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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1">第一节学习的概述 1、什么是学习？人类学习

和学生的学习有什么区别？ 广义的学习是指人和动物在生活

过程中凭借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相对持久的变化

。 这一定义说明： ①学习表现为行为或行为潜能的变化； ②

学习所引起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变化是相对持久的； ③学习

是由反复经验引起的 。 人类学习和学生的学习区别：1学生

的学习以间接经验的掌握为主线； 2学生的学习具有较强的

计划性、目的性和组织性； 3学生的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被

动性。 2、人类的学习与动物的学习有本质的区别： ①人的

学习除了获得个体的行为经验，还要掌握社会历史经验和科

学文化知识。 ②人的学习是以语言为中介的 ； ③人的学习是

一种有目的、自觉的、积极主动的过程。 人的学习的定义：

个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以语言为中介，自觉地、积极主动

地掌握社会的和个体的经验的过程。 3、学生的学习： ①定

义：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

地进行的，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接受前人所积累的科学文化知

识，并以此来充实自己的过程。 ②学习内容：知识、技能和

学习策略的掌握；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性的发展；道德品质

和健康心理的培养。 2、加涅按照学习结果的不同将学习分

成哪些类型？ ①言语信息；②智慧技能；③认知策略；④态

度；⑤动作技能 3、简述奥苏贝尔对学习的分类？ 根据两个

维度对认知领域的学习进行分类：一个维度是学习进行的方



式，据此可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另一个维度是学习材

料与学习者原有知识的关系，据此可分为机械学习和有意义

学习。 我国心理学家的学习分类： ①知识的学习；②技能的

学习；③行为规范的学习 第二节 联结派学习理论 １、联结学

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联结学习理论认为，一切学习是通过条

件作用，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直接联结的过程。强化在刺

激反应之间的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在刺激反应联结之中

，个体学到的是习惯，而习惯是反复练习与强化的结果。习

惯形成后，只要原来的或类似的刺激情境出现，习得的习惯

性反应就会自动出现。 二、代表学说：桑代克的尝试－错误

说又称试误说；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作用论；斯金纳的操

作性条件作用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2、论述桑代克

联结说的主要内容？ 提出学习不是建立在观念之间的联结，

是建立刺激反应联结，即在一定的刺激情境与某种正确反应

之间形成联结，其中不需要观念或思维的参与。这种刺激反

应联结主要是通过尝试错误、不断修正行为而形成的。学习

就是通过渐进的尝试错误形成刺激反应联结的过程，桑代客

的联结说又称为“试误说”。 提出三个学习规律，即：准备

律、练习律和效果律 ①准备律是指当学习者进入某种情景时

所具有的预备性反应倾向会影响到某种反应的学习。体现了

学习动机原则。 ②练习律是指对于已经形成的某情景与某反

应的联结，正确地重复这一反应会增强这一联结。 ③效果律

是最重要的学习规律。%考*试大%指一个联结的后果会对这

个联结有加强或消弱作用。 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作用论；

（一）经典实验:条件反射中四个基本的事项：1、无条件刺

激2、无条件反应3、条件刺激4、条件反应。 基本规律： 获



得与消退 、刺激泛化与分化 3、试述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

射原理对教育的启发？ 基本规律： 一、人和动物的行为有两

类：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为。 二、操作性行为主要受强化

规律的制约 1、强化；强化有正强化（实施奖励）负强化（

撤销惩罚）2、强化的程式：连续强化（又名即时强化），间

隔式强化又称为部分强化。包括定时距式、变时距式、定比

率式，变比率式。3、逃避条件作用与回避条件作用；4、 消

退；5惩罚。 （三）新行为的塑造有两种具体技术：链式塑

造：步骤1、终点行为2起点行为3步调划分4即时反馈。逆向

链式塑造 四、程序教学 4、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内

容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1交互决定论：个体、环境和行为三

者都是作为相互决定的因素而起作用的，它们彼此之间的影

响是相互的。2观察学习；分三类，直接的观察学习、抽象的

观察学习、创造性的观察学习。观察学习的过程：注意过程

；保持过程；复制过程；动机过程。%考*试大%3直接强化，

还提出了替代性强化和自我强化。 第三节 认知派的学习理论

1、认知派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哪些？ 认知派的学习理论

认为：学习不是在外部环境的支配下被动地形成S-R联结，而

是主动地在头脑内部构建认知结构；学习不是通过练习与强

化形成反应习惯，而是通过顿悟与理解获得期待。当有机体

当前的学习依赖于他原有的认知结构和当前的刺激时，学习

受主体的预期所引导，而不是受学习习惯所支配。 2、布鲁

纳的认知结构学习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一）学习观

：1学习的实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2学习包括知识的获

得、转化和评价三个过程；（二）教学观：1教学的目的在于

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2掌握学科结构的教学原则：动机原则、



结构原则、程序原则、强化原则。教育的启示，他的认知表

征发展的三阶段不像皮亚杰那样只关注知识的本身，而是关

注知识的生长，这在心理发展理论、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之

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从行为主义向认知心理学的转变，从

实验室研究向课堂研究的转变，从学习研究向教学研究的转

变。 3、奥苏贝尔的认知同化论？ （一）、有意义学习的含

义；有意义学习的实质是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

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实质性的、非人为的联系，这既是有

意义学习的定义，也是划分机械学习与有意义学习的标准。

2．有意义学习的条件：1学习材料的逻辑意义2有意义学习的

心向3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必须具有适当的知识，以便与新知识

进行联系。 （二）意义的同化：意义的获得过程是新旧知识

经验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学习者必须有积极主动的有意义学

习的心向，在原有认知结构中找到有关的观念，作为新知识

的固定点（同化点），这样才能把学习材料中的潜在意义转

化为自己现实的心理意义，将新知识的意义纳入到认知结构

中，同时原有认知结构也发生一定的变化。1下位学习又称类

属学习2上位学习又称为总括关系3组合学习（三）组织学习

的原则与策略：1逐渐分化原则2整合协调原则3先行组织者策

略（四）接受学习。 4、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

对教育的启示？ １、建构主义强调意义不是独立于我们而存

在的，个体的知识是由人建构起来的，对事物的理解不仅取

决于事物本身，事物的感觉刺激本身并没有意义，意义是由

人构建起来的，它同时取决于我们原来的知识经验背景。建

构主义受到杜威、维果斯基、皮亚杰、布鲁纳，奥苏贝尔的

影响。２、基本观点： ※1 知识观 ：1建构主义者一般强调知



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他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

它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其次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

在于具体个体之外，尽管我们通过语言符号赋予了知识一定

外在形式，甚至这些命题还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这并不意味

着学习者会对这些命题有同样的理解。 ※ 2学生观：1建构主

义强调学生经验世界的丰富性，强调学生的巨大潜能；2建构

主义者强调学生经验世界的差异性，每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交

往中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独特性的经验，每个人都会基于

自己的经验背景形成自己的理解。 ※ 3学习观：学习不仅是

理解和记忆新知识，而且要分析它的合理性、有效性，从而

形成自己对事物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学习不仅是

新的知识经验的获得，同时还意味着对即有知识经验的改造

。顺应要以同化为前提，而离开顺应的一面，新知识的同化

也很难真正的完成。只有将同化和顺应统一起来才能深刻理

解学习的实质，同化和顺应的统一就是知识建构的具体机制

。4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 5情境性学习：布朗提出的。强

调把所学知识与一定真实性任务情境挂起钩来，提倡在教学

中使用真实性任务，让学生通过一定的合作来解决情境问题

，以此建构能灵活迁移应用的知识经验。5、学习过程的八个

阶段?加涅按照从不知到知的过程分为八个阶段。1、动机阶

段2、了解阶段3、获得阶段4、保持阶段5、回忆阶段6、概括

阶段7、操作阶段8、反馈阶段。编辑推荐：把教师站点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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