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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思想阐释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①

陈姝颐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最近发展区”理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历史理论的核心理论。从解释学角度解读“最近发展区”理论对建
立教育心理学及哲学具有意义。研究发现，一般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可分别对应最近发展区中受教育者现有发展水平

和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本体解释学则提出了新的以理解为基础的世界观，优化受教育者自身的最近发展区；解释循环

则可以在不断变化成长的环境中，促进受教育者发展并跨越最近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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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认知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最直
接、主要的理论基础和认知，来源于前苏联心理学

家维果斯基所创立的“社会 －文化 －历史”理
论［１］，最初发展的历史和相关的文化理论不仅仅

来自１８、１９世纪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科学
和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还包括了大量的德国文学、

哲学和语言学等。该理论并未在社会或文化角度

上来探讨人的发展，而是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

中探索人类心理成长。人类无法摆脱生存环境而

单独存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

之间学习交流和发展都促进了人类心理机能的成

长和该理论的发展。

最近发展区理论（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的理论基础是维果斯基的文化发
展遗传规律（ＧｅｎｅｔｉｃＬａｗ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该遗传规律的核心观点为：“高级思维在
人的认知发展中出现两次，先在社会层面，然后在

心理层面。”［２］结合该遗传规律衍生出维果斯基

最近发展区理论的两个发展水平［３］，即现有发展

水平和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所谓最近发展区就

是指受教育者成长过程中存在一个区间，即受教

育者能够单独处理问题的现有水平到受教育者在

老师、家长等成年人指导下或能力更强的伙伴协

助下处理问题时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一区间。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是一个

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其历史源远流长，

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在历史的积累和他人

不断的探索过程中，１８、１９世纪来自德国的哲学
家，古典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 Ｆ．Ｄ．Ｅ．施莱尔马
赫以其对基础文本的解释和理解形成的积极的、

良性循环和最终上升到生命解释的独特心理解释

等观点为基础结合威廉·狄尔泰关于局部与系统

的联结的观点和上升到历史解释的认识论正式标

志着这一学说的开创［４］。该学说涉及个体与群

体、局部与系统的相关关系，通过逻辑手段分析，

结合历史，集中地、系统地陈述解释学的相关观

点。直至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解释学才逐渐吸引
了人们的广泛关注，７０年代时，关于解释学的相
关理论发展达到峰值，８０年代的进步更是让人振
奋，９０年代逐渐有所回落。但作为显学的解释学
的发展仍日渐深厚，其相关理论知识的研究与发

展涉及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在内的多个领

域的多个学科，甚至影响到对自然科学的相关认

知［５，６］，成为一门无所不包的新哲学。

１　“最近发展区”的内涵
１．１　基础定义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中指出受教育者

的发展水平有二：一是受教育者现有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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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其能够单独处理问题时展示出来能力的水平；

二是受教育者在成长或学习过程中可能达到的发

展水平，即通过老师、家长等成年人指导或能力更

强的伙伴协助下处理问题时的能力水平。前者与

后者之间存在的可成长区间即为最近发展区。教

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应立足受教育者的现有

发展水平考虑其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给予受教

育者有一定水平和困难的教学内容，抓住受教育

者的主动性，一步步挖掘其潜在的可能性，进而达

到或跨越其最近发展区进入下一阶发展区。教师

教学过程中要学会不断结合受教育者自身的现有

发展水平，放眼受教育者未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

平，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进一步提升受教

育者的发展可能性。

１．２　内涵
为了指出受教育者成长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发

挥的指导和引领等一系列功能的重要作用和教师

教学与受教育者成长之间所存在的的密切联系。

维果斯基从其最近发展区理论出发，结合社会文

化历史理论提出了“合理的教学应走在发展的前

头，并引导发展，教学应唤醒或促进一系列位于最

近发展区内处于成熟状态的机能”这一观点。其

内在意义［７］，不同程度地反驳１９、２０世纪存在的
两种教学和受教育者成长关系的观点，一种是认

为教学和受教育者成长是两个过程，互相独立，互

不干涉。教学的发展源自外部力量，而受教育者

的成长则是内部规律。另外一种是教学相长的说

法，指教学和受教育者成长无所区别，教学即是

发展。

２“最近发展区”的解释学思想
解释学思想有以下几种主流形态，即一般解

释学、哲学解释学、本体解释学等。从解释学视角

来解读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能够发现其

充满了大量的“解释学”相关思想，并在不同形式

的解释学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２．１　一般解释学
一般解释学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他强调对

一切文本内容的理解，解读相关内容的基础意义，

区别于全盘解释和部分解释。一般解释学试图从

解读和分析哲学出发，成立以理解为基础的普适

方法论。一般解释学要求从区分出人心理活动的

低级与高级来研究人的心理成长和发展过程。低

级的心理机能是一种自然直接的生物性机能［８］，

包括感知觉、情绪、形象思维和机械记忆等；而高

级的心理机能则是一种社会而又间接的高级机

能，包括意志、高级情感、抽象思维和逻辑记忆等。

心理机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趋于成熟。

“最近发展区”理论中的受教育者现有发展

水平，指的是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受教育者独立

解决问题的现有水平。个体的现有发展过程是一

个普遍的、连贯一致的、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过

程。我们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上，努力扩大自身的

一般发展水平，并在该过程中结合社会、文化和历

史等多学科，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提高

受教育者自身现有的发展水平，完善并增强自身

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所有建立在受教育者现有发展水平基础之上

的发展和理解，无论是低级的、机械的随机机能，还

是高级的、灵活的逻辑机能，都需要在社会、文化和

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透过人类社会所建构的相

关工具逐步发展起来。因此，个体的现有发展水平

是一个普遍的、连贯一致的、现有的状态。

２．２　哲学解释学
强调文本可能达到意义的解释思想，是对各

种常见和非常见现象的一种理解和解释，对现象

中不同层次、不同情况进行研究说明。哲学解释

学不是单纯的一般方法论，而是一种反思，反思并

理解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同形式的解释范围和假

定方法论等。在最近发展区理论中的另一种发展

水平指的是受教育者在老师、家长等成年人指导

下或能力更强的伙伴协助下处理问题时可能达到

的发展水平。

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是

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止的

状态。对于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

过程，以及一般受教育者发展水平到高级受教育

者发展水平的过程，均需要努力反思并理解相关

内涵，深入挖掘受教育者内在潜力，而不应局限于

表面文本意义。

教师有必要对受教育者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

的各种情况进行发现，并挖掘其可能达到的意义，

以发现理解为核心，扩大研究范围，深入研究内

容，并对此进行反思及总结，然后结合具体情况，

有效促进受教育者心理机能发展，提高受教育者

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相关行为遵循哲学解释学

中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整体的科学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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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本体解释学
强调形态意义上的解释思想，即读者领悟的

内在含义。本体解释学要求理解在特定的情境中

文本与一切理解对象内在涵义碰撞的结果［８］。

它并不是单纯地理解文本含义及反思，而是在反

思的基础之上传输了一种新的以理解为基础的世

界观。它并不强调作者或者文本的真实含义是什

么，而是一种世界观与个人自我观相融合的新的

可能达到的解释。

个体无法脱离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而单独

存在，据维果斯基“社会－文化 －历史理论”中的
“最近发展区”理论研究，个体从现有发展水平成

长到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需要跨越一个区域———

最近发展区。即受教育者的心理成长、对社会的

理解、对教师教学的认同、常规的学习状态，以及

对各方面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知识面的扩张等多领

域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达到现有的发展水平，

而应当着眼于现有发展水平，内在地理解受教育

者本身蕴藏的无限可能性，以其为出发点不断地

探索未知的潜能，充分利用“教学支架”和“社会

互动”这两大功能，最终成功发展并跨越最近发

展区。

教学支架（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是在在受教
育者遭遇困境、难题或超越他们目前所拥有知识

相对水平的问题时，教师或伙伴在其尝试解决问

题期间提供的帮助和指导［６］。提供教学支架的

目的在于能够帮助受教育者顺利解决问题，跨越

最近发展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学支架的使

用及操作都应该考虑受教育者的需要。当受教育

者需要较少或是不需要相对的帮助时，教师就应

当及时撤销“教学支架”，以便于受教育者能够独

立完成任务。此外，教学支架具有６大基本功能：
简化任务、维持相应的目标、吸引注意力、确定已

完成的任务和理想方案的差距、控制实施过程中

的困难和执行期间的理性行为。

社会互动（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通常指社会群体之间由于不断接触产生相

互的交流和影响的过程［８］，它统一着有序和无

序。个体在出生后进入人际交往的世界，在与其

他人的交往与互动中产生了学习和发展等多个活

动。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的

交往中，学习者以语言为基本交流工具，不断接触

各种知识和经验，并在教师和伙伴的指引下把外

在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从社会层面内化为个

人的心理层面，从而实现最近发展区跨越和认知

水平的发展。

教学支架所给予的帮助应该在受教育者需要

较少帮助时及时撤销，以便受教育者充分发挥本

体作用，构建独立思维，辅助其通过最近发展区。

社会互动使受教育者能充分参与个体及群体生活

中的学习和交流，将知识从社会层面内化为个人

的心理层面，构建起本体性思维，从而实现最近发

展区的跨越和认知水平的发展。“教学支架”和

“社会互动”，能够深度挖掘受教育者的内在潜

力，提供能够优化最近发展区的至关重要的因

素———本体解释。二者通过一定的结合和互通能

够激发并扩大受教育者“最近发展区”相关系统

的范围与生命力，促使其产生一系列有利变化。

３　解释循环
众所周知，个体生活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

中，从发现世界，增强社会认知，到解释并理解社

会活动，最后回归起点进行再理解，再解释，形成

一个简单而普适的循环。而“循环”往往是个体

认知社会，理解社会的重要特征［９］。应在社会活

动中实现对新旧知识的再循环，着眼于自身的经

验和品质，结合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

群体之间的互动及影响，加之个体与群体之间密

切的联系，都进一步推进受教育者自身发展水平

的提升。

从整个解释学出发，在社会、文化、历史环境

中，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对相关知识、信息

等的理解都不应该仅是理解表层上的文本意义，

或是对浅显的知识进行简单的吸收。进一步而

言，两者要做的是在日常生活、学习中，融汇贯通

地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适应对方的变化与成长，

优化并提升对方的能力。尤其是教育者，要不断

地发现和挖掘受教育者的潜在可能区间即最近发

展区。教育者需要解释并理解受教育者的变化，

从无序到有序，从局部到整体，从浅显到长远。因

为存在，所以解释。教育者需要在不断变化成长

的受教育者中发现其独特的最近发展区，结合

“解释学循环”即存在 －解释并理解 －常态化 －
再解释－存在，帮助受教育者发展并跨越最近发
展区。

４　结语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在社会文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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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日常生活、学习、认知、思维以及心理机能的发

展等多个方面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三

种解释，一个循环，协同配合，对解释学背景下的

“最近发展区理论”做充分的研究，并给予一系列

相关诠释，为建立教育心理学及哲学做出贡献。

维果斯基社会 －文化 －历史理论及其中的
“最近发展区”理论对心理机能的发展、教育与受

教育者的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历史教育等因素在个

体成长和心理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

研究和科学的诠释，从而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

学，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与

此同时，从解释学角度来解读该理论，即受教育者

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个体成长并跨越最近发展区

发展心理机能等过程，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

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以各种逐步掌握的心

理工具和部分解释学思想为媒介，在各种低级心

理机能的基础上成长为高级心理机能，在自身现

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成长至可能存在的发展水平

的过程，该过程是从一个无序到有序的、开放的动

态系统。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本体解释学

的发展并不对应，它们的关系犹如两条发展曲线，

是交叉的，非线性的，共性与个性并存的关系。社

会互动和教学支架是帮助受教育者跨越最近发展

区发展，发展认知水平、获得知识的重要媒介。解

释循环促进教育者教学的完善，协助受教育者进

一步达到并超越最近发展区，发展并扩大自身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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