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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及特点：技能是通过练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活动

方式。特点：（1）是通过学习或练习而形成的，不同于本能

行为。（2）是一种活动方式，是由一系列动作及其执行方式

构成的，属于动作经验，不同于认知经验的知识。（3）技能

中的各动作要素及其执行顺序要体现活动本身的客观法则的

要求，不是一般的习惯动作。 二、种类：分为操作技能与心

智技能 操作技能（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操作活动方

式）特点：客观性、外显性、展开性。不同角度分类：细微

型操作技能（打字、弹钢琴）与粗放型操作技能（举重、标

枪）、连续型操作技能（开汽车、骑自行车、跑步）和断续

型操作技能（弹琴、打字）、闭合型操作技能（自由体操、

游泳、跳水）和开放型操作技能（驾驶汽车及球类运动中的

控制球的技能等）、还有徒手型和器械型 心智技能（通过学

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心智活动方式）：阅读技能、运算技

能、记忆技能等是常见的心智技能。特点（观念性、内潜性

、简缩性） 三、技能的作用：（1）技能可以使个体的活动

表现出稳定性、灵活性，能够适应各种变化的情境（2）技能

还是获得经验、解决问题、变革现实的前提条件。 第二节 操

作技能的形成与培养 一、形成阶段：分为操作定向、操作模

仿、操作整合、操作熟练四个阶段。 （一）操作定向：即了

解操作活动的结构与要求，在头脑中建立起操作活动的定向

映像的过程。定向映像包括两方面：（1）有关操作动作本身



的各种信息（2）与操作技能学习有关或无关的各种内外刺激

的认识与区分。 （二）操作模仿：即实际再现出特定的动作

方式或行为模式。模仿的实质是将头脑中形成的定向映像以

外显的实际动作表现出来。动作特点：（1）动作品质：稳定

性、准确性、灵活性较差（2）动作结构：各动作要素之间协

调性较差，互相干扰，常有多余动作产生。（3）动作控制：

主要靠视觉控制，动觉控制水平低，不能主动发现错误与纠

正错误。（4）动作效能：完成一个动作往往比标准速度要慢

，个体经常感到疲劳、紧张。 （三）操作整合：即把模仿阶

段习得的动作固定下来，并使各动作成分相互结合，成为定

型的、一体化的动作。 动作特点：（1）动作品质：表现出

一定的稳定性、准确性、灵活性，但当外界条件变化时，都

有所降低。（2）动作结构：动作的各个成分趋于分化、精确

，整体动作趋于协调、边贯，各动作成分互相干扰减少，多

余动作也有所减少。（3）动作控制：视觉控制不起主要作用

，逐渐让位于动觉控制。amp.试大$肌肉运动感觉变得较清晰

、准确，并成为动作执行的主要调节器。（4）动作效能：疲

劳感、紧张感降低，心理能量 的不必要的消耗减少，但没有

完全消除。 （四）操作熟练：指所形成的动作方式对各种变

化的条件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动作的执行达到高度的完善化

和自动化。 特点：（1）动作品质：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准

确性、灵活性，在各种变化条件下都能顺利完成动作。（2）

动作结构：各动作之间的干扰消失，衔接连贯、流畅，高度

协调，多余动作消失。（3）动作控制：动觉控制增强，不需

要视觉的专门控制和有意识的活动。视觉注意范围扩大，能

准确的觉察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并调整动作方式。（4）动作效



能：心理消耗和体力消耗降至最低，表现在疲劳感、紧张感

减少，动作具有轻快感。 二、操作技能的培训要求：（一）

准确地示范与讲解（二）必要而适当的练习（过度学习是必

要的，但注意有时引起学生疲劳也不好）（三）充分而有效

的反馈（内部反馈和外部反馈）（四）建立稳定清晰的动觉

。 第三节：心智技能的形成与培养: 一、形成阶段的理论探

讨： （一）加里培林（苏联）的心智动作按阶段形成理论：

五阶段：1、活动的定向阶段。2、物质活动或物质化活动阶

段（如低年级学生借助苹果进行加减运算物质活动；或借助

苹果的图片物质化）。3、出声的外部言语活动阶段。4、无

声的外部言语阶段。5、内部言语阶段。这一阶段抽象思维为

心智活动的主要成分。 （二）安德森的三阶段论：认知阶段

、联结阶段和自动化阶段。 （三）我国分类：原型定向、原

型操作、原型内化三阶段 二、心智技能原型的模拟：随着控

制论功能模拟思想向心理学的渗透，找到了确立心智技能操

作原型的“心理模拟法”两个步骤：创拟确立模型、检验修

正模型。其中第一步是关键。 三、心智技能的分阶段形成： 

（一）原型定向：是了解心智活动的实践模式，了解“外化

”或“物质化”了的心智活动方式操作活动程序，了解原型

的活动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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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使学生掌握操作性知识（

即程序性知识）的阶段。相当于加里培林的“活动的定向阶

段”。amp.试大$ 在原型定向阶段，主体的学习任务可以归结

为两点：首先要确定所学心智技能的实践模式（操作活动模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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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做到：（１）要使学生了



解活动的结构，使学生对活动有一个完整的映像，才能为以

后的学习奠定基础。（２）要使学生了解各种规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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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的示范要正确，讲解要确切，动作指

令要明确。 （二）原型操作：就是依据心智技能的实践模式

，把主体在头脑中建立起来的活动程序计划以外显的操作方

式付诸实施。（加里培林的物质或物质化活动阶段） 教师要

做到：（1）要使心智活动的所有动作以展开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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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注意活动的掌握程

度，并适时向下一阶段转化。（4）为使活动顺利内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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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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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阶段：

出声的外部言语阶段、不出声的外部言语阶段和内部言语阶

段。要想使操作原型成功内化为心智技能，教师必须要注意

（1）应遵循这三个顺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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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完整的描述原型的操作过程（此时已没有实际操作），

然后，再逐渐缩减。（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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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由

出声到不出声、由展开到压缩的转化过程中，要注意活动的

掌握程度，适时转化。 四、心智技能的培养要求：（一）激

发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二）注意原型的完备性、独立性

与概括性（三）适应培养的阶段特征，正确使用言语。当然



除上述三点基本要求外，教师在集体教学中还应注意学生个

别差异，充分考虑学生所面临的主客观条件，并针对学生存

在的具体问题采取有效的辅助措施，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

心智技能。 百考试题是目前中国在线学习首选品牌，为了帮

助广大考生顺利通过考试，百考试题网校

（http://www.100test.com/teacher/wangxiao/）推出2009年教师

资格考试网络课程辅导，目前正在热招中，权威老师：杨强

、杨芸老师分别对中学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进行了专业辅

导，并以其雄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员带来

高质量的教学服务，并提供最有价值的备考资料，助考生取

得优异成绩，顺利过关！编辑推荐：把教师站点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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