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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背景下学习成效的集成学习模式剖析 ①

张干清，庞佑霞
（长沙学院 机电工程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为了分析学习成效的形成机理，从其概念着手，深入剖析影响学习成效的五组学习模式中每一种学习模式的
利弊及扬长避短的成对结合方式，即理论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协同学习模式、学习理论与迁移理论的综合学习模式、教学与

科研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的协同模式、外显学习与内隐学习的协同学习模式。由于任一时

期学习任务的多样性及各组学习模式起作用方式的差异性，故学习成效不仅取决于学习模式的多寡，也取决于不同学习模

式之间的合理融合与应用，为此，应尽可能地充分调动教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激发出各种学习模式，哪怕是那些

貌似微不足道的学习模式；另一方面，合理搭配并运用学习模式。通过扬弃与吸收而不是抛弃与取代，集多种学习模式惟

我所用的集成学习理念，在减负下让知识快速构建出意义并外显为能力，实现教与学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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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成效是指学习者在特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从事

学习活动并结束后所取得的成果，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

等方面的提高或转变［１］。换言之，任何由学校提供的教学

或其它学习历程而使个体得到的新知识、新技能及所转变

的行为、态度、价值观等，均可视为学习成效。情景认知学

习理论认为［２］，知识，特别是工科知识，是寓于情景中的，

学习者需亲临其境，参与实践，通过自己的活动，才能获得

知识，它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性与交互性，要求学习者通过

不同的情景对知识进行“有意义协商”，通过“合法的边缘

性参与”，在实践共同体中获得意义与身份的构建。由此

看来，了解情景具有实践的特点，若教师能不断地为学生

提供合理的情境认知和实践创新性条件，即可为学习成效

提供情景支撑。转化学习［３］通过分析学习的来源、条件及

过程，指出学习是一种基于人生经验的、个性化与多样化

并存的、嬗变的学习，因此，学生基于本身的特点，创建适

合于自身的学习模式是取得良好学习成效的先决条件。

对于复杂问题，采取问题解决的学习模式［４］，通过与学习

者合作的方式来学习隐藏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

决问题的技能，最终成效于学习能力。显然，这种自我效

能感的取得以教师对教学内容了然于胸为前提，即教师对

教学特别投入是取得良好学习成效的重要保证！认知结

构学习理论［５］则从原有认知结构的清晰、稳定、概括与包

容的程度分析产生迁移的难易或快慢，从而为学习成效提

供效率驱动。由是观之，各种学习模式发挥作用的方式不

同，其功效的大小也存在差异，对于具有明确对象的工科

背景下的学习，由于其学习的情景性与复杂性，其实践环

节的不可或缺性，致使其学习的发生，并非是某单一的学

习理论所致，而是多种理论集成作用的结果。为此，本文

拟将高等教育中有利于提高或促成学习成效的各种学习

理论或模式串联起来，按照扬弃与吸收而不是抛弃与取代

的思想，集多种学习模式惟我所用的理念，以期在这个特

别强调学习成效与减负的时代，对高等教育中工科背景下

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教与学的双边活动给以某种启示。

一　理论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协同学习模式
在知识建构方面，教育要实现两个主要目标［６］：（１）尽

可能让学生积累必要的知识；（２）引导学生不断将大脑中

已积累与沉淀的知识清零，使其回到肇始状态与空零状

态，以便使大脑有足够的空间发展新智慧。理论教学重在

向学生“输入”知识，使学生处于吸收社会所需知识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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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过程，以实现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学生大脑接受新知

识的量虽存在个体差异，但终究有限，因此，积累的知识若

得不到“释放”，新知识就难以进入大脑，这就是“填鸭子

式”的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技能训练重在将知识转化或

内化为能力，即将积累与沉淀的综合知识通过个体的体

验、感悟及实践得以“释放”，这种“释放”并不是知识的减

少，而是转化为学习主体的某种素质或能力，以实现教育

的第二个目标。理论教学和技能训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

体，其矛盾性表现在理论教学向大脑“输入”知识，使知识

不断增加，而技能训练却将知识不断从大脑中“释放”出

来，使大脑原有储存和积累的知识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通

过知识的“释放”与重新整合，也使大脑这个“容器”的容量

不断提高；其统一性表现在二者统一于学习主体的知识传

授、素质提高、能力培养这个循环体中，学生一旦进入使用

知识的状态，不仅会获得知识，还会发展相关的思维能力，

特别是理解、运用和转化知识的能力。理论教学与技能训

练作为整个教学活动的两个分系统，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

与规律，又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中。若两种教学形式各行

其道，互不联系，就有悖于教学规律。所以，必须正确把握

二者之间的关系，将其有机地融合成一体，使教学活动成

为理论教学和技能训练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整体。将

抽象的知识内化为能力与素质，从感性的角度培养学生的

实践操作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这些都需要借助于形成陈述性知识的理论教学之外

的、有利于将陈述性知识融为一体的程序性知识这一技能

训练来完成。

技能包括教师的教学技能与学生的学习技能，前者有

利于教师将教学情景解释得非常清楚，激发学生的思维意

识，为意义在学生这一主体上的构建起到正确导向或催化

作用，后者有利于学生提高自我效能感，提高意义构建的

深度与速度，二者协同作用，通过意义的主动构建，学生若

能充分认识事物的性质、规律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

可实现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一致或基本一致，从而共同促进

学习成效。在这过程中，教师是一位向导（即起主导作

用），他为航船掌舵，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但前进的速度却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正在学习的学生所施加的力。

诚然，导向越正确，即情景解释得越充分，学生就会更加投

入，教学就会实现从“我要学生学”到“学生主动要求学”的

大转变，自然而然就出现戮力同心的最佳成效。相反，如

果导向出现偏差，即使教师满腹经纶，在课堂上侃侃而谈，

学生也根本学不到什么！因此，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现有的

技能，另起炉灶，简单强硬地从外部进行强塞，而是应把学

生现有知识技能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生从原有知

识技能中“生长”出新知识。为此，教师就务必对学生的总

体技能、期望与兴趣有着清晰的认识，否则，就会与预期的

学习成效背道而驰。可见，教师的教学技能与学生的学习

技能之间的关系，一如马车的两个轮子，任何一方运转不

良或匹敌不当，都会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效。

二　学习理论与迁移理论的综合学习模式
类比迁移理论认为，迁移是通过问题空间的类比实现

的，个体通过将原问题空间的算子、关系或路径等匹配到

新问题空间的对应部分，并试图将新知识纳入到原知识空

间，通过上位学习、下位学习与并列结合学习三种模式而

实现知识的同化；当原问题空间无法同化新知识时，按照

生成学习理论［７］，个体就会用自己的认知结构去顺应学科

的知识结构，通过动作表征、映象表征与符号表征去迎合

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从而实现对原问题空间的修改或

重建，以顺应新的环境，促进新问题的解决。因顺应过程

涉及到空间的修改与重建，其过程显然要比同化过程慢得

多。基础不同，成效不同，原因就在于此！共同要素说迁移

理论认为，在新问题空间与原问题空间的匹配即新旧两种

学习过程中，若学习内容中元素间一对一的对应部分其相

同的因素越多，迁移效果越大，反之，迁移效果越小；认知

结构学习理论也认为，原空间即原认知结构的清晰、稳定、

概括与包容的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迁移。可见，基础不

同，效率也不同！由于新学习通过影响原有认知结构的有

关特征而影响迁移的发生，就要求在新学习之前设计一个

“先行组织者”，为新学习提供观念上的固定点，增加新旧

知识之间的可辩驳性，在新学习任务与原认知结构之间架

设桥梁，促进迁移的发生。由上可知，新学习产生的“价值

增值”，是多种迁移理论与学习理论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　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
知识更新日新月益，而教材“换代”相对滞后，造成社

会对人才的要求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相对匮乏的矛盾，为

此，要求教师在传授教材经典知识的同时，还须将通过自

身坚持不歇地进行科学研究所掌控的学科前沿及时传授

给学生，让学生了解新出现的问题与最新研究成果，提高

求知的紧迫感，提高学习成效。即使是常规课，以往单单

依靠说课就能取得良好效果的知识或课堂，由于新教学模

式对传统课堂的冲击，也难免收到预期的成效，毋庸质疑，

教学作为一门如何教的科学，与其它科学一样，也要求教

师在课堂教学方法上开展科学研究，舍得花时间备课或

“背课”，以提高知识理解的深度与广度。教师若能做到心

明白，口流利，把定理讲得清清楚楚，把推导过程扯得丝丝

入扣，将ＰＰＴ做成一看就能理解情景的形式，就有利于提

高学习成效！诚然，这一成效的取得，是以教师寓教于乐

这一内在兴趣或学校对教学重视的程度与科研相媲美这

一外在激励为前提的！对于前者，教师具有热衷于教育事

业的兢业精神，其成效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后者，我们可以

效法某大学，通过缩减教学岗的岗位津贴与对应科研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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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津贴之间的悬殊性，甚至使两者大致持平，从外部诱

导，让授课教师安心从事教研工作。这样，教师不仅会紧

扣教学大纲进行教学，还会恰当创设一些为内容作铺垫的

情景与精心设计一连串理解难点的要素，从而使课件显得

格外形象、生动（据悉，该校的课件质量是国内为数不多的

大学之一，也是在教学上取得科研成果最多的高校之一）。

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娴熟而又清晰地阐述，就如同将垫脚石

摆在过河者眼前，不仅能协助他们度过难关，还让学生有

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增强师生间、生生间的“有意义协

商”，减轻他们认知的负载［８］，无疑能提高学习的成效。

四　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的协同
模式

讲授与板书作为传统教学模式，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有利于调控教学的组织管理与教学过程，教学设

备简单，教学效率较高。此外，师生之间在课堂教学环境

中的人际交流对学生成长所起的作用，还可远超越课堂教

学本身。诚然，它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认知上的主动者却是知识接受上的被动者，学生这一

角色上的致命矛盾往往忽视甚至压抑了其主动性的发挥，

为此，它被贬为“一言堂”、“满堂灌”、“填鸭式”等高密度

教学模式。显然，这种模式不符合当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

要求，难以肩负起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担。

多媒体与网络技术作为现代教学模式，能提供界面友

好、形象直观、收放自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能以图、文、声、

像并茂的多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

织管理学科知识和各种教学信息，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动

机的激发与进行协商会话、合协学习，有利于学生的主动

发现与探索，有利于情境的创设和知识的获取与保持，有

利于联想思维的发展和新旧知识的联系，还有利于学生认

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促进学生建构起当前所学知识的意

义，从而使教师的角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根本性变

化，由从传递知识给学生的权威人物（教育主体或主导）演

变为学生的高级伙伴，即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与促进

者的作用，以促进学生快速而富有成效地建构起当前所学

知识的意义。但由于现代教学模式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或

网络终端，因而，师生之间的关系因这一“第三者”的介入

而变得复杂起来，教学中的“人－机”关系或“人－机－人”

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师生之间的直接交流［９］，如果使

用不当，就会使现代教学模式匮乏人文因素，难以达到师

生面面交流对学生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于是乎，就

有“教人还是得由人来教”的说法。

可见，传统教学模式不可或缺，促进并提升理解的现

代教学模式同样应该得到发展。灵活运用“淡化中心，强

化结合，分工与协作”的集成思想，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

有效克服彼此的弊端，实现优势互补，就可使教学过程更

符合教与学的规律［１０］，让促进知识在情境中迁移的教学

软件与运用于课堂情境中的教学方案快速折射出新知识

的本质，从而实现使学生再次从知识接受的被动者到意义

构建的主动者这一身份的快速转变，并非象传统教学模式

那样，学生在认知的主动者与知识接受的被动者之间长时

间徘徊，意义构建得慢而浅。若让传统教学模式使学生完

成主动到被动的身份转变，再让现代教学模式完成被动到

主动的身份转变，通过两种模式的分工与协作，即可减轻

知识同化过程的负荷即减负，加快意义的构建，提高学习

的成效。两种教学模式的协同及学生学习过程的身份转

变情形如图１所示。

图１　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的协同及学习过

程的身份转变对照

五　外显学习与内隐学习的协同学习模式
在学习复杂任务时，往往存在着两种学习模式［１１］：

（１）外显学习，即需付出努力、采用一定策略才能完成的、

有意识的学习；（２）内隐学习，即不需付出努力就可获得有

关刺激环境的复杂知识过程，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无意识

的学习。前者是教学过程中最常用的、推理型的学习模

式，其优点是以直接的方式凸显知识的原理与规则，让学

生直观地了解知识的构成方式；后者通过抽象化、逻辑化

的符号形式将知识表征于头脑中，一般是那些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知识。由于内隐学习是一个自动加工的酝酿

学习过程，知识传入过程的并行性使得学习过程短平快，

且不耗心神、容量无限大，还可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因

此，内隐学习可加速“以文化人”的成效过程。同时，在学

习过程中，由于大部分信息以阈下知觉的形式储存并对阈

上意识活动起补充作用，以及人类认知的强大内隐性，因

此，教育者的苍白说教、强硬施压有时远远不如润物细无

声的潜移默化效果。通过内隐学习，使隐含在人的行动模

式与处理事件情感中的默会知识在人与情境的互动中发

挥作用，使默会知识的复杂性与有用性随实践者经验的日

益丰富而与日俱增。内隐学习有利于学习成果的巩固，提

高学生学习的成效。外显学习对于系统而又全面地掌握

知识十分重要，但过于倚重外显学习可能给学生带来过重

的认知负担即增负，导致学习焦虑、学习兴趣下降、效率不

００１



高，反而不利于知识的学习。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在发挥

外显学习的同时，注意调动学生的内隐学习，通过外显学

习来激发内隐学习，让两者协同作用，提高学习的自我效

能感，提高学习成效。

六　集成学习模式
由上可知，每一种学习模式对学习成效的贡献虽不尽

相同，但无可否认，任一学习模式均会产生一定的成效。

由于任一时期学习任务的多样性，其性质的差异性，每一

种模式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方式的不同性，因此，个体认知

论与本体论同一性学习成效的实现，并非是单一学习模式

所致，而是多种学习模式集成作用的结果。为了生动形象

地描述各种学习模式积极促成的学习成效，不妨采用图２

的鱼翅图来表示他们之间的这种集成关系。

图２　学习成效的集成学习模式鱼翅图

由图２可知，各种学习模式，如同一条大河的各个支

流，学习成效就是由各条支流的流量汇成的主流，上游窄

而浅，下游宽而深，就象随着支流的增加与其流量的汇入，

河面变得越来越宽而深一样，随着学习模式的增加及其合

理搭配，在减负条件下，意义也能构建得越来越全面，学习

成效也就越来越显著。

可见，条条支流入主流，种种模式生成效。为此，在学

习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充分调动教育主体（绝非仅指认知

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任何一种哪怕是貌似微不足

道的、潜在的学习模式。又因各种模式发挥作用的条件与

方式的差异性，故还须合理搭配并运用学习模式，这样，在

学习上，我们就会成为一艘战无不胜的航空母舰。

　　总之，由于学习任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其性质与要

求的不同，而每一模式发挥作用的方式又存在差异，故一

定时期内所形成的学习成效，并非是单一模式所致，而是

多种学习模式集成作用的结果。为此，在学习过程中，一

方面，应激发出各种学习模式；另一方面，应合理搭配并运

用学习模式，通过扬弃与吸收而不是抛弃与取代，集多种

学习模式惟我所用的集成学习理念，即使在减负条件下，

也能取得好的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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