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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理解、巩固和应用。关于概念的掌握，可作如下的分析。

（一）概念掌握的性质概念的掌握也就是获得了一定事物的

概念。概念既是由符号或语词所代表的具有共同的关键特征

的事物，则概念的掌握就是获得了按一类事物的共同的关键

特征进行反应的能力。如儿童掌握“球”的概念，就是他获

得了球的关键特征：一般是圆形；用于游戏和运动。前者可

以被观察到，后者则是在使用中才显现出来的功能。球，除

关键特征外，还有无关特征，如球的大小、颜色、质地等。

关键特征决定事物的分类，无关特征则否。所以，概念的学

习有两个方面：一是关键特征的认识；二是分类根据的理解

。此外，凡概念都有例证，球，有肯定的例证，一切包含该

概念的共同关键特征的事物，如篮球、足球等就是。一切不

包含概念的共同关键特征的事物就是否定例证。柚子、西瓜

就是球的否定例证，对此能作出区别，才算掌握了球的概念

。所以，掌握概念实质上是获得了同类事物的共同关键特征

，同时也意味着能区分概念的关键特征与无关特征、概念的

肯定例证与否定例证。因此，如叫儿童把球拿出来，而他也

能做到时，这并不能说他已具有球的概念，因为他拿的是代

表他所说过的特殊的球。但如果给他看一个他没有见过的球

，他能说出“球”来，还能将外形似球而不是球的物体如柚

子从球中分出来，这时才能说他掌握了球的概念。据此来设

计试题，以检查儿童掌握概念的程度是必要的。（二）概念



掌握的基本形式奥苏伯尔认为，儿童获得概念有两种形式，

即概念形成和概念同化，并指出概念同化是学生获得概念的

最基本的形式。他分析了概念形成和概念同化这两种形式所

包含的不同心理过程，也阐述了概念形成之所以不能作为学

生获得概念的主要形式的道理。1．概念形成所谓概念形成，

是指从大量的具体例证出发，在儿童实际经验过的概念的肯

定例证中，通过归纳的方法抽取一类事物的共同属性，从而

获得初级概念的过程。如学前儿童获得“叔叔”这个概念，

就是在他们实际接触爸爸的弟弟中，随着大人告诉他们要称

呼为“叔叔”后，逐渐形成的。这种从具体经验中进行的抽

象为一级抽象，故所获得的概念为初级概念。他不能获得“

叔叔”的定义，即一般指任何人的父亲的弟弟或泛指比任何

人的父亲小的成年男人。这是由于学前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

简单、知识具体而贫乏造成的。在他们的认知结构中，父亲

、弟弟、男人等这些词，只代表个别的人，而实质上，这些

语词或符号是代表一类事物而不是代表特殊的事物。这样，

在学前儿童头脑里，这些词并不代表一类事物共同的关键属

性，所以不能说他们已获得了抽象概念或定义概念。由此，

奥苏伯尔认为，概念形成是年幼儿童获得概念的典型方式。

在现实的或实验的情境中，概念形成也可能是成年人获得概

念的形式，但它不是典型的。成人有在直接经验中获得的概

念，也往往是以概念形成的方式获得的初级概念。但是，年

幼儿童与成年人的概念形成的心理过程在复杂性上是不尽相

同的，同样的心理过程也有不同的水平。年幼儿童的概念形

成，一般包括辨别、抽象、分化、假设、检验和概括等等心

理过程，但由于他们的知识经验不多，既具体又贫乏，认知



结构简单，因此，上述这些心理过程是非常原始、粗糙、简

单的。概念形成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如在成年人那里，就处

在复杂的水平上，它就包括下列有顺序的心理过程：（1）在

知觉水平上辨别不同的刺激模式；（2）抽象出各个刺激模式

的共同属性，并提出共同的关键特征的种种假设；（3）在稳

定的情境中去检验这些假设；（4）从这些假设中选择一个具

有普遍性的类目名称或范畴，使之适合于一切刺激模式；（5

）把这一普遍性的范畴与认知结构中起固定作用的观念联系

起来；（6）使新观念与原先学过的有关概念分化；（7）把

新概念的关键特征推广到一切同类事物中去；（8）用符合习

惯用法的言语、符号去表达这个新概念或类目的内容。这里

的最后一步是代表学习。如果前七步没有很好地顺序进行，

言语、符号只能是表面的机械学习，它就不是获得概念的意

义学习。就一般而论，无论是年幼儿童还是成年人，在现实

生活中，概念形成的时间较长些，而且很少有固定不变的程

式。从学习方法上看，概念形成属于发现学习，常常是自发

地通过上述心理过程，从具体的实际经验出发，获得一类事

物的共同特征，并且是在与成年人的交往过程中，通过成人

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来加以证实的。由于是通过个体经验的

积累和日常交际中获得的，往往受到狭隘的知识经验的限制

，难免有错误或曲解，有时在概念中就包括了一些无关特征

，而忽略了关键特征，概念之间的关系与区别混淆不清。有

一个用个别询问方式进行的实验说明了这一点。问40个3.5～8

岁的儿童：月亮和树是不是活的，有没有生命？结果有半数

以上的儿童认为树不是活的，没有生命。有70%以上的儿童

认为月亮是活的。可见，要将初级概念提高到二级概念，就



需要通过专门的教学才行。2．概念同化所谓概念同化，是指

在课堂学习的条件下，用定义的方式（或体现在上下文中）

直接向学习者揭示概念的关键特征，学生利用认知结构中原

有的有关概念来同化新知识概念，从而获得科学概念（或二

级概念）的过程。定义或上下文所揭示的概念的关键特征是

前人或科学家的发现和创造，是人类历史经验积累的结晶，

是前人通过概念同化的方式抽象概括出来的。学生在课堂学

习中，可以不必经过概念形成的过程，只需把所接受的新概

念与自己认知结构中的适当观念相结合，即可获得同类事物

共同的关键特征。这种新旧知识的结合或相互作用，就是新

信息的内化过程，这就是概念同化。通过概念同化获得的概

念，如前所述，是认知的二级抽象，所获得的概念为二级概

念，即科学概念。奥苏伯尔认为，概念同化是学龄儿童获得

概念的典型方式。学校儿童与学前儿童是不同的，他们随着

年龄的增长，通过生活实践，特别是学前教育和家庭教育，

在他们的认知结构中已经积累了许多的通过概念形成而获得

的初级概念；另一方面，他们在入学后，在学校条件下接受

了系统的教学影响，增加了较多的抽象概念，认知结构逐渐

复杂化。因此，在儿童入学以后，概念同化就逐渐成为他们

获得概念的主要形式，日益取代概念形成而成为获得概念的

典型方式。概念同化属于接受学习。要使学生有意义地同化

新概念，在课堂学习中，首先，必须满足意义学习的主客观

条件。除了新学习的概念本身必须具有逻辑意义，使之对学

习者构成潜在的意义外，学习者还必须具备有意义学习的心

向和原有认知结构中具有同化新概念的适当观念。其次，在

具备上述意义学习的条件下，按新概念与认知结构中的适当



观念间的不同关系展开三种同化，即包括派生的与相关的类

属性同化、总括性同化和并列结合性同化，并使这些反映上

位、下位和并列的概念间关系的同化中，新旧知识相互作用

，使新信息内化而获得新的心理意义。最后，使新观念与认

知结构中原有的有关观念进一步产生不断分化和综合贯通，

从而组成有系统的概念体系，形成科学知识群，如图6.1所示

。在同化的过程中，并未经过在概念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那

些过程，如辨别、抽象、分化、假设、检验、概括和归纳过

程。在概念同化中，却要展开积极的认知活动，尤其是在不

断分化和综合贯通中，更需要主动地进行理论思维，由一般

到特殊、由抽象化到具体化等的演绎过程。这种同化过程越

积极，被同化的概念越有用。例如在一般课堂学习中，教学

生掌握“平行四边形”的概念时，常常是通过概念同化的形

式学习的。教师先确认，学生有意义学习这个新概念的条件

已经具备，因此，直接把定义告诉学生：“平行四边形是两

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在学生主动接受新知识时，

也必须积极展开认知活动。首先，必须把“平行四边形”这

个概念与自己认知结构中原有的“四边形”知识联系起来，

并把新概念纳入原有概念之中，明确新概念是对原有的四边

形概念的限制。其次，在学习新概念“平行四边形”时，必

须将新概念与原有的有关概念（如四边形、梯形、三角形等

）加以区别，精确分化。最后，还需要把一般四边形、平行

四边形、梯形等有关的概念不断分化和综合贯通，组成一个

整体的概念体系，达到结构化和系统化，即透彻理解了这个

科学知识群，以便于记忆和运用。可以看出，其中的心理过

程，在概念同化和概念形成中是不尽一致的。这两种形式，



在实践中也是相互为用的。（三）概念掌握发展的特点1．在

不同认知发展阶段上的特点按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儿童的

认知发展经历着不同的三个阶段。在不同的认知发展阶段上

，儿童获得概念的形式和结果，具有不同的特点。学前儿童

，由于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的局限，他们只能以概念形成的

形式，从具体的实际经验中来掌握概念。这种概念，由于受

到具体的实际经验的限制，只能获得直接知觉到的和熟悉的

事物所构成的初级概念，如狗、房子等。小学儿童随着知识

经验的增长，认知结构中已有了相当的概念，儿童不必对照

概念的多种具体实例来一一检验，可以根据已有的概念与关

键特征联系起来，从而获得意义。因此他们在原有概念的基

础上建立二级概念，开始向概念的同化过渡。但他们获得的

新概念仍需借助具体的实例为支柱，认知仍有很大的直观性

。中学生的认知发展已达到抽象逻辑运算的较高级水平，二

级概念的关键特征就可以直接与认知结构中的原有概念相联

系，不需要凭借具体实际的经验。这样就为学生直接通过概

念的定义和上下文获得概念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以概念同化

的方式来掌握概念，就成为主要的形式。只有到了这个阶段

，才能真正获得由语言所表述的精确、清晰和抽象的概念。

这些在不同认知发展阶段上掌握概念的发展特点，为不同认

知阶段的概念教学提供了心理依据。2．在掌握概念发展趋势

上的特点根据研究，儿童掌握概念发展的一般趋势，有以下

一些特点。（1）概念的具体性和含糊性减少，概念的抽象性

和精确性增加。掌握概念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是知识经验的

结晶，是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而发展的。较后获得的意义，

总是要依赖和吸取先前获得的意义。据布鲁纳等1963年的研



究，分类的基础，学前儿童以直接知觉的物体共同属性为标

准；小学生则以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相似为依据；青年则以

抽象的关键特征为基础。随着认知过程的复杂化，概念逐渐

减少了具体性和含糊性，变得更加抽象和精确。年长儿童不

仅获得了较抽象的囊括性概念，而且也能对紧密相关的概念

（如狗和狼）作出较精确的分化，并在概念之内又发展了从

属的概念。如在狗中分出家犬与猎犬等等。（2）概念形成减

少，概念的同化增加。这是掌握概念在方式上的发展特点。

学前儿童主要是用概念形成的形式获得概念，入学后，概念

同化的形式才逐渐成为获得概念的主要方式。因为概念同化

是以获得二级概念为特征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智力成熟水

平，学前儿童一般都未达到，所以只能依赖概念形成的方式

获得初级概念。而在入学后，在教学条件下获得的概念，那

是前人所发现和创造的，是科学概念。小学生智力逐渐成熟

，认知功能从具体过渡到抽象，概念同化有了一定基础后，

概念同化随之成为学生获得概念的主要形式。研究表明：小

学生在认知和语言的发展上，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概念同化的

基础：①逐渐获得较高抽象水平的概念体系，为较复杂概念

的关键特征提供了可能；②逐渐获得语词和句法结构的知识

，使字典式的解释抽象概念成为可能；③认知能力本身的逐

渐发展，使概念的关键特征与认知结构中的适当观念的直接

相结合成为可能。即便如此，在小学阶段，采用系统言语讲

述时，结合适当的直接经验，仍然是获得较高级概念所必须

的。（3）概念的自发性降低，概念的自觉性提高。维果茨基

把通过概念形成获得的初级概念称为自发概念，指出儿童在

运用自发概念时，并未意识到这些概念。因为他们只注意概



念所指的对象，而不是思维活动的本身。只有当某一概念成

为某个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时，这才能受意识的控制。儿童

在学校所获得的概念，一开始就受其自发概念的影响，它先

入为主且颇为生动，能提高被同化的类似概念的意义性。所

以，维果茨基等认为，自发概念是获得科学概念的跳板。但

在科学概念的教学中，必须考虑到自发概念的局限和缺陷，

因此自觉地将两者的特征加以对照是必要的。一个总括概念

，也意味着一系列从属概念的存在。概念是知识的细胞，它

是按不同概括水平有层次地组织起来的。一个科学概念的真

正含义，是指它在概念体系中的一定位置上的意义。因此，

概念获得中的自我意识，即概念的自觉性，是同科学概念的

教学相联系的。皮亚杰和维果茨基都认为，对掌握概念过程

中认知运算的自我意识，要到接近青年期，并且在受过系统

的科学教学以后才得以发展。这说明：在概念同化过程中，

概念的自发性降低，概念的自觉性提高，是获得概念中自我

意识发展的特点。（四）概念应用的不同形式概念一旦被掌

握，便可在认识活动中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对认识产生重大

影响。已掌握的概念，可以在不同的水平上加以应用。1．在

知觉水平上的应用获得的概念在知觉水平上的应用有两种情

况。其一，在人的认知结构中已经获得同类事物的概念以后

，当他遇到该类事物的特例时，就能立即把它看做这一类事

物中的具体例证，归入一定的知觉分类中。如把棒球这个特

殊的球看成一般的球类中的一个例证，这是从知觉上理解了

球。为什么“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这

是由于认知结构中尚无相应概念的缘故。如果有了相应的概

念，就会很快作出知觉的分类。所以“只有理解了的东西，



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其二，已经学过的概念，以后在新

的地方出现，学习者不必经过一系列的认知过程，可以从知

觉上直接觉察到它的意义。如懂得了生态学上“平衡”概念

后，当在心理学上看到“平衡”时，就能直接觉察到它的意

义，这也是概念在知觉水平上的应用。2．在思维水平上的应

用获得的概念在思维水平上的应用，在接受学习中有，在发

现学习中也有。在接受学习中，新的概念会被类属于包摄水

平较高的原有概念中时，原有概念得到了充实和证实，这是

概念在思维水平上的应用。如学生已知“哺乳动物”有胎生

和乳养两个基本特征后，在学习“鲸属于哺乳动物”时，原

有概念就起到思维水平上分类的作用，并在新概念中得到例

证和充实。又如识别蝙蝠是“兽类”不是“禽类”，这也是

在思维水平上的分类。在发现学习中，也常常需要应用原有

概念，特别在解决复杂问题中，如发现新的原理，原有概念

或命题必须加以重新组织或组合，既能自圆其说，又是标新

立异，这都是概念在思维水平上的应用。概念的获得和应用

一般是不可分的，对它们加以区分，是使在学习的迁移过程

中，认知结构变量的作用得到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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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