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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6_95_

99_E5_B8_88_c38_646263.htm 第二节 学习迁移的基本理论 一

、早期的迁移理论 (一)形式训练说 形式训练说认为心理官能

只有通过训练才得以发展，迁移就是心理官能得到训练而发

展的结果。形式训练说的心理学基础是官能心理学。官能即

注意、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一般的心理能力。 (二)相

同要素说 相同要素即相同的刺激一反应的联结，相同联结越

多，迁移越大。后来相同要素被改为共同要素，即认为两种

情境中有共同成分时可以产生迁移。迁移是非常具体的，并

且是有条件的，需要有共同的要素。 (三)经验类化说 美国心

理学家贾德的经验类化理论强调概括化的经验在迁移中的作

用，强调原理的理解，这一点比相同要素说有所进步。但概

括化的经验仅是影响迁移成功与否的条件之一，并不是迁移

的全部。 (四)关系转换说 格式塔心理学家从理解事物关系的

角度对经验类化的迁移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并通过实验证

明迁移产生的实质是个体对事物间关系的理解。 二、现代的

迁移理论 (一)认知结构迁移论 认知结构迁移理论是以奥苏贝

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为基础的。在他看来任何有意义的

学习都是在原有的学习基础上所产生的，不受学习者原有认

知结构影响的有意义学习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一切有意义

的学习都包括迁移，而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的特征则始终

都是影响新的学习与保持的关键因素。 (二)符号性图式理论 

这是霍里约克、巴索克和吉克等人提出的一种迁移理论。符

号图式理论认为，在最初学习中，一般包含了一种形成抽象



的符号图示(抽象的结构特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图示是一种

可被激活的数据结构，当新情境的特征与该图示中的符号匹

配时，就可激活、提取和应用这种表征。即图示匹配或表征

相同是迁移的决定因素。 (三)产生式论 这是辛格莱和安德森

提出的迁移理论。他们认为，学习和问题解决的迁移之所以

产生，主要是由于先前学习和源问题解决中个体所产生的产

生式规则与目标问题解决所需要的产生式规则有一定的重叠

。 (四)结构匹配论 结构匹配理论是金特纳等人提出的迁移理

论。该理论假定迁移过程中存在一个表征匹配的过程，表征

包括事件的结构特征、内在关系与联系等，如两表征匹配，

则可以产生迁移。其中，事件的结构特征与本质的关键特征

的匹配在迁移中起决定作用，事件的表面与具体的特征对迁

移的影响是次要的。 (五)情境性理论 这是以格林诺为代表提

出的迁移理论。他们认为，迁移问题主要是说明在一种情境

中学习去参与某种活动，将如何影响在不同情境中参与另一

种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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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