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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

步发展。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客观主义──分析人

类行为的关键是对外部事件的考察；（2）环境主义──环境

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3）强化──人们行动的结

果影响着后继的行为。行为主义的思想观念反映在教学上，

认为学习就是通过强化建立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教育者

的目标在于传递客观世界的知识，学习者的目标是在这种传

递过程中达到教育者所确定的目标，得到与教育者完全相同

的理解。行为主义者根本无视在这种传递过程中学生的理解

及心理过程。信息加工的认知主义者，基本上还是采取客观

主义的传统。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客观事物的特征以及客观事

物之间的关系所构成。他们与行为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强

调学习者内部的认知过程。教学的目标在于帮助学习者习得

这些事物及其特性，使外界客观事物（知识及其结构）内化

为其内部的认知结构。建构主义是认知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在皮亚杰（J.Piaget）和早期布鲁纳的思想中已经有了建构的

思想，但相对而言，他们的认知学习观主要在于解释如何使

客观的知识结构通过个体与之交互作用而内化为认知结构。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布鲁纳为首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将

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思想介绍到美国以后，对建

构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维果斯基在心理发

展上强调社会文化历史的作用，特别是强调活动和社会交往



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他认为，高级的心

理机能来源于外部动作的内化，这种内化不仅通过教学，也

通过日常生活、游戏和劳动等来实现。另一方面，内在智力

动作也外化为实际动作，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内化和外化的

桥梁便是人的活动。所有这些都对当今的建构主义者有很大

的影响。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不同取向建构主义本身并

不是一种学习理论流派，而是一种理论思潮，并且目前正处

在发展过程中，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存在着不同的取向

（Steffe＆Gale，1995；Prawat，1996；陈琦、张建伟，1998）

。对教育实践具有一定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四种理论。（一）

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vism）这是在皮亚杰思想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以冯格拉塞斯费尔德（Von

Glasersfeld）和斯特菲（Steffe）为代表。激进建构主义有两条

基本原则：（1）知识不是通过感觉而被个体被动地接受的，

而是由认知主体主动地建构起来的，建构是通过新旧经验的

相互作用而实现的；（2）认识的机能是适应自己的经验世界

，帮助组织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去发现本体论意义上的现实

。激进建构主义者相信，世界的本来面目是我们无法知道的

，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推测它，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经验

。所以冯格拉塞斯费尔德认为，应该用“生存力”来代替真

理一词，只要某种知识能帮助我们解决具体问题，或能提供

关于经验世界的一致解释，那它就是适应的，就是有“生存

力”的，不要去追求经验与客体一致。为了适应不断扩展的

经验，个体的图式会不断进化，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这种个体

与经验世界的对话中建构起来的，而这要以个体的认知过程

为基础。激进建构主义以这些思想为基础，深入研究了概念



的形成、组织和转变，其研究之深入是各家建构主义中独一

无二的，但这种建构主义主要关注个体与其物理环境的相互

作用，对学习的社会性的一面则重视不够。（二）社会建构

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与激进建构主义不同，这是主要

以维果斯基的理论为基础的建构主义，以鲍尔斯费尔德

（H.Bauersfeld）和库伯（P.Cobb）为代表。它也在一定程度

上对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怀疑，认为所有的认识都

是有问题的，没有绝对优胜的观点，但它又比激进建构主义

稍温和。它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对每个认识世界的个

体来说是共通的。知识是在人类社会范围里建构起来的，又

在不断地被改造，以尽可能与世界的本来面目相一致，尽管

永远达不到一致。另外，它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建构自己的

知识和理解的过程，但它更关心这一建构过程的社会的一面

。他们认为，知识不仅是个体与物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内化的

结果，而在此过程中，语言等符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学

习者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交往和游戏等活动中，形成了大量

的个体经验，这可以叫做“自下而上的知识”。它从具体水

平向知识的高级水平发展，走向以语言实现的概括，具有了

理解性和随意性。而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则形成了公共

文化知识。在个体的学习中，这种知识首先以语言符号的形

式出现，由概括向具体经验领域发展，所以也可以称为“自

上而下的知识”。儿童在与成人或比他成熟的社会成员的交

往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中，在他们的帮助下，解决自己

还不能独立解决的问题，理解体现在成人身上的“自上而下

的知识”，并以自己已有的知识为基础，使之获得意义，从

而把“最近发展区”变成现实的发展，这是儿童知识经验发



展的基本途径。（三）社会文化取向（socialcultural approach

）这种倾向与社会建构主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它也受到了

维果斯基的突出影响，也把学习看成是建构过程，关注学习

的社会性的方面。但它又与后者有所不同，它认为，心理活

动是与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知识与学习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不同的

社会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来源。所以，它着重研究不同文化、

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境下个体的学习和问题解决等活动的差别

。他们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

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实际活动，并认为这些实际活动是

以一定的社会交往、社会规范、社会文化产品为背景的。个

体以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解决

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最终达到活动的目标。他们认为，学习

应该像这些实际活动一样展开，在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进行的

实际活动中，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学习某种知识。学

生在问题的提出及解决中都处于主动地位，而且在其中可以

获得一定的支持。这种观点提倡师徒式教学，就像工厂中师

傅带徒弟那样去教学。（四）信息加工建构主义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nstructivism）在学习理论学派中，

信息加工理论不属于严格的建构主义，因为尽管它认为认知

是一个积极的心理加工过程，学习不是被动地形成SR联结，

而是包含了信息的选择、加工和存储的复杂过程。在此意义

上，信息加工论比行为主义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信息加

工论假定，信息或知识是事先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个体必须

首先接受它们才能进行认知加工，那些更复杂的认知活动才

能得以进行。即便它看到了已有的知识在新知识获得中的作



用，也基本不是把它看成是新旧经验间的反复的、双向的相

互作用过程。它只是强调原有知识经验在新信息的编码表征

中的作用，而忽略了新经验对原有知识经验的影响。信息加

工的建构主义比信息加工理论前进了一步。虽然它仍然坚持

信息加工的基本范式，但完全接受了“知识是由个体建构而

成的”观点，强调外部信息与已有知识之间存在双向的、反

复的相互作用。新经验意义的获得要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

础，从而超越所给的信息。而原有经验又会在此过程中被调

整或改造。但这种观点并不接受“知识仅是对经验世界的适

应”的原则。所以信息加工建构主义也往往被称为“温和建

构主义”，斯皮诺（Spiro）等人的认知灵活性理论就是一种

这样的建构主义。三、当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知识观建构主义者一般强调，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

表征，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它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

案。相反，它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被“革命”掉，并

随之出现新的假设。而且，知识并不能精确地概括世界的法

则，在具体问题中，我们并不是拿来便用，一用就灵，而是

需要针对具体情境进行再创造。另外，建构主义认为，知识

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具体个体之外，尽管我们通过语

言符号赋予了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甚至这些命题还得到了

较普遍的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者会对这些命题有同样

的理解。因为这些理解只能由个体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而建

构起来，它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学习历程。建构主义的这种

知识观尽管不免过于激进，但它向传统的教学和课程理论提

出了巨大挑战，值得我们深思。按照这种观点，课本知识只

是一种关于各种现象的较为可靠的假设，而不是解释现实的



“模板”。科学知识包含真理性，但不是绝对正确的最终答

案，它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更可能正确的解释。而且，更重要

的是，这些知识在被个体接受之前，它对个体来说是毫无权

威可言的，不能把知识作为预先决定了的东西教给学生，不

要用我们对知识正确性的强调作为让个体接受它的理由，不

能用科学家、教师、课本的权威来压服学生。学生对知识的

“接受”只能靠他自己的建构来完成，以他们自己的经验、

信念为背景来分析知识的合理性。学生的学习不仅是对新知

识的理解，而且是对新知识的分析、检验和批判。另外，知

识在各种情况下应用并不是简单套用，具体情境总有自己的

特异性。所以，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教条式的掌握，而是需

要不断深化，把握它在具体情境中的复杂变化，使学习走向

“思维中的具体”。（二）学习观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

知识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

。学生不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这

种建构不可能由其他人代替。学习是个体建构自己的知识的

过程，这意味着学习是主动的，学生不是被动的刺激接受者

，他要对外部信息做主动的选择和加工，因而不是行为主义

所描述的SR过程。而且，知识或意义也不是简单由外部信息

决定的。外部信息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

识经验间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建构成的。其中，

每个学习者都在以自己原有的经验系统为基础对新的信息进

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而且原有知识又因为新经验的进

入而发生调整和改变，所以学习并不简单是信息的积累，它

同时包含由于新、旧经验的冲突而引发的观念转变和结构重

组。学习过程并不简单是信息的输入、存储和提取，而是新



旧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又与认

知主义的信息加工论有所不同。（三）学生观建构主义者强

调，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在日常生活中，在以

往的学习中，他们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小到身边的衣食

住行，大到宇宙、星体的运行，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生活，他

们几乎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有些问题即使他们还没

有接触过，没有现成的经验，但当问题一旦呈现在面前时，

他们往往也可以基于相关的经验，依靠他们的认知能力（理

智），形成对问题的某种解释。并且，这种解释并不都是胡

乱猜测，而是从他们的经验背景出发而推出的合乎逻辑的假

设。所以，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这些经验，另起炉灶，从外

部装进新知识，而是要把儿童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

生长点，引导儿童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

经验。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知识的处理和转换。教师

不简单是知识的呈现者，他应该重视学生自己对各种现象的

理解，倾听他们的看法，洞察他们这些想法的由来，以此为

根据，引导学生丰富或调整自己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告

诉”就能奏效的，而是需要与学生共同针对某些问题进行探

索，并在此过程中相互交流和质疑，了解彼此的想法，彼此

作出某些调整。由于经验背景的差异，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常

常各异，在学生的共同体之中，这些差异本身便构成了一种

宝贵的学习资源。教学就是要增进学生之间的合作，使他看

到那些与他不同的观点，从而促进学习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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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