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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B0_8F_c38_647255.htm 第七章 技能的形成 1．技能，是

通过练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活动方式。技能的基本特点有

：第一，技能是通过学习或练习而形成的，不同于本能行为

；第二，技能是一种活动方式，是由一系列动作及其执行方

式构成的，属于动作经验，不同属于认知经验的知识；第三

，技能中的各动作要素及其执行顺序要体现活动本身的客观

法则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习惯动作。技能的种类有：操作技

能；心智技能。 2．操作技能也叫动作技能、运动技能，是

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合法则的操作活动方式。操作技能的特点

有：物质性（客观性）；外显性；展开性。心智技能也称智

力技能、认知技能，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合法则的心智活动

方式。心智技能的特点有：对象具有观念性；执行具有内潜

性；结构具有简缩性。 3．操作技能的分类。根据动作的精

细程度与运动强度不同，分为细微型操作技能与粗放型操作

技能；根据动作的连贯与否分为连续型操作技能与断续型操

作技能；根据动作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的不同，分为闭合型操

作技能与开放型操作技能；根据操作对象的不同分为徒手型

操作技能与器械型操作技能等。 4．技能的作用。技能是合

法则的活动方式，不是一般的随意动作或无规则的动作，正

是由于这种特性，它能够对活动进行调节与控制。它可以控

制动作的执行顺序和执行方式，从而可以使个体的活动表现

出稳定性、灵活性，能够适应各种变化的情境。技能还是获

得经验、解决问题、变革现实的前提条件。经验获得的过程



是通过一系列的心智动作实现的。 5．操作技能形成的四个

阶段：操作定向；操作的模仿；操作的整合；操作的熟练。

（1）操作定向即了解操作活动的结构映象过程。映象应包括

两方面：一是有关操作动作本身的各种信息；二是与操作技

能学习有关或无关的各种内外刺激的认识与区分。（2）操作

的模仿即实际再现出特定的动作方式或行为模式。模仿需要

以认知为基础。操作模仿阶段的动作特点有：动作品质（动

作的稳定性、准确性、灵活性较差）；动作结构（各个动作

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较差，互相干扰，常有多余动作产生）；

动作控制（主要靠视觉控制）；动作效能（完成一个动作往

往比标准速度要慢）。（3）操作的的整合即把模仿阶段习得

的动作固定下来，并使各动作成分相互结合，成为定型的、

一体化的动作。操作整合阶段的动作特点有：动作品质（动

作可以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动作结构（动作的各个成分

趋于分化、精确）；动作控制（动觉起主导作用）；动作效

能（心理能量的不必要消耗减少）。（4）操作的熟练指所形

成的动作方式对各种变化的条件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动作的

执行达到高度的完善化和自动化。 6．操作技能的培训要求

。（1）准确地示范与讲解；（2）必要而适当的练习。练习

曲线的共同点有：开始进步快；中间有一个明显的、暂时的

停顿期，即高原期；后期进步较慢；总趋势是进步的，但有

时出现暂时的退步。（3）充分而有效的反馈。（4）建立稳

定清晰的动觉。 7．心智技能的形成。我国教育心理学家根

据加里培林的理论把心智技能的形成分成三个阶段：原型定

向；原型操作，它是依据心智技能的实践模式，把主体在头

脑中建立起来的活动程序计划，以外显的操作方式付诸实施



；原型内化，即心智活动的实践模式向头脑内部转化，由物

质的、外显的、展开的形式变成观念的、内潜的、简缩的形

式的过程。相关知识：2011年小学教育心理学知识重点提示

：第一章教育心理学概述2011年小学教育心理学知识重点提

示：第二章小学生的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年小学教育心理学

知识重点提示：第三章学习的基本理论2011年小学教育心理

学知识重点提示：第四章学习动机小编推荐：2011年小学教

育心理学考试大纲讲解汇总2011年教师资格证考试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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