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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策略



认知策略-概念

信息加工

elebration-ipmodel.swf


认知策略-概念

策略类型

1) 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

2) 元认知策略-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3) 资源管理策略-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ies 



认知策略-概念

关于（学习）
策略的知识

认知策略

复述策略

精加工策略

组织策略

元认知策略

计划策略

监控策略

调节策略

资源管理策略

时间管理策略

学习环境管理策略

努力管理策略

寻求支持策略



认知策略-概念

是指直接操纵学习材料的活动

 例如，记笔记、重复、猜意思、用记忆术。

认知策略

metacognitive2.swf


认知策略-记笔记

 一种基本技能

 区分重要信息和次要信息

 形成有组织的、有效结构

记笔记



认知策略-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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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策略-记笔记

误
区



认知策略-记笔记

用颜色、模式、关键词、图像等，

呈现信息概貌

思维匹配图-Mind mapping 



认知策略-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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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策略-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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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策略-其他策略

涉及计划学习、思考学习过程、监

控和评价学习等 (Brown,1987)。

先行组织者也是一种元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

solvingProblem.swf


认知策略-其他策略

涉及应用各类资源，如教师，

同伴等。

资源管理策略

logrolling2.swf


认知策略-其他策略

自
我
提
问



认知策略-其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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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策略-有效使用策略者

广阔的知识背景

大量的认知策略

高度发展的元认知能力



认知策略-有效使用策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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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迁移



迁移-概念

迁
移

 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



迁移-理论

 迁移为什么会发生？能力、相同东西、共同原理，还是情境理解？

1) 形式训练说

2) 相同要素说

3) 经验泛化说

4) 关系转换说



迁移-理论

 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Wolff, C.Von.)认为，

迁移是通过某种科目或题材对组成心的各

种官能进行训练，以提高各种能力而自动

实现的，从而转移到其它学习上去。

形式训练说



迁移-理论

 桑代克等人(Thorndike, et al., 1901)提出，学习迁移就是相同联结的转移。

两种学习情境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越多，诸如学习材料性质、学习目的、学

习方法、学习过程、学习态度、一般原则或原理等越是相同或相似，则前

一种学习越能对后一种学习发生迁移作用。

相同要素说



迁移-理论

一系列知觉训练的实验

相同要素说



迁移-理论

在实验中，先让被试观察并估计

从10平方厘米到100平方厘米的长方形

面积，直至能准确估计每个长方形面

积为止；再让他们去估计从150平方厘

米到300平方厘米的各种长方形。



迁移-理论

结果发现被试的进步仅达到原有

进步的1/3左右。若面积不变，只改变

图形形状，被试估计面积的能力并不

因先前经过了训练而有多少提高。



迁移-理论

 贾德认为在先期学习A中获得的东西，之所以

能迁移到后期学习B中，是因为在学习A时获得

了一般原理，这种原理可以部分或全部运用于

A、B之中。

经验泛化说



迁移-理论

“水下击靶”实验

经验泛化说



迁移-理论



迁移-理论

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人所迁移

的是顿悟——两个情境突然被联

系起来的意识。对情境中的一切

关系的顿悟是迁移的实质。

关系转换说



迁移-理论

苛勒(Kohler,W.，1929)---小鸡啄米实验



迁移-类型

依据发生方向，可以将迁移分为顺向迁移和逆向迁移。

先 后



迁移-类型

顺向迁移指先前学习对后续学习的影响。如数学课上学习

乘法口诀，有助于学习多位数乘法。



迁移-类型

逆向迁移指后续学习对先前学习的影响。学生通过对原有知识

进行改组或修正，从而解决了问题，并巩固、加强了原有知识。



迁移-类型

依据迁移的效果，可以将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

先 后
+

—



迁移-类型

正迁移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产生积极影响，如导致良好的心理

准备状态，所需时间或练习次数减少，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等等。



迁移-类型

负迁移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产生消极影响。例如，竞技比赛中

的失败，对后继比赛的影响。

Choking（发挥失常现象）



迁移-类型

依据迁移发生的水平，可以将迁移分为横向迁移和纵向迁移。

先 后

后

后向上

向下

同一水平



迁移-类型

横向迁移指知识或技能在相同水平上的迁移。如学习三角形面积公

式后，运用该公式来计算面积。



迁移-类型

纵向迁移指低水平技能向高水平技能的迁移。如运用三角形面积公

式来推导梯形的面积公式。



迁移-类型

依据迁移发生的自动化程度，可以将迁移分为低路迁移（low-road 

transfer）和高路迁移（high-road transfer）。

迁移

低路迁移（low-road transfer）

高路迁移（high-road transfer）



迁移-类型

依据迁移发生的自动化程度，可以将迁移分为低路迁移（low-road 

transfer）和高路迁移（high-road transfer）。

先 后

自动化

监
控



迁移-类型

低路迁移是指反复练习的技能在几乎不需要意识的参与之下便能自

然而然地迁移。例如，修理设备之间迁移。



迁移-类型

高路迁移是有意识地将在某一情境下习得的抽象知识运用于不同的

情境之中。如人体解剖学的知识运用于人体素描课。



迁移-内在机制

内在机制：不同类型知识

陈述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自动化基本技能 认知策略

陈述性知识

例：近代历史知识的学习，

对古代历史知识学习的影

响。

例：英文打字技能的熟练，

影响对五笔输入法规则的

学习。

例：学会总结文章段

落大意，对理解学科

内原理或观点的影响。

程

序

性

知

识

自动化基本

技能

例：语法知识的学习，对

语言表达能力的影响。

例：学会仰泳对学习蝶泳

的影响。

例：学会制订计划，

将有助于修理电视机。

认知策略 例：理解乒乓球大小对球

速的影响，将有助于采用

何种发球方法。

例：开车技能的自动化，

有助于预测各种驾驶情景。

例：编写程序的方法

（如流程图），将有

助于安排学习活动。



迁移-内在机制

陈述性知识之间的迁移

1) 可利用性

原有认知结构中是否具有用来

同化新知识的适当观念

2) 可辨别性

学习者能否清晰分辨新旧知识

间的异同



迁移-内在机制

陈述性知识之间的迁移

3) 稳固性

用来同化新知识的原有知识是

否已被牢固掌握



迁移-内在机制

程序性知识之间的迁移

产生式



迁移-内在机制

认知策略的迁移

自我评价

元认知知识

归因方式

对任务的控制感

领域内知识



迁移-内在机制

认知策略的迁移

自我评价

元认知知识

归因方式

对任务的控制感

领域内知识



迁移-障碍

不能迁移的原因

 学习的障碍

过度迁移的问题

 思维定势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