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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 学习是个体在一定情景下由于反复的经验而产生的行

为或行为潜能的比较持久的变化，其含义是： 1、学习是以

行为或行为潜能的改变为标志的。 2、学习引起的行为变化

是相对持久的。 3、学习是由练习或经验引起的。 2.学习的分

类 1、加涅的学习分类加涅根据学习的复杂程度，提出了累

积学习的模式，一般称为学习的层次理论。他把学习分为八

类：信号学习、刺激－反应学习、系列学习、言语联想学习

、多种辨别学习、概念学习、原理学习、问题解决的学习。

加涅认为通过学习可以得到五种结果是：智慧技能、言语信

息、认知策略、动作技能、态度。 2、奥苏伯尔的学习分类

认为影响学习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已知的内容。他根据学习

材料与学习者原有知识结构的关系，将学习分为意义学习与

机械学习。又根据学习的方式将学习分为接受学习与发现学

习。 3.学习的联结理论 学习的联结理论强调复杂行为是建立

条件联系上的复合行为。学习就是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建立联

结的过程，因此联结理论又可称为“刺激－反应”理论。其

代表有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作用和操作性条件作用的桑代克

、斯金纳学习理论。 1、经典条件作用： （1）【无条件反射

】由外界环境刺激导致的不需要学习的自然的生理反应。 

（2）【条件反射】由外界环境刺激（中性刺激或无关刺激）

导致的反应，是一种习得反应。 △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作用

：条件反射形成的基础是条件刺激与无条件刺激在时间上多



次重合或相继出现。条件刺激通过这一方式与无条件反应建

立暂时联系，从而形成经典条件作用。经典条件反射的规律

有：习得、消退、泛化与分化、二级条件作用。 2、操作性

条件作用： 有机体为了获得某种结果而主动地作出某种行为

，这种行为是有机体主动发出的，而不是由于刺激被动引起

的。 △桑代克的尝试－错误学习：学习是尝试－错误的过程

，学习者通过不断的尝试，发现并保留正确的尝试，摒弃错

误的尝试，从而完成学习过程。桑代克还提出了学习的“效

果率”，即学习的形成受到学习行为结果的影响。 △斯金纳

的操作性条件作用：存在两种类型的学习，一类是由刺激情

景引发的反应称应答性条件反应，与经典条件作用类似；另

一类是操作性条件作用，它不是由刺激引发的，而是有机体

的自发行为。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操作性行为，行为的结果

－强化是影响学习的重要因素。斯金纳将强化分为正强化和

负强化，正强化是行为带来令人愉快的结果。而负强化是行

为使得某种令人厌恶的刺激强化。两种强化都会促进增加行

为再次发生的概率。通过对强化进程不同安排，可以精确的

控制学习行为。除了强化外，行为还可以带来令人不快的结

果，这叫做惩罚。惩罚将减低行为再次出现的概率。 4.学习

的认知理论 1、【格式塔的学习理论－顿悟学习】强调学习

是一种完整的过程，它是通过学习者重新组织或重新建构有

关事物的形成而实现的。顿悟的出现依赖于情景；顿悟产生

后，可以重复出现，在一种情景中产生的顿悟可以迁移到新

的场合。 2、【托尔曼的认知地图与潜在学习】强调刺激－

反应的中介变量。认知就是行为的中介变量。所以托尔曼的

行为主义称为“认知－行为”主义。一个完整的行为应包括



三个方面：1，由外部环境或内部生理状态所激发；2，经过

某些中介变量；3，由此表现出的行为和反应。通过位置学习

和潜在学习证实强化不是学习所必须的。学习不仅需要知识

，而且要有目标。 3、【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建构主义与

客观主义相对，它强调事物的感觉刺激本身没有意义，意义

不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而是由人建构起来的，它不仅决

定于事物本身，而且决定于我们已有的知识经验、不同的人

由于已有知识经验不同，对同一种事物会有不同的理解。建

构主义由激进建构主义和信息加工的建构主义。 5.动作技能 1

、动作技能是指通过练习而形成的一定的动作方式。动作技

能依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为连续技能和非连续技能、封闭

技能和开放技能、精细技能和粗大技能。 2、动作技能是由

个别动作构成的系统，它是在学习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动

作技能有几个形成阶段：认知－定向阶段、动作系统初步形

成阶段、动作协调和技能完善阶段。 6.动作技能形成的特点 1

、意识对动作的控制作用减弱，整个动作系统转向自动化。

2、动作反馈有外反馈逐步转向内反馈。 3、动作的稳定性与

灵活性增加。 4、建立起协调的运动模式。 7.练习的作用和练

习进程的特点 1、练习是指在反馈作用的参与下，反复多次

地进行一种动作。练习包括重复与反馈，两者都是技能形成

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练习的主要作用是促使技能的进步与完

善；它包括加快技能完成的时间，改善技能的精确度和使动

作间建立更完善的协调。 2、练习进程的特点： A. 练习成绩

随练习的进程而逐步的提高。 B. 练习进程中存在高原现象。

C. 练习进程是不均匀的。 D. 练习中存在个别差异。 8.提高练

习效率的条件 1、确定练习的目标 2、灵活应用整体练习和分



解练习。 3、恰当安排练习时间。 4、练习中必须有反馈。 5

、影响练习成绩的其他心理因素。人对活动的态度和人在练

习时的情绪状态。 附录 名词解释 1. 【学习】是个体在一定情

景下由于反复的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比较持久的

变化。 2. 【意义学习】指通过符号、文字使学习者在头脑中

获得相应的认知内容。也就是说，要在用符号代表的新知识

与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结构之间建立起一种实质性的和非人为

的联系。 3. 【认知地图】是关于某一局部环境的综合表象，

它不仅包括事件的简单顺序，而且包括方向、距离甚至时间

关系。 4. 【练习】是指在反馈作用的参与下，反复多次地进

行一种动作。练习包括重复与反馈，两者都是技能形成的必

不可少的条件。 5. 【练习曲线】是用图解的形式来表现练习

期间动作学习效率的变化。 6. 【高原现象】是练习成绩一时

性的停顿现象。它与生理的极限和工作效率的绝对顶点是不

同的。并不是所有的技能学习中都必然存在高原现象。 7. 【

知识迁移】人们在一种情景中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影响到随

后学习的另一种知识。产生积极的影响叫正迁移；产生消极

的影响叫负迁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