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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9794.htm 一、学习的概念学习一

词，我国古代文献中早已有之，如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论语学而》），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论语为政》）。这是我国古代儒家教育心理思

想中的学习观点。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习与练习、

学习与情感、学习与思维的关系，显示了我国古代学习心理

思想的丰富性。但究竟什么是学习？它的实质是什么？至今

还无一致意见。长期以来，许多心理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

从不同的观点、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学习问题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提出了各种学习定义。桑代

克（1931）说：“人类的学习就是人类本性和行为的改变，

本性的改变只有在行为的变化上表现出来。”加涅

（R.M.Gagne，1977）说：“学习是人类倾向或才能的一种变

化，这种变化要持续一段时间，而且不能把这种变化简单地

归之为成长过程。”希尔加德（E.R.Hilgard，1987）说：“学

习是指一个主体在某个现实情境中的重复经验引起的、对那

个情境的行为或行为潜能变化。不过，这种行为的变化是不

能根据主体的先天反应倾向、成熟或暂时状态（如疲劳、醉

酒、内驱力等）来解释的。”上面列举的这些定义，可以把

它们看作是现代国外关于学习的比较流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定

义。这些定义中，大都强调行为的变化，并强调变化是后天

引起的，是经验引起的变化。但是，这些定义并没有彻底揭

示学习的实质。我们认为，学习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说，学习是人和动物在生活过程中通过实践或训练

而获得由经验引起的相对持久的适应性的心理变化，即有机

体以经验方式引起的对环境相对持久的适应性的心理变化。

在这个定义里，体现了四个论点。一是学习是动物和人所共

有的心理现象。虽然人的学习是相当复杂的，与动物的学习

有本质的区别，但不能否认动物也有学习（现代比较心理学

实验证明，无脊椎动物也有学习）。二是学习不是本能活动

，而是后天的习得性活动。虽然由于物种进化的不同，学习

水平差异很大，但一切个体的学习活动都是后天由于经验或

实践引起的，而不是由于成熟或损伤、药物等暂时状态引起

的。三是任何水平的学习都将引起适应性的行为变化，不仅

有外显行为的变化（有时并不显著），也有内隐行为或内部

过程的变化，即个体内部经验的改组和重建。这种变化不是

短暂的，而是相对持久的。四是不能把个体一切变化都归之

为学习，例如，由于疲劳、生长、机体损伤以及其他生理变

化所产生的变化，就不属于学习，只有通过学习活动所产生

的变化才能称为学习。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为什么我们不采

用“行为变化”而采用“心理变化”呢？因为“心理”一词

虽然是传统的概念，今天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心理学，

沿用至今，它已不是旧的内容。心理现象不但包括个体的内

部过程或内隐行为，也包括了个体的外显行为，采用“心理

变化”这个概念可以避免有所偏向，并且能突出心理的中介

作用。二、人类的学习长期以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力图揭

示人类的学习过程。由于人的学习与动物的学习有类似之处

，20世纪前半叶，许多心理学家就用动物来做学习的实验，

企图找出一些规律用以解释人的学习过程。早期的桑代克、



华生和稍后的赫尔、托尔曼、斯金纳以及魏特海默、考夫卡

、苛勒等人，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出发，都做了不少的动物

学习实验，提出许多学习的规律。最著名的如“尝试错误说

”“顿悟说”“内驱力说”“符号格式塔说”“操作条件反

射说”等等，都是从动物实验中总结出来的学习理论，认为

人的学习也是受这些规律支配的。人和动物的学习确有类似

的地方。人在解决问题或遇到困难情境时，往往也要通过尝

试摸索，出现错误，然后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也

会灵机一动，突然领悟，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从而解决了

问题。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通过条件反射作用，对事物进

行分辨、概括、建立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了解某

种信号的意义，形成新的适应能力。但是，人和动物的学习

又有本质的区别。就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类的学习主要是在

劳动活动中进行的，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体现着人类的经验

和能力。人在其个体发展过程中，是与人类所创造的周围物

体和现象发生关系，人掌握它们、应用它们，正是由于这种

积极的过程的结果，个体才能表现出真正人的本性。所以人

对工具和产品的正常关系首先表现为人掌握固着在工具和产

品中的人的操作方法、经验与意义。人的学习又与人和周围

世界，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有关，交际是个体掌握人类

社会历史经验的必要条件。在人与人交际过程中，出现了言

语，言语的交际逐渐扩大了个体掌握人类知识经验的范围。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武器，它是一种新的刺激，是

各种事物和关系的概括化和抽象化的信号，它组成了关于客

观世界的知识、观念的现实。语言开辟了人类掌握社会历史

经验的广阔的可能性。可见，人类的学习是在劳动活动中发



生的，是在和其他人交往中通过语言的中介作用进行的。在

这个过程中，人类掌握了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形成了人的知

识经验和能力，并将这些经验传递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

人的学习是一个特殊的过程，人的学习是有目的的、自觉积

极主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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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