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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其学习活动同样也具有人类学习的一般特点。但由于学

生在教育系统中的特殊地位，这使得学生的学习活动又具有

不同于一般人类学习的特点，具有特殊性。综观教育心理学

的发展历史及其教学改革的进程，决定其成效的关键因素是

对学生学习的特殊性的认识与把握。忽视或否定这种特殊性

，就难以揭示学生学习的规律，也难以建立科学的教学体系

、找到切实有效的教学措施。因此，探讨学生学习的特点是

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学生学习的根本特点（

一）学生学习的接受本性从狭义的教育来说，学生学习的根

本特点是接受学习，这是由学生所处的教育系统的整体特性

决定的。狭义的教育即教学，是一种经验传递系统，也是一

种人际交往系统，它是由经验的传授者及其传授活动（即教

师及其教学活动）、经验的接受者及其接受活动（即学生及

其学习活动）、作为传递对象的经验（即知识、技能与社会

规范）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学生及其学习活动是该系统

的构成要素之一，学生的学习本性是由经验传递系统本身的

整体特性以及学生在这种人际交往系统中的地位与职能决定

的，并非人为所定。背离教育系统中各要素的特性受制于系

统整体结构的基本原则，就难以准确、深入地把握学生学习

的特殊性，也难以科学地揭示学生学习的本性。在教育系统

中，教师所处的地位是经验的所有者和传授者，其职能主要

是传授经验。学生所处的地位是经验欲得者和接受者，其职



能主要是接受经验。违反这种系统的结构原理，经验的传递

也就难以实现，教育也就失去了本意。鉴于学生在教育系统

中的角色与地位，其学习必然是一种接受学习。学生通过占

有传授者所提供的经验，来掌握前人所创造的经验，把别人

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二）接受学习的构建本性如前所

述，经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主体反映客体时所

产生的主观产物。因此，经验不是物，经验的传递也不同于

物的传递，绝不能以物的传递模式来曲解经验的传递和接受

学习。物的传递是以现成的形式进行的，即传递的对象不改

变性质，不改变存在的形式，仅仅发生位置的移动而已。在

物的传递系统中，传递者处于主动给予地位，而接受者处于

被动承受地位，传递对象在传递过程中不变质、不变形，接

受者只需伸手、张口即可接受到。经验的传递在本质上是不

同于物的传递的，因为经验是主观产物，物是客观产物。在

教学过程中，必须将经验进行一系列的变质、变形的处理后

，才能进行经验的传递。具体来讲，经验的所有者必须赋予

其主观经验以某种客观形式，如能够被接受者感知到的声、

光、具体形象与文字符号等，使它们成为要传递的经验的物

质载体。从经验的接受方面来看，所接受到的并不是经验本

身，而是传授者所发送的媒体和信号。若要获得媒体或信号

所负载的经验、信息，接受者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处理，

将接受到的信号刺激进行各种形式、各种水平的生理与心理

的转换，要在头脑中进行一系列的编码、译码等活动。只有

通过这一系列的构建活动，接受者才能获取信号所表示的意

义，即形成经验结构。总之，学生学习的根本特点就是通过

一系列的主动构建活动来接受信息，形成经验结构或心理结



构。学生学习的构建本性也越来越为研究者所认同，如学习

的建构主义观点就非常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建构

或构建（Fosnot，1996）。但在实际教育情境中，对学生学习

的接受构建这一根本特点存在着错误的理解，进而否定接受

学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错误认识：第一，将接受

学习视为被动的机械的学习。确实，早在17世纪，夸美纽斯

（J．A．Comenius）就对学生的学习问题有所论述：“教师

的嘴就是一个源泉，在那里可以发出知识的溪流，由他们的

身上流过⋯⋯每逢这个源泉开放的时候，他们便把他们的注

意当作一个水槽一样，放在他的下面，一点不要让滚出的东

西跑掉了。”（夸美纽斯，1632，1657）。在这里，夸美纽

斯将知识比喻为溪流，从教师的嘴里流出，直接灌注给学生

。这可以说是“注入式”教学的典型描述。注入式教学的根

本错误就是以物的传递模式来曲解经验传递过程。尽管人们

对注入式教学的机械、被动性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但未能抓

住其错误的根本所在，而且更可悲的是，一些批评家非但没

有为经验传递恢复真相，反而沿用同样的错误观点，否定教

育的经验传递本性及接受本性，这无疑是一种将洗澡水连同

孩子一起泼掉的愚蠢行为。第二，将接受学习与创造性对立

起来。个体获取经验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通过接受，一

是通过发现。通过亲身实践而发现经验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

的过程。有人认为接受学习妨碍创造性的产生，这种担忧是

没有必要的。真正有创造性的人，往往是具有科学的创造态

度和创造能力的人。而通过接受学习，个体不仅可以学到作

为创造能力的构成要素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前

人创造某种经验的科学态度。接受学习是培养创造性的前提



。此外，事实也证明，真正的发现与创造都是在接受前人的

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实现的，仅依靠简单的创造技法的训练

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稳定的创造性的。一味地强调让学生

发现、创造而忽视接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误人子弟的做

法。学生学习的接受构建本性是由教育系统的本性决定的，

决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否定接受构建本性，必将导致

否定教育，也将阻碍教育的发展。二、学生学习的派生性特

点通过主动的构建而进行的接受学习是学生学习的根本特点

，由此产生一系列的派生性特点。（一）学生学习的间接性

在经验传递系统中，学生主要是接受前人的经验，而不是亲

身去发现经验，因此，所获得的经验具有间接性，是一种间

接经验。这种间接性将反映于学习过程的始终，使学生的学

习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二）学生学习的定向性学生的学

习是在经验传递条件下进行的，无论是传授经验还是接受经

验，双方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与方向性，这与依靠盲目的

尝试、瞎碰而发现和获得经验是完全不同的。教师依据学生

学习的规律来传授经验，而学生又在教师的正确的符合规律

的指导下接受经验，这就可以避免走弯路，大大提高学习效

率。（三）学生学习的连续性学生的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这表现在前后学习相互关联，当前的学习与过去的学习有

关，同时也将影响着以后的学习。可以说，前面的学习为后

来的学习提供准备、条件，而后面的学习又是前面学习的补

充和发展。充分利用这种连续性特点来对教学进行整体设计

，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循序渐进，有助于学生的合理的认知结

构的建立。（四）学生学习的意义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学习方式的意义性，另一是学习内容的意义性。学生要真



正地接受经验，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必须是在理

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必须以有意义方式来进行学习。学生

接受经验，绝不是仅仅感受到媒体或信号的存在，而是了解

这些媒体或信号所负载、表达的信息。传授者利用恰当的教

学手段来呈现、讲解教学内容，学习者充分利用原有经验来

理解新的学习内容，这种学习就是有意义的。另外，学习者

所接受的内容是前人科学研究的成果，它们反映了客观事物

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有意义的信息。接受这些有意义的信息

，可以促使学生构建合理的、完善的心理结构。（五）学生

学习的言语性在经验传递系统中，传递经验的主要媒体是言

语信号，这使学习者不仅能够掌握具体的经验，而且也能够

超越狭隘的具体事物的限制，去掌握抽象、概括的经验。这

有助于学生的心理由低级、具体的水平向高级、抽象的水平

发展。当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注意采取有效措施使

学生真正地理解言语符号所标志的内容，并正确地利用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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