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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课程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以与课程相关的三个核心概念知识、学习和迁移为论述重点，介绍
了一百年以来主要的迁移理论和一些著名的迁移研究，并以作者从教的高中物理为研究学科，介绍了
迁移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学科教学中迁移的影响因素、规律、方法及学科应用；从行为主义、认知主
义和建构主义三个角度介绍了主要的学习理论；以理解教育目的需要考虑，阐述了近百年来主要的知
识观流派对教育的影响及知识观的相互影响与发展的轨迹；同时，从知识的本质与测量两方面论述了
基础教育中教育测量的方法，并介绍了国际学生评价计划PISA的理论框架与和测试案例。
本书适用于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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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学习与迁移的对象是学习者所需要的知识，这种（广义的）知识是人们在生产
、生活等日常活动中能动性地或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所必需的。
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有时会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学习的本质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几个问题。
一是我们学习的知识是什么，即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二是学习的机理是怎么样的？
三是作为学习行为的主要形式的迁移的本质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汇集起来回答的是学习的原理、方法和策略问题。
　　提高学习效率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而提高效率需要我们理清与学习相关的基本因素。
搞清知识的本质有利于提高学习对象的准确性，体现学习成果的真正价值；理解学习的原理有助于师
生探索和掌握学习的方法，提高学习的效率；探索迁移的原理和方法有助于培养与提高思维的能力。
因此，本书意在研究三个基点：知识、学习和迁移。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学习。
我们可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学习。
从学习的外延来说，首先，学习是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行为；其次，动物的学习和人类的学习都是有
层次差异的，有动物的低级学习，有人类的简单学习与复杂学习。
当然学习可以在社会的生产、生活和科技等各种活动中进行，学习也可以在人的一生的任何一个阶段
中进行。
从学习的内涵来看，一般认为学习就是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经过内化而获得经验并外化为行为表
现的活动。
学习的结果是促进学习者身心更好地发展。
因此，学习活动应包括学习的主体、客体和学习活动的结果三个基本要素，即学习就是主体与环境的
相互作用，经过内化而获得经验并外化为行为变化的活动，这就是学习的实质。
　　迁移（transfer）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话题。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迁移。
因此，迁移的研究是心理学家与教育工作者永恒的课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的心理学家与教育家们对迁移现象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
人们用各种实证的方法对迁移的有效性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
迁移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迁移研究的结论与理论也争论不休，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尽管这样，迁移研究对教育的影响与促进作用则越发强烈。
因此，对迁移的研究与它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从来没有因此而停止。
　　迁移是学习的主要目标之一，所有学习活动的目标是为了使学生实现迁移。
学生学习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顺利实现远迁移（far trans—fer）。
远迁移决定了学生学习的基本概念能否运用到学生今后遇到的问题，亦即知识能否运用于问题解决中
。
因此，懂得引发迁移的学习经验尤为重要。
教育者希望学生将课程内的某一知识迁移到另一个问题，今天学习的知识迁移到今后，从学校学习的
知识迁移到家庭，从学校学习的知识迁移到工作中（John D．Bransford，Ann L．Brown&Rodney R
．Cockin9，1999）。
如果学生不能把教师传授的知识和技能有效地运用到以后的学习和实践中去，那么任何学习都应该说
是失败的，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学校课堂教学中，教师所追求的、学生所需要的东西不仅仅是在课堂中简单地理解和识记的知识，
而是希望这些被学生学习的知识能发挥长期的效果，即能迁移到其他的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去。
　　迁移现象无处不在，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学习，学习的结果就会产生迁移，即新旧学习之间
产生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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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存在相互之间不产生影响的学习。
而且，学生能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新的学习中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也是教育和教学的根本目的之一
。
可以说，迁移在学校教育教学中无所不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作用突出表现在：　　首先，迁移是有效学习的标志。
由于两种知识或技能的学习不可能在时间上完全一致，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所以任
何学习必然依赖于先前的学习，并影响着后来的学习。
于是有研究认为，学习的实质是迁移，如果不能从一个情境迁移到另一个情境，学习就无法进行。
迁移一方面使已获得的知识在新的学习情境中得到应用，从而产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作用；另一
方面也只有通过迁移，才能使已有的知识得到进一步检验、充实和熟练。
如果学生在先前的学习中已较好地掌握了所学知识，那么后继学习的效率就会更高，理解就会更深；
相反，如果学生没能掌握先前所学的知识，那后继学习的效率就会降低；如果学生对先前所学的知识
产生错误的理解，则会对后继学习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
在教学实践中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
怎样衡量呢？
如果学校培养的学生不能把先前所学的知识迁移到后继的学习中去，不能用这些知识去解决新问题，
那就不能说已经完成了培养和发展能力的任务。
只有在一种学习能对另一种学习产生积极影响时，才能说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所以说正迁移的产生是培养学生能力的前提，是衡量学生对不同学习情境的适应能力和解决新问题能
力的重要标准。
因而，教师应该把发展正迁移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用正迁移是否广泛运用作为检查自己教学质量的
真正标准。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正迁移的广度与深度等品质就是学生能力获得的重要标志。
因此，正迁移是教与学的重要目标，也是发展学生能力的实现方法或途径。
　　其次，迁移对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要有效地解决问题，除需要一些基本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思维活动外，还需要应用头脑中已
有的经验。
能否准确、有效地提取有关经验来分析、解决目前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迁移的问题。
对专家与新手的大量对比研究表明，个体在形成问题表征、确定解题路径、执行解题计划时，都受到
原有经验的影响。
某一领域的知识、技能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试想，若某领域的专家去解决不熟悉的其他领域的问题（如物理学专家解决医学问题），则会显得束
手无策。
这说明脱离具体的知识、技能来强调问题解决是不可行的。
在课堂情境中，大部分问题的解决是通过迁移来实现的。
能否将原有的经验迁移到目前的问题情境中，直接决定了能否解决问题。
　　再次，迁移是习得的经验得以概括化、系统化的有效途径，是能力与品德形成的前提条件。
学习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将知识经验储存于头脑中，而是要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境中。
只有通过广泛的迁移，原有知识经验才得以改造，才能够概括化、系统化，使原有的经验结构更为完
善、充实，从而广泛、有效地调节个体的活动，解决实际的问题。
因此，迁移的结果使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得以优化，从而提高学习者的能力。
　　第一节　迁移的概念　　教育心理学中迁移一词的意义是：先前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对新学习与获
得的影响（Gick&Holyoak，1983）①；或者从一种学习中习得的经验对其他学习的影响（冯忠良
，1992）②；还有人说是先前学习对后继学习所产生的某种影响（周谦，1992）③。
Mayer和Wittrock（1996）认为，只要先前学习的知识影响当前的学习或当一个先前解决的问题影响了
新问题的解决方式时，迁移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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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Ertmer和Newby（1993）则认为迁移是指用新的方式或在新的情境中应用已经习得的知识，也是指已
有的学习如何影响新学习。
⑤也有人将它定义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动作技能、情感和态度等对新的学习的影响（陈琦，1997）。
Sternber9认为，迁移是指将知识从一个问题或情境中迁移到新的问题中（Sternberg et al，2002）。
⑦Brunet则把迁移看作是把习得的编码系统用于新的事例。
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中，迁移来自于概括，相同或相似特征的情境可以使得行为在共同要素中实现迁
移。
而根据认知理论，迁移同信息如何贮存在记忆中直接有关。
当学习者知道在不同的情境中如何运用知识，那么就发生了迁移。
建构主义则主张：通过让学习者参与到一个有意义情境中的真实任务，就能实现迁移（Ertmer&Newby
，1993）。
　　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也称积极迁移，指的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产生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包括一种学习使另一种学习具有了良好的心理准备状态，一种学习使另一种学习活动所需的时间或练
习的次数减少，或是另一种学习的深度增加或单位时间内的学习量增加，或者已经具有的知识经验使
学习者顺利地解决了面临的问题等情况。
如小学数学的学习保证了中学代数的学习，数学知识的学习保证了物理中有关计算问题的解决。
摩托车骑手对道路情况的判断能力有助于他（她）学习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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