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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是个体获得知识和经验的过程，是个体适应环境的手段，

通过学习个体行为或能力发生相对持久的变化。 从这一定义

，我们可以看出学习有以下含义： （1） 学习是个体获得知

识和经验的过程 学习是一种活动过程，是由不知到知，由知

之甚少到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行为、能力发生着

变化，这就是学习。学习是个体后天获得行为的过程，它与

天生具有的本能行为是不一样的。 （2） 学习是个体适应环

境的手段 学习是一种适应性活动，个体要生存，为了生存必

须适应环境的变化。人类要应付十分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个体天生所具有的本能如吮吸、防御等无法保证个体

的生存。为了保证个体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个体必须通过学

习获得、积累各种知识和技能才能生存。 （3） 学习使个体

行为或能力发生相对持久的变化 学习是通过个体相应的行为

变化而体现的。也就是说，学习必须使学习者在行为、知识

、技能或能力等方面发生某种变化。而且发生的这种变化不

是暂时的，是相对持久保持的。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

因素也会引起个体行为发生变化，如疲劳、饮酒、外伤、药

物等都会引起个体行为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学习获得的，是

生理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暂时的，睡醒了、伤愈了、酒力或

药力消退了，这种变化也就消失了，因此不能称为学习。另

外，学习引起的变化有时并不立即见诸于外显的行为，而是

一种内部的心理结构的变化，这就是行为潜能的变化。 2．



人类学习有何特点？ 学习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现象，但是人

类学习和动物学习有本质上的区别。 （1） 人类学习是积极

、主动的。 人类和动物虽然都有学习，动物学习主要是适应

自然环境，学习活动主要是满足个体的生理需要，消极地适

应自然界的变化。而人类学习不仅能积极地适应自然环境，

而且主动地适应社会环境并且自觉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

，这是人类学习的主要动力，它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同时，

这种主动性还体现在学习者在学习中会制定一定的目标，积

极探索有效学习的策略和方法，提高学习的效率。 （2） 人

类学习的方式有直接的和间接的。 人和动物一样有先天遗传

的种族经验，也有后天以直接经验的方式获得的个体经验。

人类个体不仅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获得直接经验，还可以通

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获得社会历史经验。这些以间接方

式进行的学习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是相当丰富的，是动

物的学习所无法比拟的。 （3） 人类的学习是以语言为中介

的。 人类的学习主要是以语言为中介的，语言具有抽象性和

概括性，这使个体不仅能掌握具体的经验，而且可以掌握抽

象、概括的经验。 3． 小学生学习的有何特点？ 学生的学习

除与人类学习有共同之处，同时，还有其特殊性，这是必须

充分注意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 学生学习

的特点： （1） 学生的学习主要掌握间接经验； （2） 学生

的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 （3） 学生的学习是为未来

的生活作准备。 小学生学习具有学生学习的基本特点外，还

表现出其年龄阶段特有的特点： （1） 小学生的学习动机从

直接向长远发展。 小学生的学习动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主

要表现为从比较短近的、狭隘的逐渐向比较自觉的、远大的



学习动机发展；从具体的向比较抽象的学习动机发展；从不

稳定的向比较稳定的学习动机发展。 （2） 小学生形成初步

的学习态度。 小学时期是学习态度初步形成的时期，主要表

现在对教师、班集体、作业的态度上。 （3） 学习的思维活

动水平从直观向抽象发展。 小学生刚入学时，思维活动的水

平基本上处在具体形象思维阶段，因此，小学生是通过对实

物、模型及形象性言语的直接感知、对学习材料的直接操作

来获取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这时学生的模仿性强，有些知

识是他们通过对教师和同伴的学习活动的模仿来获取的。到

中年级，学生言语能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书面语言能

力有所提高，能把自己的思维用日记和作文的形式记录下来

，对数学概念可以进行简单的归纳、对比等。到高年级，学

生对抽象内容的兴趣有所提高，阅读、写作能力有很大的改

善，数学的抽象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都有较大的提高

。 4． 小学生学习的类型有哪些？ 根据小学生学习的内容，

把小学生的学习类型划分为： （1）知识的学习。知识的学

习是学生通过一系列的心智活动接受和获得的基本知识，并

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认知结构。这一认知结构逐步由

简单到复杂，并形成一定的体系。 （2）技能的学习。 技能

学习包括动作技能和智力技能的学习。 （3）行为规范的学

习。 行为规范的学习主要指道德行为技能和道德行为习惯的

形成。也就是把对主体的外在行为要求，转化为主体内在行

为需要的内化过程，是一个品德形成的过程。这类学习是比

知识、技能更为复杂的学习。 5．行为主义关于学习的有代

表性理论有哪些？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外界环境对个体学

习的作用，认为学习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即刺激—反



应（S－R）是基本的模式。代表性的学说有巴甫洛夫的经典

条件反射学说，桑代克的联结主义，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

学说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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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