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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本章提要 现代认知心理学依据知识的不同表征方式和作

用，一般把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

三类。 现代认知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学习是一个信息加工的

过程。人脑将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

成内在的心理活动，从而支配各题的行为。人脑将编码后的

信息储存在记忆中，实际上就是学习的过程。 问题解决是个

体在一定的问题情境中，按一定的目标，将原有的概念和知

识加以综合及运用，使问题得以解决的过程。 创造性是指个

体具有敢于创造且善于创造的心理特性，是解决问题能力的

最高表现。 第一节 知识的概述 一、知识的含义。狭义的知识

是指存在于语言文字符号或言语活动中的信息。广义的知识

则是指主体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获得的信息及其组织，

既包括主体从自身及人类社火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各种信息

（即狭义的知识），也包括主体在获得和使用这些信息的过

程中所形成的技能和能力。 二、知识的分类。陈述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三类。陈述性知识：即狭义的知识

，也叫描述性知识。回答事物是什么、为什么、怎麽样的问

题的知识，是一种静态的知识。程序性知识：也叫操作知识

，用于解决做什么、怎么做，是一种动态的知识。策略性知

识：是关于如何学习和如何思维的知识，是关于如何使用陈

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去学习、记忆、解决问题的一般性方

法和技巧。 程序性知识是完成某种任务时具体的操作步骤，



而策略性知识则是学习主体用来调控学习和认知活动的，其

目的是使活动更为有效。 三、陈述性知识的表征，陈述性知

识的表征形式是命题网络或图式。（一）命题与命题网络1、

命题：这个概念来自逻辑学，是指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由

系词把主词和宾词联系而成。命题被看作是陈述性知识的一

种基本表征形式。一个命题相当于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概念。2

、命题网络：如果两个命题中具有相同成分，可以通过这些

共同成分把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命题联系起来组成命题网络。

共同的成分往往是命题中的论题。（二）图式，图式是指人

们把与某个客体和事件相关的属性组合的知识进行储存的方

式。图式是一套概念、一套命题等的组合。 四、程序性知识

的表征１、产生式，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创始人纽厄尔和西蒙

首先使用了产生式这一概念，用来表征人脑中储存的技能。

他们认为，人脑和计算机一样，都是物理符号系统，其功能

都是操作符号。人类经过学习，头脑中会储存一系列以“如

果那么”形式表示的规则，这些规则被称为产生式。2、产生

式系统 简单的产生式只能完成单一活动，有些活动或任务需

要一连串的活动，因此需要若干简单的产生式来表征。这些

产生式联合起来就形成了产生式系统。产生式系统的形成于

巩固被看做是个体掌握复杂技能的心理机制。 五、陈述性知

识的分类。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奥苏伯尔由简到繁将知识分

了三类：符号学习、概念学习和命题学习。（一）符号学习

（代表性学习）；符号学习是指学习单个符号或一组符号的

意义。也就是说，个体学习符号代表着什么。符号学习的主

要内容是词汇学习，也就是说学习单词代表什么。（二）概

念学习；概念是符号所代表的具有共同本质特征的一类事物



或性质。概念学习就是指掌握以符号代表的同类事物或性质

的共同的本质特征。（三）命题学习；指获得由几个概念构

成的命题的复合意义，也就是学习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命题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概括性命题，一类是概括性命题。 

六、程序性知识的分类（一）专门领域的程序性知识和非专

门领域的程序性知识（二）自动化的程序性知识和受意识控

制的程序性知识（三）智力技能和动作技能（四）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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