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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学习心理

一、学习的含义与作用

（一）学习的含义

学习指由于经验而导致行为或思维的比较持久变化的过程。把握学习的实质，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

（1）学习的发生是由经验引起的；

（2）经验所引起的改变可以是行为上的，也可以是思维上的，但都应该是持久的变化；

（3）并不是所有的行为变化都意味着学习的存在（生理成熟、疲劳、药物等因素也可

以引起行为变化，但不能视为学习）；

（4）学习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人类普遍具有，动物也有学习；

（5）学习是个体的一种适应活动。

（二）学习的作用

（1）影响成熟，尤其是大脑智力和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2）能激发人脑的潜力，从而促进个体心理发展。

（3）有机体为了生存与环境取得平衡的条件。

二、学习的分类

（一）学习的进化水平分类

雷兹兰根据进化水平的不同将学习分为四大类。

反应性学习：最简单的学习，包括习惯化与敏感化。

联结性学习：主要指条件反射的学习，包括抑制性条件作用、经典性条件作用、操作性

条件作用。

综合性学习：把各种感觉结合为单一的知觉性刺激，包括感觉前条件作用、定型作用与

推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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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学习：即思维水平的学习，主要为人类特有，体现在言语学习的三个阶段，即符

号性学习、语义学习和逻辑学习。

（二）学习的繁简水平分类

1. 1970年，加涅根据学习的繁简水平，将学习分为八类。

（1）信号学习：指个体学会对某一信号做出某种一般的、弥漫的反应，其过程是：刺

激——强化——反应，如巴甫洛夫所研究的经典的条件反应学习。

（2）刺激——反应学习：个体学会对某一发生的刺激做出某种精确的反应，其过程是：

情境——反应——强化。如操作性条件反应学习。

（3）连锁学习：指个体学会由两个以上的“刺激一反应”所形成的某种联结，并按照特

定的顺序反复练习，同时还应接受必要的及时强化。

（4）言语联想学习：指个体学会以言语作为单位的联结，其学习条件与其他(如运动性)

连锁相似，但只是在人的语言出现之后才可能从事这类学习。

（5）辨别学习：能识别各种刺激特征的异同并做出相应的不同反应。它既包括一些简

单的辨别，如对不同形状、颜色的物体分别做出不同的反应，也包括复杂的多重辨别，如对

相似的、易混淆的单词分别做出正确的反应。

（6）概念学习：对刺激进行分类，并对同类刺激做出相同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基于事

物的某些特征而做出的，如圆的概念和质量的概念的学习。

（7）规则学习：亦称原理学习，指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学习概念间的联合，如自然

科学中的各种定律、定理的学习。

（8）问题解决：亦称高级规则的学习，指在各种条件下应用规则或规则的组合解决问

题。

这八类学习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排列的，高级的学习要以低级的学习为基础，

所以加涅的这一思想被称为是学习层次论。

2. 1971年，加涅对这种分类做了修正，把前四类学习合并为一类，把概念学习扩展为

具体概念学习和定义概念学习。

于是，学习分为六类：（1）连锁学习；（2）辨别学习；（3）具体概念学习；（4）定义概

念学习；（5）规则学习；（6）解决问题的学习。

（三）学习性质分类

奥苏伯尔根据两个维度对认知领域的学习进行了分类。一个维度是学习方式：接受学习

和发现学习；另一个维度是学习性质：机械学习和有意义学习。这两个维度互不依赖、彼此

独立，各自存在许多过渡形式（见图）。

接受学习不一定是机械学习，发现学习也有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之分；接受学习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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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没有高级、低级之分。

（四）学习结果分类

加涅认为，学习结果就是习得的能力或性情倾向，可以分为五类。

1.言语信息的学习：“是什么”，学习结果多以言语的形式表现出来。

2.智力技能的学习：“怎么做”，利用符号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能力，即解决实际向题的过

程知识。

3.认知策略的学习：内部组织起来的用于调节学习者的注意、学习、记忆与思维过程的

技能。

4.态度的学习：习得的内部状态，影响个人对某事或人所采取的行动。

5. 动作技能的学习：在不断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有组织的、协调统一的肌肉动作

构成的活动。

前三类属于认知领域的学习；第四类属于情感领域的学习；第五类属于动作技能领域的

学习。

（五）学习意识水平分类

根据学习的意识水平可以将学习分为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

内隐学习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阿瑟·S.雷伯提出，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的接触中不知不觉

地获得了一些经验，并因此改变其事后某些行为的学习。

外显学习是有意识的、需要意志努力的并按照规则做出反应的学习。

（六）学习内容分类

冯忠良把学习分为三类：

（1）知识的学习；

（2）技能的学习，包括心智技能和操作技能；

（3）社会规范学习。

三、学习与心理发展的关系

（一）学习与个体心理发展

学习与心理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心理发展是新学习

的基础；另一方面，学习可以促进发展。

1.个体心理发展对学习的制约作用

学习需要个体原有心理结构中具有适当的知识、技能和一定的学习动机。大量研究表明，

个体心理发展的各个阶段受心理发展规律的制约。学习必须适应个体心理的发展规律，在心

理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应有不同的学习要求、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

2.学习对个体心理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个体一生的发展来看，其心理的发展都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学习是个

体心理发展的最直接的决定因素。从心理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新的学习情境引起个体认知

不平衡，导致个体的学习需要与学习期待成为学习的实际动力；从心理发展的过程来说，个

体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广泛的迁移，逐步形成能稳定调节个体活动的多种类型、多种水平的能

力与品德。

（二）学习准备与发展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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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准备与发展性教学实际上探讨的是个体发展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两者存在着辩证的

关系。一方面，个体的身心发展水平和特点是教育的起点与依据，是教育的前提；另一方面，

个体的身心发展依赖于教育，是教育的结果与产物。

1.学习准备

教育应当考虑个体原有的身心发展水平，关注个体在进行某种新的学习前的准备状态。

这种准备状态就是促进或妨碍学习的个人特点的总和，包括生理发展状态、能力发展状态、

学习动机状态等。

2.发展性教学

教育虽然不能逾越个体身心发展的水平，但是适当的教育可以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在

考虑了教育与个体身心发展的辩证的前提下，为了最大限度地通过教育促进个体身心的发展，

维果茨基提出了发展性教育，认为教育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也就是说，教学不仅要依据儿

童已经达到的心理发展水平，而且要预见到今后的心理发展。

赞可夫据此提出了“教学的结构决定学生的发展进程”。他认为，要把教学目标确定在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要有一定难度，要让学生“跳一跳”才能摘到“桃子”，并提出了五

条教学原则：

（1）提高教学难度；

（2）提高教学速度；

（3）使学生依据理论指导行动；

（4）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

（5）使所有学生得到一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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