忆以后，学习者找出新知识各部分的内部联系(C)；然后

学习者把新知识与原有的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找出新旧知识

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D)；最后，新学习的知识进入长时记忆

（E)。 上述两个模型分别对知识学习的动态过程做了描述。

从两个模型的对比来看，加涅所描述的学习过程，比较笼统

地描述了学习过程中信息的流程。梅耶提出的学习过程模型

则进一步描述了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内部发生的一系列互

动关系，包括学习者与外部刺激、新知识与旧知识、以及新

知识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学习的主动理解和建构过

程。 3．什么是概念，它分为哪些类型？ 概念是人脑对一类

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概念这一术语连同它的定义听起都

很抽象，其实它的内容非常具体。我们嘴里说的、心中想的

、耳朵里注入的每一个词汇都代表着一定的概念。概念一般

包括四个方面：概念名称、概念定义、概念例子和概念属性

。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概念分为 （1）日常概念和科学

概念。日常概念又称为前科学概念，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通过辨别学习、积累经验而掌握的经验，日常概念中包含着

一些非本质特征。科学概念是通过科学研究揭示出来的事物



的本质特征。小学儿童的科学概念一般要通过教学过程习得

。儿童头脑中的日常概念有时与科学概念一致，有时又会出

现不一致，因此教师在教授科学概念时，要注意同学生头脑

中相应的日常概念进行比较，二者一致时，可以利用日常概

念帮助理解科学概念；二者不一致时，要通过比较、辨别和

充分的科学依据纠正日常概念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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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