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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9345.htm 心智活动虽有观念性、

内潜性和简缩性，因而不同于外部的实践活动，但它又来源

于实践活动，是实践活动的反映。心智活动是通过实践活动

的“内化”而实现的。据此，加里培林于1959年提出了著名

的心智活动形成的五阶段理论。我们在长期的教学实验过程

中，发现加里培林学派所划分的阶段，有的可以合并，名称

也可以简化，并提出了原型定向、原型操作、原型内化的心

智技能形成三阶段论（冯忠良，1992，1998）。这一理论目

前已对我国的大中小学的学校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教育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

、原型定向 （一）原型的含义 要了解原型定向的含义，首先

必须了解原型的含义。原型（prototype）也叫“原样”，通

常指那些被模拟的某种自然现象或过程。由于心智活动具有

观念性、内潜性与简缩性的特点，因而人们对心智活动的认

识不能像自然现象那样直接，这就导致了这一概念在心理科

学中用法的不一致。有人常把原型当作模式（model），而安

德森（J.R.Anderson）认为：“原型是关于范畴的最典型的样

例的设想。”事实上，由于心智活动非常复杂，很难完全认

识清楚，因而心智活动的原型只能是对一些敢典型的心智活

动样例的设想。在此，我们沿用安德森的这一提法，将原型

定义为心智活动的“原样”，即外化了的实践模式，“物质

化”了的心智活动方式或操作活动程序。（二）原型定向及

其作用原型定向就是了解心智活动的实践模式，了解“外化



”或“物质化”了的心智活动方式或操作活动程序，了解原

型的活动结构（动作构成要素、动作执行次序和动作的执行

要求），从而使主体知道该做哪些动作和怎样去完成这些动

作，明确活动的方向。原型定向阶段也就是使主体掌握操作

性知识（即程序性知识）的阶段。这一阶段相当于加里培林

的“活动的定向阶段”。但为了突出本阶段“原型”的特殊

重要性，我们认为用“原型定向”较为恰当。原型定向是心

智技能形成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首先，心智技能是一种

合法则的活动方式，要求主体能独立作出。主体要能独立作

出这种活动方式，首先要在头脑中建立起有关这种活动方式

的定向映象，从而才能调节自己的活动、作出相应的动作。

其次，心智动作是一种内化了的动作，是实践活动的反映。

因此，心智活动的定向，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式使这种

活动“外化”为原型（即实践模式）才能进行。由于心智活

动的定向需要借助其原型进行，所以称这一阶段为“原型定

向阶段”。原型定向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起进行活动的

初步的自我调节机制，为进行实际操作提供内部控制条件。

（三）原型定向阶段的教学要求在原型定向阶段，主体的主

要学习任务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要确定所学心智技能的实

践模式（操作活动程序），其次要使这种实践模式的动作结

构在头脑中得到清晰的反映。为完成这些任务，教师必须做

到以下几点。（1）要使学生厂解活动的结构，即了解构成活

动的各个动作要素及动作之间的执行顺序，并了解动作的执

行方式。这样，学生对于活动才能有一个完整的映象，才能

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2）要使学生了解各个动作要素、

动作执行／顷序和动作执行方式的各种规定的必要性，提高



学生学习的自觉性。（3）采取有效措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

独立性。构成活动的动作不能以现成的形式教授，而应该激

发学生的学习需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独立性，师生共同

总结各步动作及其执行顺序。这样，才能使学生体会到各动

作划分的原因及动作顺序的合乎法则性，从而为学生所理解

和接受。（4）教师的示范要正确，讲解要确切，动作指令要

明确。（5）教师可以用复述动作要领的方法来检查原型定向

的学习成效。总之，通过原型定向阶段的教学，学生建立起

了关于活动的初步的自我调节机制，从而为进行实际操作提

供了内部控制条件。下面就我们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解析技能

的形成为例来说明（冯忠良，1992）。在小学数学教学活动

中，复合应用题的教学历来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从应用题本身的特点来看，应用题区别于式题的主要特点，

在于它需要通过对题目中的数量关系的分析来选择算法；从

解题活动的结构来看，解析技能就是在审题的基础上确定题

目中的各种数量关系的性质，将复合应用题分解为一系列连

续的简单应用题，因而解析活动直接指向复合应用题中数量

关系的性质，作为列式运算的依据，决定着解题活动的成效

。所以，在小学数学应用题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解析

技能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研究发现，学生要正确地解析复

合应用题，就应从问题出发，去追索条件，按照“一提（提

出问题）、二判（判明问题的数量关系性质）、三选（选择

算法）、四找（找出已知数）”的思维模式进行数量关系解

析。为此，我们设计了如图19-1所示的解析活动教学卡片。

它是四张一套的长方形硬纸卡，每张中间有空框，左侧上角

有序号，上方有步骤名称。使用时，按操作顺序把它们摆在



一张白纸上，每摆一张卡片，就按该卡片上方标明的步骤思

考，并把结果填在下面的空框内。图19-1 解析技能教学卡片

为了使学生掌握解析技能，在原型定向阶段，教师应针对不

同例题，在黑板上利用大型活动卡片，说明解析活动的步骤

及要求，并用展开的、连贯的方式向学生演示整个解题过程

。同时，伴随活动以标准语言讲解与演示，使学生了解活动

，建立起关于活动的初步映象。当然，原型定向阶段的教学

，只是解析技能形成的开端，要使学生形成熟练的解析技能

，还需引导他们进行实际的操作。二、原型操作（一）原型

操作及其作用所谓原型操作，即依据心智技能的实践模式，

把主体在头脑中应建立起来的活动程序计划，以外显的操作

方式付诸执行。在这一阶段，活动的执行是在物质与物质化

水平上进行的，因而在加里培林及其学派的著作中称之为“

物质或物质化活动阶段”。其实，活动的最初形式可以是物

质的，也可以是物质化的。在物质的活动形式中，动作的客

体是实际事物，是对象本身。在物质化的活动形式中，动作

的客体不再是对象本身，而是它的代替物。但不论哪种情况

，都是对原型的操作，因而我们称此阶段为“原型操作”阶

段。原型操作阶段是心智技能形成过程中的又一重要阶段。

在这一阶段，动作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物质形式的客体，动作

本身是通过一定的机体运动来实现的，对象在动作的作用下

所发生的变化也是以外显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样，主体在原

型操作过程中，不仅仅是依据原有的定向映象作出相应的动

作，而且同时可以使作出的动作在头脑中得以反映，从而在

感性上获得完备的动觉映象。这种完备的感性的动觉映象是

心智技能开始形成及内化的基础。因而原型操作在心智技能



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二）原型操作阶段的教学

要求研究表明，为了使心智技能能在操作水平上顺利形成，

教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要使心智活动的所有动作以展

开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主体要依据心智活动的原型，把

构成这一活动的所有动作系列，依次按照一定的顺序作出，

不能遗漏或缺失。而且每个动作完成之后，要及时检查，考

察动作的方式是否能正确完成，对象是否发生了应有的变化

。因为只有在展开的活动中，主体才能确切了解活动的结构

，才能在头脑中建立起完备的动作映象，同时也才能获得正

确动觉经验及确保活动方式的稳定性。例如，在数量关系的

解析过程中，学生按教师演示的方法，用小卡片进行解析活

动，边摆、边想、边填写。先在教师的指导下做半独立练习

，以后再做独立练习。这样“提”、“判”、“选”、“找

”一一执行，没有遗漏。（2）要注意变更活动的对象，使心

智活动在直觉水平上得以概括，从而形成关于活动的表象。

心智技能作为合法则的活动方式，其适用范围应具有广泛性

。采用变式加以概括，有利于学生心智抟能的掌握和内化。

例如，数量关系的解析模式，不仅对简单应用题适用，而且

对复合应用题和列方程解应用题也适用；不仅应从加减应用

题中进行概括，而且应从乘除应用题及四则混合应用题中进

行概括；如此等等。（3）要注意活动的掌握程度，并适时向

下一阶段转化。强调原型操作阶段应以展开的方式出现，并

不是说最终不要简缩。当学生连续多次能正确而顺利地完成

有关动作程序时，应及时转向内化阶段，以免活动方式总停

留在展开水平，阻碍心智活动的速度。例如，对于同一类型

的数量关系的应用题，开始运用“提判选找”来解；当学生



掌握较好时，可直接用“提找”来解，以使解析技能逐渐内

化。（4）为了使活动方式顺利内化，动作的执行应注意与言

语相结合，一边进行实际操作，一边用言语来标志和组织动

作的执行。因为心智技能作为一种心智活动方式，是借助于

内部言语默默进行的，而内部言语必须以外部言语为基础。

在原型操作阶段，外部言语作为心智动作的标志及执行工具

，在“内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边做边

说的场合下，活动易于向言语执行水平转化。如在数量关系

的解析过程中，要求学生用言语描述它的实际操作过程，即

做什么说什么，但对言语不作统一要求，只要基本反映解析

过程就可以了。总之，通过原型操作，学生不仅有了程序性

知识，而且通过实际操作获得了完备的动觉映象，这就为原

型内化奠定了基础。三、原型内化（一）原型内化的含义所

谓原型内化，即心智活动的实践模式向头脑内部转化，由物

质的、外显的、展开的形式变成观念的、内潜的、简缩的形

式的过程。也就是动作离开原型中的物质性客体及外显形式

而转向头脑内部，借助言语来作用于观念性对象，从而对事

物的主观表征进行加工改造，并使其发生变化。原型内化阶

段包括了加里培林及其学派所称的“出声的外部言语动作阶

段”、“不出声的外部言语动作阶段”和“内部言语动作阶

段”三个阶段。我们认为加里培林学派的这种划分有一定根

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出声的外部言语动作阶段

，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动作的进行都必须采用口头的出声言语

来进行。在主体己掌握书面言语的情况下，不用口头言语而

用书面言语，其成效往往更好。这样，“出声的外部言语动

作阶段”这一名称，就难以标志上述两种不同情况。其次，



在主体己学会不出声的外部言语时，由出声的外部言语向不

出声的外部言语转化是很容易实现的，其间的阶段性不很明

显。第三，动作由外部言语转向内部言语水平时，是依靠外

部言语动作的熟练而自动实现的，因而把内部言语动作作为

心智动作形成的一个独立阶段，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第四

，加里培林学派所提出的这三个阶段，实际上所描述的是动

作内化的三种水平，而且都是借用言语来实现的。基于上述

分析，我们认为把这在阶段合成为一，并称之为“原型内化

”阶段更为确切。（二）原型内化阶段的教学要求为了使操

作原型成功地内化成心智技能，使活动方式定型化、简缩化

、自动化，教学中必须注意：（1）动作的执行应从外部言语

开始，而后逐步转向内部言语。在采用外部言语的场合，还

应注意从出声的外部言语转向不出声的外部言语。顺序不能

颠倒。（2）在开始阶段，操作活动应在言语水平上完全展开

，即用出声或不出声的外部言语完整地描述原型的操作过程

（此时已没有实际操作）。然后，再依据活动的掌掘程度逐

渐缩减，其中包括省略一些不必要的动作成分与合并有关的

动作。（3）在这一阶段也要注意变换动作对象，使活动方式

得以进一步概括，以便广泛适用于同类课题。（4）在由出声

到不出声、由展开到压缩的转化过程中，也要注意活动的掌

握程度，不能过早转化，也不宜过迟，而应适时。例如，在

解析技能的形成过程中，内化阶段的教学是这样进行的。首

先，让学生丢开“小卡片”，利用大声言语进行活动，即边

说边想。教师先用大声言语即以展开的方式作出解析示范，

再让学生用大声言语形式做练习。此时言语表述与上一阶段

活动内容相一致，但言语要求规范化、完整化。然后，让学



生以不出声的言语进行解析活动，开始可以小声点，慢慢转

入不出声，最后达到解析活动的自动化，即在审题之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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