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育心理学中发生着一场革命，对它叫法
不一，但更多把它称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Slavin, 1994)

建构主义是认知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
要研究学习者的内部认知过程与结构，而且
批判认知主义的客观主义立场。

“虽然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倒不如说它是
个体主动建构的” 。（Forman,1990）



行为主义：客观主义、环 
境决定论、强化

认知主义：内部认知过程、
客观主义

建构主义：内部认知过程，
主观性、反对客观主义

建构主义是向与客观主义更为对立的另一方
向发展。它进一步揭示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的主动性，突出了意义建构和社会文化互
动在学习中的作用。



建构主义思想渊源1

• 认识既不发端于客体，也不发端于主体，而

是发端于联系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动作

（活动）过程之中。

• 知识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

• 认识是主动解释并建构个体知识表征的过程。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3岁9个月大的孩子及其父亲的对话

F：“现在我们把木船放进水里，
它怎么了？”

C：“它溅起了水花。”

F：“对，它在水面上干什么呢？”

C：“它浮着。”

F：“它为什么会浮着呢？”

C：“因为水太少了……我可以用
蜡笔试试吗？”

F：“蜡笔怎么了？”

C：“它浮着！”（笑）

F：“它没有,它到底怎么了？你
想为什么木船浮着而它沉了？”

C：“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F：“让我们试试这块石头。它浮
着吗？”

C：“没有。”

F：“为什么石头沉到水底去了？”

C：“因为它不会浮着。”

F：“为什么木船浮着呢？”

C：“因为它大……我可以试试这
颗钮扣吗？”

F：“它浮着吗？”

C：“没有，它沉到石头上去了，
可怜的钮扣。”

F：“你想，为什么钮扣不会浮着
呢？”

C：“因为有石头在水里。”



建构主义思想渊源1

    个体的学习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

化背景下进行的，社会可以为个体的学习

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 杜威的经验性理论、布鲁纳的发现学习、认知心理

学中的图式理论、新手-专家研究等都对当今建构

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



建构主义思想渊源1

皮亚杰、维果茨基——理论观点的比较

个体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

基本问题
新知识是如何从各种文
化中创造出来的？

通过某一特殊文化传递的知
识的工具是怎样的？

语言的作用
有助于符号思维的发展；
语言不能在实质上提高
智力水平

语言是思维、文化传递和自
我调节的基本机制，它能在
本质上提高智力水平

社会性互动
提供了验证图式的途径 社会性互动提供了获得经验、

改变文化观念的途径

有关学习者的
观念

学习者应积极操纵对象 学习者应在社会性情境中积
极地相互作用

对教学的启示
教学应设计与打破平衡
的经验

教学应提供支持，指导互动



建构主义思想渊源1
现实起源

建构主义是针对传统教学的诸多弊端而提出的，

这些弊端表现在：

• 不完整、过于空泛

• 惰性的，无法在需要的时候运用

• 不灵活，无法在新的或类似的情境中迁移



建构主义基本理论观点
知识观

2

个体的知识是由个体建构起来的，对事物的理解不仅取决

于事物本身，它同时取决于个体原有的知识经验背景，事

物的意义是由人建构起来的。

学习观

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情境性

教学观

教学要为学生创设理想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原有的相关知

识经验……提出情境性教学、支架式教学、合作学习等。



建构主义基本理论观点
知识是生成的

2

“知识是由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而不是由教师直接传授的”

－－（Harel, 1990）

（1）知识不是对外在世界的真实摹写，而是人们对客观世

界的一种解释或假设。 

（2）知识不是通过感觉或交流而为个体被动接受的，而是

由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生成的。

（3）在个体经验建构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不断扩展的经验，

个体的图式会不断进化，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这种个体与经

验世界的对话中建构起来的。 







建构主义基本理论观点2
如何看待学习者——儿童是有主体性的

“儿童不是消极、被动，有待教师填充知识的客体、容

器”，而是有主体性的学习者”（Kammi, 1985）。 　

1）幼儿在学习中不是一块“白板”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不是

空着脑袋进入课堂的，他们有原有的经验与“前结构”。

2）幼儿是主动的建构者。儿童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

理解。不同个体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幼儿通过同伴合作，

对事物的理解能够更加丰富和全面。（Glasersfeld, 1991） 　　





























建构主义基本理论观点2

如何看待学习过程 学习是儿童主动建构的过程

• 学习不是简单地将信息从外部向内部输入，而

是通过新、旧知识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断生成新

理解的过程。　

• “学习是建构内在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并不

是把知识从外界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经

验为基础，通过与外界相互作用建构新的理解”

（Cunningham, 1991）。 



建构主义基本理论观点2
案例

燕燕听到“冰棒”叫卖声, 赶忙跑回屋, 拿起自

己的“小猪”,使劲摇, 里面没有声音......

1、燕燕跑回屋里是为了取钱；

2、取钱是为了买冰棒;

3、“小猪”不是猪，而是储钱罐；

4、“小猪”是存零钱的地方;

5、摇摇“小猪”是确定里面是否有钱；

6、里面没有声音表明里面没有钱。



代表性的建构主义理论

Wittrock,1983 生成学习理论

• 人们生成对所知觉事物的意义，总是与他以前

的经验相结合，也即理解总是涉及学习者的认

知过程及其认知结构；

• 人脑并不是被动地学习和记录输入的信息，它

总是建构对输入信息的解释，主动地选择一些

信息、忽视一些信息，并从中得出推论。

• 教学中应重视学生的非结构性经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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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建构主义理论

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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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建构主义理论

• 良构领域（Well-Structured Domain）的学习，

指有着严密逻辑体系，可以按部就班的学习；

• 良构领域（Ill-Structured Domain）的学习，

它具有概念的复杂性，以及实际案例间的差异

性，它涉及到具体情境。

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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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建构主义理论3
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理论

初级学习与高级学习

在初级学习阶段，儿童只要知道一些重要的概

念和事实就可以了，而高级学习则不同，儿童

必须要充分把握概念的复杂性，并能广泛而灵

活地运用到具体情境中。



代表性的建构主义理论3
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理论

初级的知识获得 高级的知识获得 专门知识学习

结构良好的领域
以概念技能为基础
字面编码

结构不良领域
以知识为基础
相互联系的知识

复杂结构
图式化的模式

练习
反馈

学徒关系
引导

经验

知识获得三阶段



代表性的建构主义理论

• 情境性认知，强调知识是情境化的，并且在一定程

度上是它所被应用的活动、背景和文化的产物。

• 分布式认知，指认知分布于个体内、个体间、媒介、

环境、文化、社会和时间等之中。强调认知现象在

认知主体和环境间分布的本质。（如，笔算）

• 分布式学习，是一种教学模式，允许指导者、学习

者和学习内容分布于不同的非中心的位置，使教与

学可以独立于时空而发生.

情境性认知与情境性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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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建构主义理论

• 指知识经验较少的学习者在专家的指导下参与某种真实

性的活动，从而获得与该活动有关的知识技能。（师傅

带徒弟）

• 强调情境性教学，即：

1）儿童的学习应与现实情境相类似，以解决儿童在现

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目标，学习内容选择真实任务。

2）教师不是将事先准备好的内容教给儿童，而是提出

问题，支持儿童自主探索，在特定情境中解决问题。

3）这种教学不采用独立的、脱离情境的测验方法，而

是采用融合式测验法（Test Integrated）。 

情境性认知与情境性学习理论的教学模式 

认知学
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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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建构主义理论

• 学习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知识只在一定的文化背

景、生态场景下才具有相对的正确性、合理性，并

不是在所有境域中都具有完全的解释力，因此提倡

抛锚式教学。 

• 抛锚式教学要求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

的基础上。确定这类真实事件或问题被形象地比喻

为“抛锚”，因为一旦这类事件或问题被确定了，

整个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也就被确定了。

情境性认知与情境性学习理论的教学模式 

抛锚式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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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建构主义理论
支架式教学

支架（Scaffolding）原意指建筑行业中的脚手架。用

此来隐喻：教师为儿童搭建向上发展的平台，引导教学

的进行，并为下一阶段发展再构建平台(Slavin,1994). 

搭脚
手架

进入
情境

独立
探索

协作
学习

效果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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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评价4

1、建构主义强调了认识的建构性本质，进一步

   充分阐释了认识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突出了

   人及其社会性的突出地位。对于发挥人（学

   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有重要意义。

2、建构主义强调个体经验、非结构化知识和学

   习情境的重要作用，补充了以往过分强调共

   同认识、结构化知识和抽象学习。



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评价4

3、建构主义（尤其是激进观点）带有明显的主

   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

4、建构主义学习观和教学原则仍被看作一种假

   说，在现实教学中的可行性仍受到质疑，仍

   缺乏有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