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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知识、学习和教学提出的新的思想观点，较好地说明了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是当代
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在介绍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结合教学实践，对编译原理课程教学所蕴含的建构主义

指导思想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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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线教师，应该自觉接受学习理论的指导。只有
深刻理解了学习理论的相关概念、原则，在教学实践中才

能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编译原理是高校计算机学科重要的专业课。编译系

统架起了连接计算机高级语言与低级语言的桥梁，编译技

术本身一直处于不断发展、提升过程中。编译课程逻辑

性、实践性很强，课程掌握难度较大，缺乏实用性。采用传

统的授课方法达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会挫伤学习者的学

习积极性，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得不到提高，制约学习者

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笔者多年从事编译课程教学，经

过不断摸索，逐步形成了较为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该教

学模式多处蕴含近来得到广泛认同的建构主义思想。本

文首先介绍建构主义基本原理，然后从建构主义知识观、

学习观、教学观等角度，结合课程实际，进行剖析总结，给

出一点教学建议。

一　建构主义缘起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Ｊ．Ｐｉ

ａｇｅｔ，１８９６－１９８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正式提出，８０年代开
始逐步兴起，得到长足发展，理论内容进一步丰富，直至成

为２１世纪教育改革的主要指导理论［１］。建构主义的哲学

根源来自于西方近现代哲学，１８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维
柯（Ｇ．Ｖｉｃｏ，１６６８－１７４４）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Ｉ．Ｋａｎｔ，
１７２４－１８０４），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等都具有建构主义思
想。建构主义还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以布鲁尔

（ＤａｖｉｄＢｌｏｏｒ）和巴恩斯（ＢａｒｒｙＢａｒｎｅｓ）为代表的英国爱丁
堡学派提出的社会性建构主义。建构主义也来自认知科

学和脑科学，脑科学从自然科学角度诠释了建构主义。建

构主义从认识论角度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

分析，提供了关于学习活动本质的分析结果，是当代教育

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乃至一场领域革命。

二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本观点
建构主义在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方面提出了具体

的观点，其中部分观点具有主观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倾

向［２］，但不少观点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具较强的指导意义。

笔者在编译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体会颇深。

１．建构主义知识观。建构主义知识观是对传统课程及
教学理论的巨大挑战。建构主义对知识的客观性、准确性

提出质疑，认为知识不是对客观存在的准确表征，只是对

客观存在的一种解释、假设及假说，它不是问题的最终答

案，它会随着人类知识活动的进步而不断变革、升华，从而

出现新的解释和假设；对于得到普遍认同的知识表达，学

习者之间对其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真正的理解只能通过

学习者结合其本身的先验知识及学习背景，文化氛围内化

建构出来，即知识是情境化、个体化的产物［３］。

编译的目的是将高级语言代码翻译成计算机能够处

理的低级语言代码。目前的编译技术以自动机及形式语

言为理论基础，它们都一直处于不断提升、发展过程中，当

下的编译原理不会是编译的终结解决方案。每个学习者

都有自己脑海中的编译原理，都能实现个性化的简易编译

系统，他们内化建构的编译知识因此不同，具有开放性、多

样性特点，这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编译原理及技术进一步向

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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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构主义学习观。建构主义观点认为，知识不是通
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环

境中，借助他人（教师、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

资料，通过建构意义的方式获得。这种意义建构不可能由

其他人代替，更不可能通过老师来完成。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强调学习不是外部刺激的结果，是外部环境与认知主体

内部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包含新旧知识经验的冲突，以

及由此而引发的认知结构的双向重构建；强调学习者知识

建构的主动性，面对新信息、新概念和新命题，每个学习者

都在主动以自己的先验知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理解；强调

学习的社会互动性，学习任务是通过各成员在学习过程中

的沟通交流、共同分享学习资源完成的；强调学习的情境

性，知识并不是脱离活动情境的抽象存在，知识只有通过

实际情境中的应用活动才能真正被人理解。因而，学习应

该与情境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４］。建构主义认为，

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

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非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

授内容的能力。学习的质量是学习者建构意义能力的函

数，而不是学习者重现教师思维过程能力的函数［５］。

编译教学过程中适合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地方很多。

比如，词法分析与语法分析在本质上是同构的。词法分析

用于识别程序代码中的单词，关注单词的结构逻辑；语法

分析目的是识别程序代码中的语句结构，判别语句构成是

否合乎文法规范。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引导学生在词法

分析的基础上主动建构语法分析相关知识体系，促进学生

之间相互合作，创造相应的学习意境，尽量让学生自己给

出问题解释。再如，ＬＲ分析是编译中语法分析的重头戏，
难度较大，其中包含ＬＲ（０）、ＳＬＲ（１）、ＬＲ（１）、ＬＡＬＲ等几种
ＬＲ分析技术。事实上，不同的ＬＲ分析法的区别仅在于分
析表构造过程，且构造算法也是一脉相承的。只要引导得

当，学生完全能在ＬＲ（０）分析表构造技术的基础上自己分
析出其他ＬＲ分析表的构造思路。
３．建构主义教学观。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强调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同时不忽

视教师的指导作用。在建构主义倡导的教学环境下，师生

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

知识意义建构的合作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学生从被动接

受转变为主动建构，在此学习环境下，学习的领域、内涵逐

渐扩大，学生将会承担更多的学习任务，学生应成为知识

意义的积极建构者，并能控制管理自身的学习［２］。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启发学生主动质疑、进行实验或论证，最后得

出结论，勇于挑战原有观点并完成意义的建立。任何学生

都不是空着脑袋进入学习情境中的，教师不能无视学生的

已有知识经验，简单强硬地从外部对学生实施知识的“填

灌”，而应把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

引导学习者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

程序语言编译与人类自然语言翻译具有逻辑相似性，

只是编译比自然语言翻译更严谨。学习编译原理之前，大

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自然语言翻译先验知识，编译思想完

全可以在自然语言翻译的基础上由学生逐步建构。作为

教学组织者，在编译教学入门阶段，教师可以通过自然语

言翻译实例，让学生翻译一个简单的英语句子，抽象出翻

译的过程步骤，促进学生理解编译的词法分析、语法分析、

语义分析、中间代码生成、代码优化以及目标代码生成等

基本阶段，这样一来，学生对新课程的陌生抵触情绪就基

本消失了。不难看出，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完全

主体地位，教师只用布置任务，必要时进行提问引导即可，

这种意义建构对于学生来说几乎是无缝迁移。

三　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
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影响下，理论界与教育界提出了

多种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模式都强调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的主动性，强调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影响深远的

教学模式有支架式教学、随机进入式教学和抛锚式教学等。

１．支架式教学（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根据欧共体
“远距离教育与训练项目”（ＤＧＸⅢ）的有关文件，支架式教
学被定义为：“支架式教学应当为学习者建构对知识的理

解提供一种概念框架（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这种框架中
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为

此，事先要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习者

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该模式强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

探索。随着学习过程的深入，老师的指导成分渐次减少，

即撤除支架。久而久之，学生独立探索、发现、学习的能力

得到逐步提高。

２．随机进入式教学（Ｒａｎｄｏｍ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这种
教学模式下，学生可随意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同

样教学内容的学习，以获得对同一事物或问题的多方面知

识。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避免抽象讲解概念原理，知识运

用，将其纳入具体实例，促进学生从多维度多角度理解知

识要点。

３．抛锚式教学（Ａｎｃｈｏｒ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抛锚式教学又
称情境性教学或基于问题的教学，这种教学模式要求以真

实事例或问题为基础（作为“锚”），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

程中感受和体验事物间的关联，从而完成意义建构。

四　建构主义指导下的编译原理教学改革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特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

行编译原理课程教学改革。

１．不追求一种模式覆盖整个教学过程。正如建构主
义知识观所强调的，知识不是一劳永逸、静止不变的，在实

际问题情境中，知识不可能一用就准，一用就灵，要根据具

体情况灵活运用［２］。编译原理课程教学模式选择亦是如

此，应根据具体知识特点选择不同的教学模式。如前例所

述编译课程入门教学，通过自然语言翻译让学生掌握编译

基本过程，实际上采用的就是抛锚式教学。通过预设情

境，学生很容易感受两种翻译的关联。又如，在 ＬＲ分析教
学过程中，由ＬＲ（０）迁移到 ＳＬＲ（１）及 ＬＲ（１）、ＬＡＬＲ分析
思路，可以采用支架式教学，ＬＲ（０）分析原理就是提供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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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概念框架，老师给予适当辅助，让学生自己领悟 ＬＲ
（０）结合非终结符的Ｆｏｌｌｏｗ集合得出ＳＬＲ（１），结合搜索符
得到ＬＲ（１）和 ＬＡＬＲ。再比如，编译课程的目的是掌握编
译的基本原理并能手工实现编译逻辑，实验是课程教学的

重要环节，实验教学可以采用随机进入模式。老师提出实

验要求，不预先指定算法。所有学生提交自己的实验结

果，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交流，加深对算法思想的理解。

２．创设社会化学习情境。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
环境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因

此在教学中着力加强合作与交流，加强老师与学生、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在社会化学习环境中，转换传统的师

生角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

地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学生发言和表达自

己思想的机会，鼓励学生反向思维、质疑思维［５］。互动形

式灵活多样，可以是课堂互动，也可以借助于网络手段。

目前许多高校都搭建了互动教学平台，通过此平台，可以

成立讨论小组，设定小组学习专题，从而创设理想的合作

学习环境，建构主义所推崇的强烈的社会学习得到加强

意识。

３．增强课程评价的灵活性。首先，提升实验课程的评
价比重。建构主义学习观主张学习要与情境化的实践活

动结合起来，对于编译原理等实践性强的计算机类课程，

课程实验就是这样的情境化实践活动。为了突出实验的

重要性，将实验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不用单一尺度评

价实验成绩，这也是建构主义随机进入教学模式的内在要

求。其次，意义建构过程比建构结果更重要，故将课堂表

现作为课程评价的重要维度指标，这样能极大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内化提升的热情。

五　教学实践成果
２００８年以来，我们先后担任五个本科教学班的编译原

理课程，每个教学班平均不少于７０人。在教学过程中，我
们逐步实施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强调学生的认知

主体作用，采用支架式教学和课堂或网络上的互动式教

学，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励了学生的反向思维

和质疑思维，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对该课程的教

学反映很好。每学期，学校组织学生在线评教，匿名评价

教师教学。尽管评教手段的科学性一直存在争议，但评教

成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教学效果，直接代表学生对

课程教学的满意程度。评教总分为１００，共分２０项指标，
囊括了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我们所授教学班评教结果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历年学生的评教结果

授课学期 ０８～０９（２）０９～１０（２）１０～１１（２）１１～１２（１）１２～１３（１）

成绩 ９１．２７ ９４．１７ ９２．１３ ９４．３９ ９４．５５

从表１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评教成绩全在９０分以上，
随着对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成绩总体成上升趋势。学生

反映较多的是，课程学习不拘泥于教材，学习就是探索的

过程。除了学生评教，督导听课过程中对授课手段也给予

了较高的评价。这些都反应出，教学效果良好，师生认可

度较高。

六　结　论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对知识、学习和教学做了新的解

释，尽管建构主义某些观点过于激进，它也不能解决所有

的教学问题，但是它所阐释的知识建构性原则对课程教学

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所衍生的教学模式可操作性强。本文

仅从编译原理课程角度进行了分析总结。事实上，建构主

义教学模式对其他课程教学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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