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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6_96_87_E6_95_99_c38_60542.htm 一、引言 众所周知，在

过去的廿年中，强调刺激反应，并把学习者看作是对外部刺

激作出被动反应、即作为知识灌输对象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已经让位给强调认知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并把学习者看

作是信息加工主体的认知学习理论。随着心理学家对人类学

习过程认知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认知学习理论的

一个重要分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西方逐渐流行。由于多

媒体计算机和基于Internet的网络通信技术所具有的多种特性

特别适合于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换句话说，多媒体计算

机和网络通信技术可以作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理想认知

工具，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所以随着多媒体计算

机和Internet网络教育应用的飞速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正

愈来愈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其

影响。 二、建构主义的由来与发展[1][14][15] 建构主

义(constructivism)也译作结构主义，其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

士的皮亚杰(J.Piaget)。他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

学家，他所创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学派被人们称为日内

瓦学派。皮亚杰的理论充满唯物辩证法，他坚持从内因和外

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他认为，儿童是

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

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儿童与环境的相互

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把

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



构（也称“图式”）中，即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

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

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

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

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可见，同化是认知结构

数量的扩充（图式扩充），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

（图式改变）。认知个体（儿童）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

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当儿童能用现有图式去同

化新信息时，他是处于一种平衡的认知状态；而当现有图式

不能同化新信息时，平衡即被破坏，而修改或创造新图式（

即顺应）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平衡的过程。儿童的认知结构

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不平衡

新的平衡”的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这就是

皮亚杰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皮亚杰的上述理论的基

础上，科尔伯格在认知结构的性质与认知结构的发展条件等

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斯腾伯格和卡茨等人则强调了个体

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结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对认知过程

中如何发挥个体的主动性作了认真的探索；维果斯基创立的

“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则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社会文

化历史背景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以维果斯基为首的维列鲁学

派深入地研究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

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研究都使建构主义理论得到

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为实际应用于教学过程创造了条件。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如上所述，建构主义本来是源自关于

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由于个体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程密切

相关，因此利用建构主义可以比较好地说明人类学习过程的



认知规律，即能较好地说明学习如何发生、意义如何建构、

概念如何形成，以及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包含哪些主要因素等

等。总之，在建构主义思想指导下可以形成一套新的比较有

效的认知学习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较理想的建构主义学

习环境。下面我们就从“学习的含义”（即关于“什么是学

习”）与“学习的方法”（即关于“如何进行学习”）这两

个方面简要说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内容。 1、关于学

习的含义 [1][2][4]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

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

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由于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即社

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

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

”、“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

大要素或四大属性。“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

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对教学设计提出了新的

要求，也就是说，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学设计不仅要

考虑教学目标分析，还要考虑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的情境的

创设问题，并把情境创设看作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协作”：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协作对学习资料

的搜集与分析、假设的提出与验证、学习成果的评价直至意

义的最终建构均有重要作用。“会话”：会话是协作过程中

的不可缺少环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必须通过会话商讨如何

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的计划；此外，协作学习过程也是会话

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思维成果（智慧）为整个

学习群体所共享 ，因此会话是达到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意义建构”：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所要建构

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

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

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大脑中的长期存

储形式就是前面提到的“图式”，也就是关于当前所学内容

的认知结构。由以上所述的“学习”的含义可知，学习的质

量是学习者建构意义能力的函数，而不是学习者重现教师思

维过程能力的函数。换句话说，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

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

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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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