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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学习（一）接受学习的性质接受学习是教师引导学生

接受事物意义的学习，也是课堂学习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学

习方式。教师讲授，学生接受，这是课堂学习的主要形式。

奥苏伯尔依据接受学习是概念同化和发现学习为概念形成的

典型方式的观点指出：既然到了学龄时期，获得概念的同化

在儿童中日渐取代概念形成而成为占优势的形式，顺理成章

，接受学习也就自然地成了课堂学习的主要形式。接受学习

有以下一些特点。（1）从学习内容上说，事物的意义是由语

言和符号来表达的。代表学习、概念学习和命题学习，都是

现成的、已有定论的、科学的基础理论材料。（2）从学习内

容呈现的方式说，一般是用定义的方式，或通过上下文的方

式直接呈现给学生。（3）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是接受事物的

意义，即反映事物的符号、概念和命题的意义。（4）从学习

过程说，是将新的符号、概念和命题整合于已有的认知结构

之中，使新旧学习材料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信息内化

，融为一体而储存下来，以便日后可以再现并运用。（5）从

发生上说，它较发现学习为晚。因为学龄前儿童知识贫乏，

缺少应有的适当观念，所以它不能成为学习的主要方式。但

在入学后，知识日益丰富，同化逐渐可能，才逐渐取代发现

学习而转为学习的主要方式。（二）接受学习的作用和限制1

．接受学习的作用接受学习是概念同化的典型方式，它是意

义学习中获得概念的主要途径。它与学前儿童获得概念的方



式，即概念的形成是不同的。在现实生活中，从大量的实例

中归纳出一类刺激的共同的关键特征，这种自发的概念形成

过程，要经过辨别、抽象、分化、假设、验证和概括等活动

。这种过程非常原始，很少有固定不变的程式，时间也要更

长些，而通过它获得的概念，一般是初级的，或是日常概念

。而接受学习是概念的同化过程，它利用学习者认知结构中

原有的概念，以定义的方式直接向学习者揭示概念的关键特

征，通过新旧学习材料内容的有机结合，使旧知识得到变化

，获得新的意义。以这样方式获得的概念，不但容易贮存、

巩固，便于日后应用，而且是二级概念或科学概念，即真正

掌握了一类事物的共同的关键特征。可见，有意义的接受学

习是学生获得大量知识的途径。其过程比较科学，程式比较

稳定，时间比较短暂，这就是在学校情境中，它为学生的学

习所实际采用的理由。何况，学生掌握人类文化遗产，不可

能也不必要事事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贮存于人类文化宝库

中的大量知识，对于认知发展到相当成熟的人来说，通过接

受学习即可享用，所以，有意义的言语接受学习是学生获得

大量间接知识的有效途径。意义学习论认为，责难言语讲授

教学是“填鸭式”，从而一概把它归结为机械的、被动的，

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批判。有意义的接受学习并不是被动的，

也不一定是机械的。在接受学习中，当新命题容纳到认知结

构中而出现意义时，不是将新材料在自己的认知结构中简单

“登记”一下就了事的，它的活动至少有：（1）在决定将新

知识纳入已有知识中去时，需要对新的知识的“切合性”作

确切的判断；（2）当新旧知识发生矛盾时，需要进行调整；

（3）新知识通常需要转化为个人的参照系，才能与其经验背



景、词汇观念结构趋于一致；（4）如无调节新旧知识矛盾的

基础，需要对更为概括和包摄的概念加以重新组织而融成一

体。可见，概念同化的接受学习是一个极为积极主动的过程

。当然，其积极主动的程度，也受个人的需要和能力等因素

的影响。接受学习是机械的还是意义的，取决于学习的条件

如何。如能符合意义学习的先决条件，包括主观与客观的条

件，接受学习就会是有意义的。如在教学法上注意克服导致

机械学习的一些因素，则“鹦鹉学舌”的被动的机械学习更

是可以避免的。总之，要警惕言语接受法的误用，把被动和

机械看成是接受学习本身的弊端是不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

，接受学习的作用是没有限制的。2．接受学习的限制在一定

条件下，言语接受学习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但

是，接受学习的意义性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有关；意义接

受学习作用的充分发挥，也与教师能否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

主动性的教学技巧有关。因此它的作用有一定的局限。从整

体上看，接受学习有其普遍性，但是从局部上看，接受学习

的意义性要受学习者认知发展水平所左右。学前儿童尚未超

越前运算阶段，一般不能直接通过定义来学习抽象概念，他

们很难对几个概念的关系作出有意义的结合。过早地用纯言

语讲授法，就违反了儿童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就是处

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小学儿童，虽然能通过定义去获得概念，

但是由于他们的认知结构中缺乏比较抽象的概念和处理概念

之间关系的术语，概念的获得就有局限。他们没有具体感性

经验的支柱，就难以真正理解抽象概念的意义。不能将新的

学习任务同以前学过的材料联系起来，势将导致字面上的机

械联系而无实质性的结合。到了形式运算阶段的初中学生，



多数学生就可以不依赖当前或先前的具体感性经验，直接向

抽象理解的水平前进。这样，意义接受学习的范围大为扩展

，抽象理解水平在获得知识的准确性、明确性和概括性上，

远胜于直观理解的水平，言语讲授法也更为可行。即使认知

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学生遇到学习困难的任务时，具体经验

的支持还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把儿童在认知未成熟时接受抽

象的概念的局限性推广到一切年龄。总之，照顾到学生在认

知发展上的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灵活应用从具体到抽象的

认知发展规律，意义接受学习才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接

受学习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受制于教师的教学方法。上面提

到的导致学生机械学习的四个教学法上的因素，如不加以避

免就难以收到意义接受学习的效果。所以教师掌握意义接受

学习的心理学原理，按意义学习的主客观条件来引导学生的

接受学习是必要的。特别在调动学生言语接受学习的积极主

动性上，是十分重要的。意义接受学习的积极主动程度，受

个人对意义综合的需要和自我批判能力的影响。一个人既可

致力于将新命题与有关的全部知识结合起来，也可满足于两

者的简单联系；既可将新命题转化为适合于自己理解的术语

，也可满足于照原样接受下来；既可力求获得精确的意义，

也可满足于模糊的观念。那种仅仅抓住知识的表面而自欺欺

人地以为已经掌握了真正意义的学习方法，是意义接受学习

的主要危险。由于缺乏自我批判能力而不愿作出必要的努力

，真正的理解也是不可能的。为此，要求教师培养和发展学

生求得知识的精确意义的动机和自我批判的态度，是推动学

生进行意义接受学习的重要手段。总之，在符合意义学习的

条件下，以接受的方式获取用言语讲授法给予的知识，不失



为学校在实际上采用的学与教的一种基本的重要形式。然而

，由于它的局限性，它决不是唯一的形式，发现学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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