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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的实验研究

———基于核心胜任特征模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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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胜任特征模型的思想引入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体系之中，根据关键行为事件访谈的结果，把认知技能
划分为逻辑推理、事实判断和论证评价三大部分，进而编制相应的培养课程案例，并确定新的培养方法。在温州市某校

初中学生中展开了以典型案例为主的针对性干预培养，实验结果证实新型的认知技能模型和方法在初中学生能力提升

方面起到明显的增益作用，验证了认知技能干预培养的成效，为后期开展认知技能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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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基础教育事关国家发
展和民族未来［１］，而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被视

为基础教育成败的关键。创新的本质是从已知领

域到未知领域，其边界也由人们的认知决定［２］。

鉴于成人的认知能力差异很难再缩小，干预青少

年的认知能力能以更低的经济成本实现提升社会

生产力的目的［３－４］。初中阶段是学生认知技能发

展承上启下的阶段，抓住这一关键阶段对学生的

成长十分重要。因此，对中学生的认知技能发展

规律的探索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１　绪论
认知技能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一个人未来的

教育成就［５－６］，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著名教

育心理学家冯忠良指出，认知技能是一种调节、控

制心智活动的经验，是通过学习形成的合乎法则

的心智活动方式［７］。彼得·法乔恩认为，初中学

生在分析和推论方面的能力比较缺乏［８］，因此通

过培养初中生的认知技能，进而提升教育教学效

能具有现实意义，认知技能日渐成为解决多种问

题的突破口［９］。近年来，不少学者通过课程、教

材和教法等多途径来唤醒初中学生的学习热情，

促进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进而促进初中学生

的成长和发展。不过，相关的实证研究还是较为

缺乏。笔者认为，要促进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

可以将胜任特征模型引入认知技能培养之中。胜

任特征模型是指能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

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人潜在

特征模型，它代表了知识、技能的核心要素的结

合［１０］。笔者借鉴谢小庆［１１］的相关研究，于 ２０２０
年提出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模型中的认知技能部分

包括了“逻辑推理”“事实判断”“论证评价”三大

维度共十五项要素［１２］，这一研究成果为深入探索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阐释，笔者特此提出本文

的关键性问题，即进行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的

实验研究，通过专门的认知技能干预培养精准实

验的探索，来加强论证工作，且在评价方法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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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百分等级成长方法来度量每个学生的进步情

况［１３］，以提升学生的深层次学习能力。本项研究

的具体思路是，通过调查分析，从心理学角度厘清

初中学生认知技能的基本组成要素，从中发现传统

研究中忽略的关键要素及培养方法存在的问题，进

而形成基于认知技能的新型培养方法。通过对比

实验，前后测试来观察培养干预过程中被试产生的

心理变化，采用ｔ检验和ＳＧＰ评估方法来检测两组
被试发生变化的差异，以验证新型的认知技能培养

模式的有效性。所展开的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

的对比实验研究整体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整体框架

２　研究设计及实施
本研究采用三个子研究来获得对比实验的

结果。

２．１　初中学生认知技能的调查研究
以初中学生认知技能为探讨目标，通过关键

行为事件访谈、团体焦点访谈和专家高端访谈，进

行专门的调查，以获得初中学生认知技能的核心

要素，为下一步开展实验提供依据。

２．１．１　被试选取
被试取样来自温州某中学与温州大学教育学

院。关键行为事件访谈参加者，是根据该校学期

初的综合素质评定成绩，分别在“优秀”与“普通”

区间随机选取了１０位成绩优秀学生和１０位成绩
一般学生。同时，也在该校随机选取了５位优秀
初中教师参加团体焦点访谈。邀请了４位教育专
家参加高端访谈。

２．１．２　研究方法
关键行为事件访谈：受访者为选取的１０位成

绩优秀初中学生和１０位成绩一般初中学生，让其
讲述在过去学习或生活中自我认为最成功的３件
事情和对自我表现不满意的１件事情，且讲述中

均需以第一人称描述发生的真实事件。问题设计

为：①请列举出３个学习或生活中自我认为最成
功（最满意、最有成就感）的事件，来说明在认知

技能方面，自己做得非常成功并引以为豪。②请
描述一下，你在学习或生活中曾经遇到的一件让

你感到遗憾或者受到挫折的事例。③在未来的学
业生涯中，你对自身学习发展的期望是什么？在

谈论每件事件时，受访者描述得越详细越好。具

体来说，可以参考以下提示：①当时的情境是怎样
的？这些事件涉及谁？②在这种情境下，你的想
法、感受和最想做的是什么？③你采取了哪些举
动？结果怎样？还发生了什么有关的事情？

团体焦点访谈：受访者为选取的５位优秀初
中教师，就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的议题，请他们

分享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表现最成功的一件事和

最不满意的一件事，且讲述中均须以第一人称描

述发生的真实事件，问题设计为：①你觉得初中学
生的成长发展，应该具备哪些认知方面的特质？

②请列举出一个在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过程中
自己认为最成功（最满意、最有成就感）的事例。

③请你描述一下，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过程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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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感到遗憾或者遭遇挫折的事例。

专家高端访谈：受访者为选取的４位教育专
家。受访专家围绕当前初中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认

知技能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问题设计为：①
你觉得初中生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应该具备哪些

认知方面的特质？②你觉得当前初中学生认知技
能的培养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主持人运用阶

梯量表的渐进方式，对议题进行抽丝剥茧，当出现

符合逻辑的答案后，停止继续追踪。

２．１．３　访谈材料示例
关键行为事件访谈、团体焦点访谈和专家高

端访谈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初中学生应具备的认

知技能方面的构成要素，以便用于后期的教学活

动。笔者通过访谈调研，确实获得了认知技能的

胜任特征中被试反复提及的重要内容，如下面事

例所示。

学生成功事例：不少同学羡慕我在一次大考

中物理考了９８分。事后我在想，明明会做的题为
什么错了，原因在哪里？认真反思后认识到，可能

是骄傲的心态干扰了自己。如果自己情绪放稳一

点、理性一些，再去做重要的事情，相信效果会更

好，个人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优秀。

结合该生的访谈记录可以发现，该生能够理

性思考，基于“因果判断”这一胜任特征要素，认

识到事出有因，若能客观地对待自己，就能够多方

面审视自己，进而更有可能挖掘出自己某些方面

的潜力，从而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

教师成功案例：教学必须要从初中学生实际

的认知水平出发。我认为以往教学工作中，自己

做得成功的一点是，在新知识的讲授中，往往会注

意引导学生查找类比对象的共有特征和本质属

性，类推出更符合的逻辑关系。这里，关键是掌握

论据，并能够推理出正确结论。

结合访谈记录可知，该教师认为，在教学过程

中要注重对 “类比推理”这一初中学生胜任特征

要素的培养，通过适时拓展培养的关键内容，鼓励

学生勇于质疑，达到促进学生提高表达与理解的

认知技能。

教育专家案例：我认为，初中学生应当具备

“事实判断”能力，因为面对新媒体时代涌现的海

量信息，学生进行信息真假的分辨和检验十分重

要。例如，当前不少课堂借助新技术向学习者提供

丰富的学习资源，本意是想通过多种方法增强学生

做出自己的判断，但信息过载产生走马观花效应，

学生反而无暇思考，更别说提升这方面的认知。这

就对教改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教什么？如何教？

结合访谈记录可知，该专家强调了“事实判

断”这一初中学生认知技能要素的重要性，并提

出教育不是零敲散打，应诊断出当前初中学生认

知中应具备的核心要素，然后有针对性地展开科

学、系统的培养，真正利于学生成长与发展。

２．１．４　认知技能特征的验证
本项研究所进行的对学生、教师和专家的三

种类型的访谈，总结归纳的认知技能要素经过汇

总分析，验证了笔者于２０２０年所提出的学生核心
胜任特征模型中的认知技能模块［１４］。在获得初

中学生认知技能的核心要素之后，为课程开发阶

段奠定了理论基础。

２．２　初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的课程开发研究
本项研究的培养课程与所探索的认知技能模

型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根据笔者于２０２０年开发的
三大维度下的１５要素对应课程，并结合初中学生
的实际需求编写了新的拓展培养内容，主要的研

究程序如下。

２．２．１　设置课程目标
本项课程的目标在于让初中学生逐步掌握认

知技能培养中重要的辩证思维方法，将其规律运

用于阅读、聆听和推理中。具体可阐释为如下三

方面：①分析：学生找出文本的关键部分，并在完
全理解含义的基础上重建文本。②评价：学生判
断文本的合理程度，阐明论据对主张有多大的支

持力度。③自我解释：学生通过提出支持或反对
的主张，对存疑的文本予以回应［１５］。这是通过课

程设置提升初中学生认知技能素养的关键。

２．２．２　构思课程教法
第一，情境认知。无论是基于问题的学习还

是协作推理讨论，都强调真实情境的特点是“真

实的、复杂的、有意义的”［１３］。引导学生充分考量

课堂实际情境和以往的学习、生活过程，将理论知

识与实际相结合提出问题，然后进行交流和辩论，

引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丰富和完善认知技能

结构和经验。

第二，功能模拟。任何实际教学，难以把所有

教学的人、事、物的实体完全搬入课堂。因此，鉴

于不同系统的功能特性具有相似性，通过设计或

选择一个功能与决策对象相似的系统，在课堂上

模拟学习对象的功能，引导学生探索发现学习对

象的发展规律，找到有价值的解决策略或实施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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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第三，合作型团队。在共同的活动理念指引

下，对学生进行分组，通过合作互助方式来完成活

动任务。其中关键是在出现争论后，如何引导学

生通过合作方式交流，让原本意见相左的各方能

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观点的合理性，从而促使

双方携手合作，促进学生的认知技能向更深层次

的方向发展。

２．２．３　进行教学设计
课堂教学环节设计包括示例导入、要素解析、

活动演练、行为练习、活动拓展等五个环节。在教

学过程中，将具体生活或任务情境与培养任务相

结合并进行深化，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启发学生推

理论证，落实对初中学生认知技能特征的三大维

度、十五项要素的培养。

２．２．４　教学设计示例
课程名称：初中生认知技能特征“逻辑推理”

的要素———逻辑判断。

课程目标：（１）引导学生掌握认知技能培养
中“逻辑判断”的形式，如掌握假言命题的否定与

推理方法；（２）通过情境评价、功能模拟、合作型
团队建设三种教学法，拓展学生认知技能培养的

路径。

教学示例：活动演练环节示例和行为训练环

节示例。

活动演练环节示例：（１）演练题目。以前，有
位智者得罪了某国王，国王冥思苦想，要处死这位

智者。一天，国王对智者说：“听说你很聪明，现

在你猜我在想什么，猜对了就饶了你，猜错了就处

死你。”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恐怕只有国王自己

才知道！如果国王坚持说智者的回答不是自己所

想的，智者还是难逃一死。怎样逃过此劫呢？

（２）活动实施。需要理解和掌握如下技巧：步骤
一：假设智者和国王为两个组别，各组先思考自己

应该如何反应。步骤二：各组为对方可能的反应

分别准备，尽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步骤三：去另

外一个组询问他人，他们有什么好的想法。步骤

四：回到原组，交流后让每个人给出积极的反馈。

（３）演练解析。使用情景认知引导学生建立一定
的论证框架；通过功能模拟的角色扮演，鼓励学生

首先提出论点、剖析原因，指出其中的关键与限定

的前提；最后通过合作型团队方法，解决问题。本

题的答案是“国王想处死我”，即国王如果承认智

者的回答是正确的，则必须饶了智者；国王如果认

为智者答错，则承认自己并不想处死智者，也必须

饶了智者。

行为训练环节示例：（１）训练题目。以 ２０１０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真题第 １０７题为例：
甲、乙、丙、丁四人的车分别为白色、银色、蓝色和

红色。在问到他们各自车的颜色时，甲说：“乙的

车不是白色的。”乙说：“丙的车是红色的。”丙说：

“丁的车不是蓝色的。”丁说：“甲、乙、丙中有一个

人的车是红色的，而且只有这个人说的是真话。”

如果丁说的是真话，那么，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

项？Ａ．甲的车是白色的，乙的车是银色的。Ｂ．乙
的车是蓝色的，丙的车是红色的。Ｃ．丙的车是白
色的，丁的车是蓝色的。Ｄ．丁的车是银色的，甲的
车是红色的。（２）活动实施。步骤一：快速组建
团队，确定题型。步骤二：团队内成员代入甲乙丙

丁的角色，快速分析条件，明晰问题情境。本题考

查分析推理，题干信息真假不确定，因而选择假设

法。本问题确定的信息为：只有一个人的车是红

色的，且这个人说的是实话，涉及红色的只有乙。

假设乙说的是真话，那乙车为红色，乙说“丙的车

是红色的”为真，那么丙车也为红色，与题干矛

盾，因此假设错误，依次进行下一步的假设推理。

步骤三：团队推理出题目答案。通过情境认知、功

能模拟和团队合作，得到“乙的车只能为银色，丙

的车只能为白色”。因此，选择Ｃ选项。（３）行为
解析。在实施中，应该关注快速组建团队的独特

性，并精细安排，使学生的判断推理、逻辑判断和

分析推理这些认知技能通过训练得以提升。

２．３　初中学生认知技能的成长评估研究
为了对初中学生认知技能的成长情况进行评

估，笔者在温州某中学的七年级学生中选取６０人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 ３０人、控制组 ３０
人，确保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上没有

显著差异。

２．３．１　研究假设
假设１：两组被试前测中认知技能总分不存

在显著差异。

假设２：双方进行干预培养后，对两组被试后
测结果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假设两者存在显著
性差异，而且ＳＧＰ成长评估中实验组获得显著进
步的人数超过控制组学生人数，说明实验组进步

明显。

２．３．２　研究工具
在正式施测之前，采用胜任特征 Ａ、Ｂ卷（认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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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技能部分）在另一学校初中学生中进行预试

（实验组３０人和控制组３０人），克朗巴哈系数检
验发现Ａ、Ｂ卷信效度较好，难度和区分度均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表明 Ａ、Ｂ卷基本等值，说明本问
卷可用于正式测试来检验培养的成效。

２．３．３　研究过程
本项研究采取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调查法。

首先，使用胜任特征 Ａ卷进行前测。然后，实验
组接受认知技能实验课程的干预培养，控制组采

用常规的思想教育课程培养。本次实验分为 ３０
课时的系统培养，来完成对实验组初中学生认知

技能的提升，教学任务较为艰巨且繁重，但实验所

在的学校竭尽全力支持这项具有认知技能特征的

实验工作。经过３０课时培养后，对两组被试进行
胜任特征Ｂ卷测试，通过成长评估模型来衡量实
验组与控制组在培养前后的变化情况，以检验学

生认知技能特征干预培养的有效性。最后，通过

ＳＰＳＳ２６．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的
数据处理，以验证认知技能课程教学的有效性；成

长评估研究则采用 Ｒ语言的 ＳＧＰ数据包进行百
分等级成长评估。通过差异性检验、ＳＧＰ方法来
分析实验组与控制组前后测的变化情况，进而验

证实验组学生获得了更好地培养效果。具体思路

见图２。

图２　成长评估示意图

２．３．４　研究结果
通过差异性检验、ＳＧＰ方法分析实验组与控

制组前后测，分析整个团体的变化情况，以验证实

验组学生排位的变化，由此评估初中生认知技能

的干预效果。本项研究获得的结果如下。

（１）ｔ检验结果分析
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如表 １所示，实验组与

控制组 Ａ卷前测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Ｍ实Ａ前 ＝
４．８８＜Ｍ控Ａ前＝４．９０，Ｐ＞０．０５）；对实验组进行认知
技能培养干预后，两组后测独立样本 ｔ检验存在
显著差异（Ｍ实Ｄ＝６．００＞Ｍ控Ｄ＝４．８４，Ｐ＜０．０５）。根
据实验组与控制组 Ｂ卷后测得分，实验组得分显
著高于控制组得分，从而验证了本研究干预培养

的效果。

表１　实验组与控制组学生认知技能前后测独立样本ｔ检验

项目 类型 人数 Ｍ 平均差值 ＳＤ ｔ Ｐ

实验组与控制组Ａ卷测试
实验组 ３３ ４．８８

控制组 ３１ ４．９０
－０．０２

２．６２

１．５１
－０．０５ ０．９６

实验组与控制组Ｂ卷测试
实验组 ３３ ６．００

控制组 ３１ ４．８４
１．１６

１．８７

１．７９
２．５３ ０．０１

　　（２）ＳＧＰ检验结果分析
采用成长百分等级（ＳＧＰ）模型，通过被试前

测和后测的ＳＧＰ值，来评估其个体核心胜任特征
成长的情况。百分等级模型是成长评估运用比较

普遍的数学模型之一，该模型在以往学业水平一

致的考生群体（同类学生）中进行比较，以确认每

个学生的进步情况。如果学生的进步超过了大多

数（５０％）同类个体，说明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反之，进步低于大多数（５０％）同类个体，则说明
其进步情况不佳。一般而言，若计算得出的 ＳＧＰ
分数大于５０，则可以认为该个体在同等学习表现
的群体中进步很大，获得了成长。ＳＧＰ模型理想
的数据量是５０００以上，最少也要２０００，样本不
够将会引起回归偏差，如果样本量少的情况下误

差较大，实验组 ＳＧＰ＞５０的人不到一半，可以用
ＳＧＰ均值或者中位值代替。根据学生成长百分
等级（ＳＧＰ）模型的原理和对数据的要求，将实验
组和控制组的实验数据进行合并，汇总成为原始

数据表。本次进行的ＳＧＰ模型分析是６０名被试
的测试结果，其中实验组３０名，控制组３０名。根
据Ｒ的计算结果，运用Ｒ语言编程调用ＳＧＰ数据
包来计算被试个体的 ＳＧＰ值。如表２所示，实验
组共有２０名被试进步明显，控制组有４名被试进
步明显。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被试在经过认知

技能培养干预后，大多数被试均（６６．６７％）取得显
著进步，实验组优于控制组，干预培养效果得到了

验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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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实验组与控制组ＳＧＰ值分布情况变化表

组别 维度 人数 比率（％） 程度 人数 比率（％）

实验

组

ＳＧＰ≤５０ １０ ３３．３３

ＳＧＰ＞５０ ２０ ６６．６７

低（０～１９） １ ３．３３

较低（２０～３９） ６ ２０．００

正常（４０～４９） ３ １０．００

正常（５０～５９） ９ ３０．００

较高（６０～７９） ７ ２３．３３

高（８０～１００） ４ １３．３３

控制

组

ＳＧＰ≤５０ ２６ ８６．６７

ＳＧＰ＞５０ ４ １３．３３

低（０～１９） １４ ４６．６７

较低（２０～３９） １１ ３６．６７

正常（４０～４９） １ ３．３３

正常（５０～５９） ０ ０．００

较高（６０～７９） １ ３．３３

高（８０～１００） ３ １０．００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３．１．１　关于假设的验证
初中阶段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阶段，这

一时期学生思维呈现出飞跃发展的特性，但也容

易产生认知偏差。本研究假设以认知技能特征培

养为切入点，抓住了逻辑思维、事实判断和论证评

价等学生认知技能的核心要素，并通过实验得以

检验，确定初中生认知技能培养方案的正确性和

有效性。

３．１．２　关于培养的结构
根据这一教学方向形成了认知技能的结构，

将学生认知特征细化为包括逻辑推理、事实判断、

论证评价在内的关键要素结构。实证结果证实，

通过对教育专家、一线教师和初中学生访谈揭示

的认知技能特征要素，在提升初中学生的能力发

展上取得了显著优于传统教学的效果。

３．１．３　关于培养内容设置
本实验课程在内容设置上体现了认知技能特

征模型的核心要素，干预培养案例分为三大模块，

分别对应每一项认知技能特征，并依据各项要素

展开培养。具体材料结合了初中课程体系内容，

并增设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得到了实证研究的验

证。教学方法采用了情境评价、功能模拟、合作型

团队建设等新方法，鼓励学生自主思考，有效地促

进了认知技能的生成和巩固。新的培养方法实施

后，各项指标的积极变化验证了认知技能模型的

有效性和培养材料的科学性。

３．１．４　关于培养干预与成长评估实验
研究结果表明，经过培养干预的被试在认知

技能三方面维度的得分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

高，从而验证了实验设计及成长评估的效能。采

用ｔ检验验证对比组的显著性差异，特别是采用
ＳＧＰ百分等级评估受训练群体的成长效果，确实
能更精准地确定受训练被试的成长状况。通过实

验组和控制组的前后测实验设计，确实能够证明

对初中学生实施认知技能干预培养和成长评估的

效果。

３．２　结论
第一，本研究基于访谈结果进行的实验设计

和取得的结果，证实了实验组在干预培养中取得

了明显优于控制组的实验效果，从而证实新型的

认知技能培养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本次干预培养采用的情境评价、功能模

拟和合作型团队建设的方法以及所采用的干预培

养案例，通过干预培养前后实施的测量，验证了认

知技能问卷的信效度，证实了初中学生认知技能

的干预培养成效。

第三，本研究还证实，引入的 ＳＧＰ百分等级
成长评估方法是成功检验学习效果的方法，所提

出的认知技能培养模式，不仅能有效提升初中学

生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还可促进初中生

理性思维等素养的提高。

总之，本研究将胜任特征模型的思想引入初

中学生认知技能培养体系之中，根据关键行为事

件访谈、团体焦点访谈和专家高端访谈的结果，将

认知技能划分为逻辑推理、事实判断和论证评价

三大维度，进而编制了相应的培养课程案例，并确

定了新的培养方法。通过初中学生的以典型案例

为主的针对性干预培养实验研究，发现这种新型

的认知技能模式确实在学生能力提升方面具有明

显的效果，验证了认知技能干预培养的成效。笔

者认为，以认知技能特征为切入点，紧紧抓住逻辑

思维、事实判断和论证评价等认知技能特征，特别

是突出认知技能模型中审辨式思维、逻辑判断的

培养。在今后的研究中，关于此方面的基础性研

究仍需持续关注，从理论上深入探索初中学生能

力全面发展的规律，以期在今后初中学生认知技

能的培养中取得新的突破。此外，根据国内外在

认知心理学、特别是在认知技能方面的已有研究

成果，不拘泥于传统的达标要求，从初中生成长的

规律出发进行实验设计和干预实施，从而更好帮

助初中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不过，要证实认知技

能带来的干预效应，还需要从多层次角度评价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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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的成效，特别是成长评估的方法学探索，是

本研究未来探索的重点。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实

验研究在初中学生教学培养中初步引入情境评

价、功能模拟和合作型团队建设的新方法，属于创

新性尝试，实验结果也表明具有较好成效。但是，

对初中生认知技能教学方法的探索，特别从核心

素养培养的角度，尚需不断深化，使之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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