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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同化用认知心理学的同化论来解释，意义学习的结果

是获得心理意义，而意义的获得就是知识同化的过程。认知

同化是意义学习的内部心理机制。奥苏伯尔继承和发展了认

知心理学的同化理论，对课堂学习作出了新的解释。（一）

认知同化论的历史渊源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只强调学习的刺激

与反应间的外部行为，反对学习者头脑中内部机制的研究，

认知心理学则强调研究学习者的内部心理机制，两者是对立

的。认知同化论来源于格式塔心理学，他们强调心理活动的

内部组织作用，这是脑的动力学的基本原则，学习是通过“

顿悟”来实现的，是在发现了事物间的关系后产生的。托尔

曼提出认知结构概念，把学习看作是形成符号格式塔的过程

，也就是形成认知结构或“认知地图”的过程，把人类的学

习看作是指导行为的认知结构的变化。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把生物学中的同化概念引入心理学，开始用认知同化理论来

解释儿童智慧的发展。学习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反应

的变化是通过个体内部的组织来实现对外界的适应。个体对

外界刺激的反应总是以个体已有的图式或认知结构为转移。

因此他说：“没有从零开始的行为，总是嫁接在以前的图式

之上的。”按发生认识论的观点说，图式或认知结构是通过

同化和顺应两种功能的平衡来进行或发展的。同化是将客体

纳入主体已有的图式之中，引起图式量的发展。不能同化则

要改组或创造新的图式，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顺应引起图



式质的变化，以更好地适应环境。认知发展就是通过同化和

顺应的平衡来进行。奥苏伯尔继承了发生认识论观点，把学

习看作是认知结构的组织或形成，把发生认识论的同化和顺

应归结为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认为命题学习中的类属学习

、总括学习和并列结合学习，都是内部的认知过程，都必须

通过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心理意义。这种新旧知

识的相互作用，就是新旧意义的同化过程，进而形成更加分

化的认知结构。命题学习中的下位学习（类属）、上位学习

（总括）和并列结合学习，就是新知识获得意义的三种同化

模式。奥苏伯尔提出的这些同化模式描述了人类认识是如何

通过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新的认识的图景，它体现了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样的辩证法思想。

（二）认知同化论的基本观点1．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原有的适

当观念是学习新知识的关键不论是代表学习还是概念学习和

命题学习，都是以早期获得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没有潜在

意义，即认知结构中没有适当的起固定作用的观念，即便有

逻辑意义的学习和意义学习的心向，也不可能获得新的心理

意义。所以奥苏伯尔说：“假如必须把一切教育心理学还原

为一条原理，我就要说影响学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学习者

已经知道了什么。”要求“弄清楚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特别是“囊括性观念”一旦形成

，便具有以下的特点：（1）特别适合后继的学习任务，并可

建立直接的关系；（2）有牢固地固定新学习的心理意义；

（3）通过这一共同的知识点，可以组织有关知识，使新旧知

识得以联系起来；（4）能充分解释教学材料的细节，使其具

有潜在意义。这些特点说明：原有的适当观念是学习新知识



的关键。2．新的意义是新旧知识相互作用的产物命题学习中

三种同化模式是新旧知识相互作用的不同关系的表现，下位

学习是下位关系的学习；上位学习是上位关系的同化；并列

结合学习是并列学习关系的理解。奥苏伯尔提出的意义学习

的原则是不断分化和综合贯通，就是科学知识群中纵向和横

向同化的体现。新旧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了有潜在意

义的观念转化为实际的心理意义，同时使原有认知结构发生

量变和质变。可见，同化论的核心是相互作用论。3．有意义

的保持和遗忘是认知同化的继续认识有简缩的趋势，通过认

知同化过程，掌握了有限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比记住大量事

实更为经济、省力，也便于利用。所以，通过意义学习获得

的概念和原理是不容易忘记的。基本概念越来越加深，知识

也越来越巩固，而具体事例却被有意义地忘记了。有意义的

保持，也就是一种不断进行改组和重新结合的过程，即认知

同化的过程。有意义的遗忘，也是继续同化的结果，认知同

化贯穿意义学习的始终。在事实上，知识的掌握是通过理解

、巩固和应用来进行的。掌握的核心是透彻的理解。认知同

化论是关于如何理解事物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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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