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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详尽的介绍了学习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指出建构主义理论和远程教育在社会性上找到了结合

点，强调了教学设计理论在远程教育系统中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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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卫星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和Internet的迅速发展，以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采用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实

现跨时间和地域教育传递过程的远程教育得到极大的发展，各种网络学校应运而生。但是，相当一部分网络学校没有现代学习理论

的指导，仓促上马，仅仅是书本的搬家，根本无法体现远程教育的优势。为从根本上解决网络学校流于形式的弊病，应重视现代学

习理论在远程教育中的理论指导地位。 

  

1 学习理论的发展 

  

学习理论经历了行为主义理论、认知主义理论到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 

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客观主义——分析人类行为的关键是对外部事件的考察；环境主义——环境是决定人类行为最重要的

因素；强化——人们行为的结果影响着后继的行为。行为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提出心理即行为和著名的刺激—反应(S—R)公式，即刺

激得到反应，学习就完成了。学习机器就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例子。行为主义理论只重视环境和外部条件的作用，完全无视学习者内

部心理的存在，因此，行为主义理论在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设计实践中举步维艰。 

认知学习理论基本上仍采取客观主义的传统，它与行为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学习者内部的认知结构。作为认知主义理论分

支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学习决非建立一个简单的S—R联结，学习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感知觉、记

忆、理解、鉴别、比较、分析、综合等心理操作。教学的目标是帮助学习者习得客观事物及其特征，使外界客观事物内化为学习者

内部的认知结构。教学设计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分解知识和技能，使之符合信息加工的规律，因此，信息加工理论是以知识为中心

的。 

尽管认知学习理论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其也有先天的不足：认知学习理论是以个人为研究对象，以个体心理学为基础，研究个

人的认知结构而忽视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社会文化属性，因此与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因此，教育

技术研究者引入了建构主义理论作为学习理论的新的框架。 

建构主义理论是认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其起源以瑞士皮亚杰创立的儿童认知发展的学派。皮亚杰在应用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

的观点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后认为,儿童是在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

到发展。他提出,儿童的认知结构(也称“图式”)是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

的无限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同化指个体把外界刺激整合于认知结构内,即结构数量的扩充(图式扩充)。顺应则指

个体的认知结构在外部刺激的影响下发生性质变化(图式改变)的过程。后来,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如科尔伯格、维果茨基等,

又从认知结构的性质与发展条件、人类社会环境对心理发展的影响以及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结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丰富

和发展了建构主义理论,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由于建构主义本源于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个体认知的发展与学习过程密

切相关,利用建构主义可以较好地说明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因此在建构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学习理论——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的主动建构。建构主义

理论对学习的解释是：学习是建构在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者并不是把知识从外界搬进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外

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来获得建构新知识的过程，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获得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

人(如教师和同学)的协作和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如文字、图像、实物、CAI、网络等媒体),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主动建构事

物的性质、规律及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学习方法,建构主义理论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注重教师的指导作用。认为教

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播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

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因此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 



  

2 建构主义理论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环境由“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大要素所构成。情景,即学习环境中的情

绪必须对意义建构有利。情景创设是与教学设计中的教学目标、学习者特征及媒体的选择与利用等同重要的内容之一。协作,指学

习过程人际关系的协作。会话,是协作过程的交流环节。意义建构,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远程教育利用最先进的通讯技

术、对媒体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能够轻松的创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学习者可以在虚拟现实创建的真实情景中学习，利用视频会议

系统进行交流和协作，从而充分发挥创造性，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 

  

2.1  充分有效利用网络学习资源，拓宽学习者非结构化经验背景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它不仅包括结构化知识，还包括大量的非结构化经验背景。当

今的建构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更多的注重在具体的情境中形成的非正式的经验背景的作用。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教

师的传授、查阅各种资料以及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获取各种非结构化的经验背景，从而建构起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学

习者能记忆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提供给学习者大量的信息。计算机网络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将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联

结起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库和快捷的信息来源。因此，必须充分有效利用网络学习资源，把它作为学习者非结构化经验背景

的延伸，这样便使学习者的建构有了目标和基础。  

网络是世界范围的资源的共享，包罗万象是其优势也是其劣势。互联网上既有大量有用的信息，也充斥着大量的无用信息甚至

是有毒害的东西。这就要求远程教育系统的设计者精心设计，向学习者呈现包含大量有用信息,多样性、典型性、新颖性、结构

化、智能搜索化的网络学习资源。 

1)             多样性：客观事物总是呈现多样性的特征，从每个角度可以得到对事物的不同理解。远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创

新精神，因此学习者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他必须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的特征，这样才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所突

破，有所创新。这就要求网络学习资源在内容上除揭示事物特征的本质内容外，还必须向学习者提供不同社会历史文化

背景下人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同一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不同流派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以及和此事物相联系的其

他事物的信息等；在使用载体的方式上，根据不同媒体的优势，利用文本，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通过多种方式揭

示事物的各个方面，解决学生由直观感觉到抽象思维的过渡，达到知识建构的目的；在获取学习资源的途径上，可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视频点播，数据库查找等方式获取信息。 

2)             典型性：尽管事物总是呈现多样性，但并不是都能反应事物的本质。为使学习者能抓住重点，应选区典型性的信息。 

3)             新颖性：互联网采用了先进的通讯技术及网络技术，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或发现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网络中传播到世

界的各个角落，这样网络学习资源能够即时更新，保证学习者总能及时获得最新的信息。 

4)             结构化：互联网上的资源浩如烟海，但由于其开放性，网络迷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学习者获取信息要花费很长的

时间的话，他大概宁愿选择书本。因此必须将网络学习资源分门别类，使之结构化，保证学习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

所需的知识。 

5)             智能搜索化：完整的学习环境包括学习者，学习内容和支持系统。支持系统是一系列的应用程序，搜索功能是其中的一

种。智能化的搜索引擎将大大减少学习者获取资料所需的时间。 

  

2.2  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手段，开展更广泛的协作式学习 

学习者通过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不同的学习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同一事物，不存在唯一标准的理解，我们可

以通过学习者的合作而使理解更加丰富和全面。因此，不管是认知主义理论还是建构主义理论都对协作学习给予广泛的重视。建构

主义学习环境建立在社会性的基础之上，它利用最先进的卫星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实现更加广泛的协作式学习。 

  

2.3  利用专家系统模拟教师，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无论是传统的集体授课方式，还是无人工智能的CBT(computer-based learning)系统，由于所有的学生都被假设具有相同的学

习基础，相同的理解接受能力，其进度整齐划一，根本无法实现因材施教。因此，为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必须在远程教育系统中

引入具有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 

人工智能远程教育系统对每一个学习者建立一个环境,记载他学习的过程、进度等信息,系统控制模块依据一定的规则,针对此

学习者的环境来决定此学生的教导策略、教学提示等。在嵌入了具有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后，远程教育系统就能根据学生的反馈信

息自动的改变整个教育过程，如重放教学录像，采用其他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改变提出问题的难度，详细解释某些概

念，给出进一步学习所需的书籍或资料等等；同时，学习者也能够根据人工智能远程教育系统给出的提示，自定学习进度，真正实

现自主学习。 

  



2.4  虚拟现实构建真实情境，指导学生进行发现式学习 

以对学习这一建构过程的理解为基础，建构主义批评传统教学使学习者去情境化的做法，提倡情境性教学。建构主义认为学习

应在与真实情境相类似的环境中进行，以解决学习者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真实问题为目标，学习的内容不应是真实情境的抽象，不

应远离问题的现实情境。传统教学由于受到设备、技术等因素的限制，无法虚拟出真实的情境，即使能够也是有限的，而VRML则能

解决这个问题。 

VRML(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是一套用来描述三维空间交互世界的模拟语言，可用来建立三维空间的物体、景

象以及虚拟实境的展示模型。VRML正是以它的三维空间呈现方式,结合Internet让用户可以欣赏到接近现实的立体空间,实现平面主

页空间无法比拟的真实感。利用VRML语言,可以开发集成声音、图像及其他多媒体技术的三维空间的远程教育中心区,虚拟出真实的

校园环境,用户可进入教育中心区和答疑区、考试区等不同的虚拟环境,进行实时的教学和交流；应用虚拟仿真学习环境，可以突破

时空的限制，再现现实生活中无法直接观察的自然现象和事物变化过程；利用构建的虚拟实验室，学习者可以获得和实际操作一样

的感受，同时又避免了真实实验或操作中由于操作失误带来的危险，如虚拟飞机驾驶等。 

  

远程教育系统并不是现代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堆砌，它必须有符合其特点的教学设计理论的指导。建构主义理论在社会性上

和远程教育找到了结合点，只有充分发挥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才能建立起合乎学习者建构自身知识结构的学习环境，达到培

养学习者创新精神和素质教育的目标。 

  

参考资料： 

  
1．徐福萌：现代远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电化教育研究，2000，11 

2．张建伟，陈琦：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4 

3．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电化教育研究，19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