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义
第三章、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第一节 格式塔心理学的学习顿悟说

“格式塔”是一个德语词，意思是“完形”。Gestalt 一词，可以

被翻译成“形式”（form）、“型式”（pattern）、“形态”（configuration）

等，意思是指“能动的整体”（dynamic wholes）。格式塔学派认为，

人的心理不是各种因素的简单相加，这些因素组成整体之后，这个整

体的作用实际上大于部分之和，也就是说一加一的能量是大于二的。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说三个资质

平平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智慧水平会出现质的飞跃，实际上也是

这个意思。

我们看图中的晾衣架，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晾衣架在前后移动，但

实际上在制作的时候，是把两个不同颜色（一个深黄色，一个浅黄色）

的晾衣架按照一定时间间隔呈现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对这个晾衣

架的知觉就是一前一后动起来，而不是两个晾衣架分别呈现。当然，

前提是适当的时间间隔，间隔的时间太短或过太长都不会出现这种效

果。所以，只要我们按照一定的形式对元素进行组织，它们就会出现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情况。格式塔学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特别

强调整体，强调完形。

1. 格式塔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不同于行为主义，格式塔学派认为顿悟学习不必靠重复练习，只

要个体理解整个情境中各刺激之间的关系，顿悟就会自然发生。该学



派的代表人物苛勒做过一个实验，他把智能水平较高的黑猩猩作为实

验对象，把猩猩爱吃的香蕉作为刺激它的实验情境。黑猩猩看到房间

里挂了一串诱人的香蕉，它很想吃，但香蕉挂的比较高，他举起自己

的手试着去够但是够不到。苛勒观察到黑猩猩此时的反应，发现它并

不是像桑代克的猫那样又蹦又跳，而是做沉思状，静静地思考解决问

题的办法。当它看到放在地上的箱子时，突然一跃而起，把这些箱子

摞在一起，踩着箱子够到了香蕉。

在这个实验中，黑猩猩并没有出现桑代克所说的“尝试错误”，

而是对这个问题情境的突然领悟，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灵光乍

现”。因此，格式塔学派十分强调顿悟学习，强调对问题情境的整体

理解。这种理解不是把各个元素割裂开，而是能够看到这些元素之间

的联系，以及它们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非常强调知觉

经验组织的作用，也就是当看到两只木箱，我们能够知觉到如果把它

们叠起来就会增加我们的高度。类似的实验还有黑猩猩的竹竿实验，

也可以证明这一观点。

顿悟学习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也很常见，比如之前一直百思不得

其解的问题，突然有一天就找到了答案。还有我们熟悉的阿基米德的

故事，国王让阿基米德检测皇冠是否是纯金，并且是在不损坏皇冠的

前提下，这让他苦恼了好久。有一天他在洗澡的时候，发现浴池里的

水溢出去了一部分，顿时豁然开朗：只要把皇冠和等质量的纯金放在

水里，比较二者溢出的水的体积就可以知道答案了，问题于是迎刃而

解。“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蓦



然回首”，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顿悟。

2. 对格式塔学习理论的评价

（1）格式塔学习理论强调整体观和知觉经验组织的作用，关注知觉

和认知（解决问题）的过程。

（2）他们对知觉和学习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独到见解的研究，至今仍

是一般心理学教科书所讲述的基本内容之一。

（3）但是，他们把知觉经验组织的作用归因于脑的先验本能，带有

严重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后来皮亚杰对此做了深刻的批判。

（4）格式塔的学习理论体系现已成为历史，但它为 20 世纪 50 年

代末、60 年代初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布鲁纳的认知发现学习理论

行为主义主要通过动物实验，用动物的行为来解释人的学习。相

比之下，布鲁纳更加关心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的问题。他把目光从实

验室场景转移到人类社会的学校，从关注小动物到关注学生，这是一

个非常大的转变，也是对人类学习研究的一种回归。在这一点上，布

鲁纳的理论比起行为主义有很大的进步。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学习理

论和教学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他认为一个好的研究结果应该能够运

用到真实的自然情境中。他自己也做了许多这样的实验，著有《教学

过程》一书，他的名言是：“任何学科都可以用某种形式教给任何年

龄阶段的儿童”。

1.认知发现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1）知识结构：知识的学习就是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知识结构，人



的知识学习过程就是知识结构形成的过程；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学

生掌握学科的知识结构（有利于理解、记忆、迁移）。例如幼儿在了

解了苹果、香蕉之后，我们再问幼儿 1 个苹果加 2 个香蕉等于什么？

他们可能觉得没法加，这时候引入水果的概念，就能得到答案是 3

个水果；同样的方法了解到肉类和蔬菜之后，我们可以再教给孩子食

物的概念，有了这样一个知识结构，就能加深他们对概念的理解。就

好像我们的书架，每一种书都分门别类的放在相应的位置，可以分为

心理学类，休闲娱乐类等；心理学类又可以分为教育心理学、普通心

理学等，放进每一小格；休闲娱乐类可以再分为音乐、书法等类型。

学习也是如此，我们每学一个知识点，就可以把它放在头脑中相应的

知识体系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轻松的记忆和迁移。

（2）发现学习：这是布鲁纳主张的最佳学习方式。强调要使学生

学得的材料能被有效地利用，必须把它变成学习者试图解决问题的手

段。所以教师的任务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让儿童进行发现学习。发现

学习有以下特点：

A. 强调学习者探索学习的过程。这点在幼儿的身上表现的尤其突

出，因为幼儿的学习并不是依靠老师的灌输，而是依靠自己的探索和

发现。探索学习的过程，主要强调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B. 强调直觉思维在发现学习中的价值。直觉思维类似于前面所讲

的“顿悟”，强调突然的发现，它有利于增强学习者的成就感。

C. 强调学习的内在动机。发现学习的过程中，儿童的状态从“要

我做”到“我要做”，这种内部的动机对儿童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例如图中的小朋友，午睡起来之后，发现自己的鞋子居然不见了，

于是四处翻找，结果在床下找到了鞋子。但是鞋子离自己有点远，他

用手够不到，于是他就找了一根绳子来够鞋子，可是绳子太软了，依

然没用。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他坐在地上，把自己的腿伸到

床下，终于顺利地把鞋子拿了出来。我们看到，对于怎样能取出鞋子

这个问题，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这就是布鲁纳所说的发现学习的

过程。虽然有过失败，但他更开心的是灵光乍现的每一刻。即便绳子

并没有帮他解决问题，但是在他想到绳子的时候，头脑中就已经获得

一种领悟的感觉，直觉思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过程中，内在

动机是主要推动力，因此他并没有感到厌倦，而是饶有兴趣地解决这

个问题。

2. 发现学习的作用

（1） 提高智力潜能。经常处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孩

子的智力有很好的激发、开发的作用。

（2） 使外部奖励向内部动机转变。许多孩子之所以不喜欢学习，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那是老师和家长让他们去学的。“你好好学，

考好了我就给你买个电脑，或者你把课文背会就带你出去

玩……”。这种外部奖励远不及内部的成就感来的持久，而发现

学习可以有效地激发孩子的内部动机。

（3） 作出发现的最优方法和策略。自己亲自探索的过程中，通过不

断地尝试，逐渐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4） 帮助信息的保持和检索。“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自己亲身经历过之后获得的知识，远比别人告诉你的知识来的

深刻，记得清楚。

3. 对布鲁纳认知发现理论的评价

布鲁纳在心理学为教育教学服务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发现学习

作为一种方法有其优点，让学生主动，强调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的学

习非常必要。但其观点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仅凭

学生的探索发现，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实现教学目的？是否所有的知识

都能通过这种方式传授给学生呢？如果这样，教学进度能保证吗？其

缺点在于：首先，发现学习轻视系统的知识讲授，忽视了知识学习的

特殊性，因为知识学习往往是间接经验的学习，通过文字符号传到我

们头脑之中的，而且，不是所有知识都可能通过亲自探索发现得来的。

其次，发现法的运用范围很有限，教师的教学风格、是否会引导学生，

以及学生是否有探索的积极性和发现的能力，都会影响发现学习的效

果。再次，发现法耗时过多，而且教师很难控制发现学习的时间，不

适合集体教学。

第三节 奥苏贝尔的认知同化学习理论

1.意义学习的实质

奥苏贝尔在教育心理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他对有意义学习

的描述。他认为有意义学习的实质是：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

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非任意的和实质性的联系。比如，我

们学了“牛”的概念，如果头脑中没有动物、生物等于它相关联的概

念，我们就很难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



2. 意义学习的标准

意义学习有两个标准：一是实质性的联系，二是非任意的联系。

话说一个督导到一个小学去参观，问了学生这样一个问题：“马身上

有多少根毛？”很多孩子都愣住了，这时候一个小朋友站起来说“马

身上有两亿五千四百三十八万七千五百六十三根毛”，这个督导很吃

惊。第二次来到这所学校，督导和其他老师又说起来这件事，说自己

很想把这件事告诉我同事让他们也乐一乐，老师就问他，“那你告诉

了吗？”他回答说：“没有，因为我忘了那个孩子回答的到底是多少

根毛了。”应该笑话的其实是督导，因为他并不需要真的记住那个数

字是多少，只需要把这个数字说的足够大就行，他并没有理解这个问

题的实质，这个笑话可爱的地方在哪里。现在有一种记忆方法可以把

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比如“牛”和“桌子”，可以记成牛拴在

桌子上，但是这种联系是人为的，并不是实质上的联系，因此也不能

叫做意义学习。

3. 意义学习的机制

奥苏贝尔认为，学生的学习如果有价值的话，应该尽可能地有意

义。他认为意义学习的机制是认知结构同化。他在 1963 年出版的《意

义言语学习心理学》中提出了认知结构同化理论，成他后来几本教育

心理学专著的基础。同化理论的核心是：学生能否习得新信息，主要

取决于他们认知结构中已有的有关概念；意义学习是通过新信息与学

生认知结构中已有的有关概念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发生的；由于这种相

互作用的结果，导致了新旧知识的意义的同化。



4．意义学习的方式

奥苏贝尔认为，当学生把教学内容与自己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

时，意义学习便发生了。他区分了下位学习、上位学习和并列组合学

习等不同方式。比如孩子已经认识了苹果、橘子、香蕉等，这时告诉

他“水果”的概念，就是上位学习；假如孩子知道了“狗”的概念，

但他只认识狮子狗，这时妈妈教他认识不同种类的狗，就是下位学习；

如果孩子先学了“牛”的概念，这时再教他“马”的概念，就是并列

组合学习。

5. 先行组织者

先行组织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材料，而且是先于学习任务

本身呈现的一种引导性的材料，它具有比学习任务更高的抽象概括水

平，并能与新的任务以及学习者头脑中原有的概念发生关联。比如教

师在教学生学习菠菜、土豆等概念的时候，先给学生一个“蔬菜”或

“植物”的概念，可以促进后面的学习。

5．意义学习与机械学习

他还区分了机械学习与有意义学习。要判断学生的学习是有意义

的或是机械的，必须了解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原

有的观念的联系（简称为新旧知识的联系）的性质，只有非人为的、

实质性的联系才是意义学习。

6. 发现学习与接受学习

在接受学习中，学习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以定论的形式传授给学

生的。发现学习的基本特征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不是现成地给予学生



的，而是在学生内化之前，必须由他们自己去发现这些内容。奥苏贝

尔关于学习的观点恰好与布鲁纳的发现法相反，认为学习应该是通过

接受而发生，而不是通过发现。

他强调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的材料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有组织

的、有序列的完整的形式，因此学生接受的是最有用的材料。此外，

在课堂里的有意义学习中，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之间的对比，由于各

种原因，总是偏重于接受学习。学校主要应采用有意义接受学习，尤

其是意义言语接受学习。

7. 奥苏贝尔理论的评价

奥苏贝尔对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意义学习与机械学习之间的区

别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意义接受学习的准则和条

件。这在我们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时，是有借鉴意义的。偏重

于知识掌握，过于强调接受学习与讲授方法，有忽视发现法与创造力

培养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