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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人类的主动建构。皮亚杰的个人建构主义更多地强调个人的选择和认知, 而维果斯基

的社会建构主义则重视社会文化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个体走向群体,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这是人类认识活

动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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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 para tive Study of th e Constructivist V iews Between P iaget and Vygot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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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 tivism holds the view tha t knowledge is the resu lt of ac tive human construction. Wh ile individual construc tivism by

P iaget emphasizes persona l choices and construction, soc ia l constructivism by Vygotsky prizes on the role of socio2cu 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m ind. It is inevitab le for human cogn ition to experience a transition from the ind ividual to the group, and from

subjectivity to intersub 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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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建构主义是解释 /知识是什么0和 /知识是如何获得0

的一种理论模式。它是集哲学的语言意义建构主义、人

本主义心理学、认知主义的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学的社

会互动理论为一体的主流教育学说。建构主义认为, 知

识不是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客观存在, 而是由个人主动建

构的。这种个人具有的主观知识本质上是内化了的、再

建构了的客观知识, 即是客观知识的主观内在表现。建

构主义的流派有传统建构主义、个人建构主义、激进建构

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分, 但一般都把以皮亚杰为代表

的个人建构主义和以维果斯基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看

作是建构主义的两大基本流派。本文将对这两大流派进

行对比分析。

2 皮亚杰的个人建构主义
皮亚杰是认知发展领域里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

家, 也是建构主义最重要的奠基人。他所创立的关于学

习者认知发展的理论被称为发生认识论, 其核心就是研

究人的一生中自然逻辑的发展过程。 /要充分解释学习

是什么, 则必须首先解释个体学习者是怎样进行建构和

创造的, 而不仅仅是怎样重复和复制的。0 ( P iage t 1970:

704) 皮亚杰认为,学习者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

程中, 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

结构得到发展的。

皮亚杰对建构主义理论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 1)在皮亚杰之前, 学习者一般被看作是没有长大的

成年人, 只不过是缺乏知识而已。皮亚杰通过研究证明,

学习者在思维和认知方法上和成年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 2)皮亚杰的研究目标是自然逻辑, 即知识的起源和

推理能力的发展。例如, 在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学习者在

不借助直观物体的前提下,从 A大于 B、B大于 C中,认识

到 A大于 C,这就使逻辑思维得到了发展。

( 3)皮亚杰从哲学、生物学和心理学三个角度入手来

研究学习者认知的发展。在哲学上, 皮亚杰认为知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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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逻辑, 所以研究知识就是研究智能。在生物学上,

皮亚杰认为 ,智能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心理学则给皮

亚杰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

( 4)皮亚杰对学习者认知发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

前所未有的。他通过大量精心设计的实验, 对学习者逻

辑思维的诸方面 ,如前逻辑思维、语言思维、婴儿认知发

展阶段、因果关系、数理推理、顺应特征等等, 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 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G redler 1997)。

皮亚杰建构主义理论中最基本的观点是, 人的智能

和生物有机体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有组织的系统, 而且

都在不断地与环境发生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 都要建

构必要的结构, 以便适应周围的环境。因此, 智能 (认知

结构 )不是先天就存在于人脑之中, 也不是存在于外部世

界里, 而是等待我们去发现。智能不是可以量化的、静态

的东西, 智能是动态的、积极活跃的 ,永远处在不断的变

化与发展之中。人只有通过自身的活动才可能建构自己

的认识, 并改进自己的智能 ( Br ingu ier 1980)。

智能 (认知结构 )的发展取决于 4个基本因素:物理

环境、成熟程度、社会影响以及平衡过程。其中平衡过程

是皮亚杰研究的重心。平衡的作用就是在认知结构发生

改变的时候使它保持正常的功能。

平衡在学习者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涉及两个基本过

程: /同化0与 /顺应0。同化指学习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

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指个

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同

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 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

改变。认知个体通过同化和顺应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

衡:当学习者能用现有图式去同化新信息时, 他处于一种

平衡的认知状态;而当现有图式不能同化新信息时, 平衡

则被破坏, 而修改或创造新图式 (顺应 )的过程就是寻找

新的平衡的过程。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就是通过同化与顺

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 并在 /平衡 - 不平衡 - 新的平衡0

的循环中得到不断丰富、提高和发展的。

学习者智力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 4个阶段:感知运

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

/运算0是皮亚杰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 指的是内化了的、

可逆的、有守恒前提的、有逻辑结构的动作, 因此, 这是一

种心理活动, 称为 /心理运算0。所谓 /内化0,就是一种由

外在动作内化而成的思维, 比如做某件事, 对到了一定年

龄的学习者来说, 可以不用实际去做这个动作,而在头脑

里想象完成这一动作并预见它的结果。 /可逆性0指心理

运算是一种可逆的内化动作。这是动作成为运算的又一

个条件。一个学习者如果在思维中具有了可逆性, 就可

以认为其智能达到了运算水平。一个动作除了是内化

的、可逆的之外, 它同时还必定具有守恒性前提。所谓

/守恒性0, 是指物质尽管以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形式呈

现, 但保持不变。守恒性与可逆性内在联系、互相依存,是

同一过程的两种表现形式。可逆性指过程的转变方向可

以为正或为逆, 而守恒性表示过程中量的关系不变。学

习者思维必须同时具备可逆性和守恒性, 否则两者都不

具备。心理运算的最后一个特征是 /逻辑结构0。智能是

有结构基础的, 即图式。学习者的智能发展到运算水平,

也就是动作已具备内化、可逆性和守恒性特征时, 智力结

构便演变成运算图式。运算图式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运

算系统之中, 故心理运算又是有逻辑结构的动作。

形式运算思维是学习者智能发展的最高阶段。当学

习者智能进入形式运算阶段后, 思维就可以不必从具体

事物和过程开始,而可以利用语言文字, 通过想象、思维

来重建事物和过程。除此之外, 形式运算阶段的学习者

还可以根据概念、假设等为前提, 进行假设演绎推理, 得

出结论。因此, 形式运算也往往被称为 /假设演绎运算 0。

皮亚杰认为, 处于形式运算阶段的学习者还能够进行一

切科学技术所需要的一些最基本运算。这些基本运算包

括:考虑一切可能性 ,分离和控制变量, 排除一切无关因

素, 观察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将有关原理组织成有机整

体等。

综上所述, 在皮亚杰看来, 认知个体能动地与周围环

境交互作用, 从而变革、建构认知结构 (知识结构 ) , 这就

是学习和发展。然而, 尽管个体是在同外部世界的交互

作用中获得发展 , 但终究个体是通过自我控制和变换认

知结构, 自发性地形成自己内部的认识体系的。所以,皮

亚杰的个人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个体和个体的知识建构活

动, 其主要关注点在于个体的心理过程以及他们从内部

建构世界知识的方式。这就导向了激进建构主义所强调

的 /内源性0 (钟启泉 2006)。

3 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
维果斯基同样也研究学习者智能和心理的发展, 但

他却强调智能和心理的社会性和文化性。 /文化创造了

特殊的行为方式 , ,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社会的人改

变了自身的行为模式和方法, 转变了自然本能与功能,并

创造和发展了新的行为方式。0 (Vygotsky 1966: 19)

维果斯基认为心理发展须要经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

发展的过程。基本的心理机能包括简单的认识、原始记

忆和不自觉的注意。这些都是和具体经验相联系的, 主

要表现为刺激 ) 反应模式。复杂的心理机能主要包括范

畴感知、逻辑记忆、抽象思维和自觉 (或有选择的 )注意。

基本的心理机能是生理性及先天具备的, 这样的机能在

动物身上也可以有所体现, 而复杂的心理机能则是文化

历史发展的产物 ,是人类独有的特征。

在维果斯基看来, 人类的行为包括三种经验。第一

种经验叫作 /历史经验0, 由遗传而来。它包括前辈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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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并超出动物本能反应的范畴。第二种经验叫作 /社会

经验0,这是由他人而来的经验。第三种经验叫作 /复制

经验0,这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独一无二的行为, 是人类

适应环境的独特方式。动物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 而人

类则主动地改造环境 ,使环境适应于人类自己。

维果斯基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前提是, 人类的这种复

杂行为和心理机能产生于文化的符号系统, 特别是语言。

语言作为社会刺激, 能使人类认识自己并相互认识。广

义上, 语言和符号系统就是社会行为和个体思维的根源。

所以, 复杂心理机能的发展必须要经历两个相联系的过

程:掌握文化发展和思维的外在方式, 即语言和各种符号

系统;学会用这些符号来掌握、规划自己的思维。

维果斯基的这一论述阐述了符号对心理结构的建构

作用。他的 /心理发展观0的理论基础之一是马克思和黑

格尔的辨证唯物主义 (Kozu lin 1990)。马克思认为, 劳动

工具 ( techn ica l tool)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工具的使用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维果斯基继承并发

展了这一理论。但他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工具只是

改变外部环境的技术工具, 而真正使人类得以发展的是

心理工具 ( psychologica l tool), 即抽象的符号系统, 如语

言。符号最初只是用于社会交往的手段, 如用来传递信

息。这时符号只是一个影响他人的手段。但到后来, 符

号成为一种影响和控制自己的手段。此时, 学习者可以

通过内化的符号 (语言 )来组织自己的思维。学会赋予符

号意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 因为这一过程改变了思

维, 从而改变了认知。

维果斯基在论证时首先对人类和动物的主要思维方

式进行了比较。动物的思维方式完全是原始的感觉和简

单的记忆, 而且受制于来自外部环境的刺激。所以, 动物

能够辨别环境里的事物。维果斯基把这种能力叫作 /信

号化0 ( signa liza tion)。人类也具有这种能力, 这是遗传而

来的生物属性。但是, 人类可以超越自身的生物性。在

进化的过程中, 早期的原始人发明了工具, 使得人类开始

主动地适应环境。随着语言和符号系统的出现和进化,

人类的思维结构和方式也开始变化。首先, 外在的事物

和符号在大脑里得以连接。其次 ,由于心理结构的产生,

人类的行为终于可以摆脱外部刺激的限制, 可以 /通过对

外部事物的联想来建构记忆过程 0 (Vygotsky 1977: 27 )。

这个能力叫作 /意义化0 ( sign ification)。

事实上, 赋予符号以意义就是学会词义的过程, 这也

是人的复杂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过程。通过词, 认识得

以系统化, 即产生范畴化能力, 同时也发展了概括与抽象

思维的能力。同样通过词, 简单的记忆变得具有逻辑性

和系统性。当这一过程发展到高级阶段时, 人类通过自

己创造的刺激把指导记忆、注意的过程内在化。在这一

过程中, 学习者学会用辅助刺激来表征外界行为, 然后用

内在符号和程序来控制这一刺激。

/辅助刺激0是维果斯基心理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概

念。基本心理机能遵循刺激 ) 反应模式, 其刺激物为外

界具体的物体。而复杂心理机能的刺激是辅助刺激, 是

抽象的。学习者的辅助刺激有: ( 1)他所生活的那个社团

的文化工具; ( 2)学习者家庭的语言和与他有关的周围其

他人的语言; ( 3)学习者自己创造的东西, 比如儿童用可

以利用的东西来 /过家家0 (Vygotsky 1978: 39)。

由于符号是社会的产物, 所以社会环境在学习者心

理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维果斯基认为基本

的心理单位是词义,而社会交往、社会行为促使了对词义

的理解。心理机能是由外在的社会层面向内在的心理层

面发展的。词义这一基本心理单位的理解要经历 4个过

程: ( 1)他人作用于学习者; ( 2)学习者和周围的其他人进

行互动; ( 3)学习者作用于他人; ( 4)学习者作用于自己。

个体所有的复杂心理机能都是社会关系的内化。复

杂心理产生的活动是以社会活动为中介, 也就是说, 在社

会交往与活动过程中, 人的复杂心理逐步得到发展。而

这一中介的来源是符号系统或他人的行为。学习者通过

与社会文化中的其他人进行交往而学会符号的意义, 掌

握心理的基本单位 ) ) ) 词义, 并进一步发展心理机能,使

其由低级走向高级, 不断完善, 直至成熟。因此, 产生复

杂心理过程的行为是一个社会性的活动。这一行为是由

外到内发展的, 即从文化历史环境中的其他人向学习者

自身发展的。这就是意义建构的 /外源性0。

4 从个人建构到社会建构
综上所述, 皮亚杰和维果斯基在认识与发展的问题

上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 他们都认为学习者的知识和心

理结构是建构的结果。但是, 他们的分析视角不同。在

皮亚杰看来, 学习者认知发展的根本动力存在于学习者

自身中, 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个体相对独立的运算与

思维。而维果斯基则认为, 学习者认知发展的根本动力

依赖于思维的社会基础。发展是运用文化社会提供的心

理工具进行学习的过程, 是社会互动促进了学习者的认

知发展。可见, 皮亚杰的认知理论更强调个体的自我建

构, 他的理论被认为是个体认知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而

维果斯基更关注社会知识对个体主观知识建构的中介作

用, 维氏理论被誉为社会建构主义 (王文静 2001)。

在学习者心理发展的目的和走向上 , 皮亚杰和维果

斯基的区别也十分明显。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二个不同。

皮亚杰认为学习者通过改变自身的认知结构, 最终是要

适应外部环境, 这个走向是由内到外。维果斯基则认为,

学习者心理机能的发展开始于外部环境。先是外部的社

会与文化作用于发展个体, 然后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心理

工具在学习者身上得以内化, 最终成为中介学习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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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辅助刺激。这个走向是由外到内。这种社会活动

建构的知识, 再进一步回归个体, 成为回归性知识。

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第三个区别是他们对待语言的

看法。在皮亚杰的理论里, 语言并不占有特殊地位。语

言只是学习者智能的一部分, 是一种心理运算工具。学

习者在习得语言以前照样可以进行认识活动, 尽管这是

低级的智力活动。只有到了形式运算阶段, 语言才成为

主要的心理运算工具。但对维果斯基而言, 语言不但是

人类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工具, 也是其内容。心理机能

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学习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 以便指

导和进行思维活动。

两位建构主义理论家的第 4个区别是在学习者的个

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联系上。维果斯基指出, 虽然皮亚

杰正确地区分了 /自发0活动 (学习者 /儿童自身的心理活

动 )和 /非自发0活动 (学习者 /儿童在成年人中介下的活

动 ) (Vygotsky 1986: 153- 157 ), 但是他在两者的关系上

有三个误区。第一, 皮亚杰错误地认为自发活动足以使

儿童的心理结构得到发展, 而非自发活动产生的概念则

仅仅是对成年人的思想进行同化的结果。第二, 皮亚杰

把自发活动看作是自足、封闭的系统, 与非自发活动无法

互动, 这样就把两种活动完全割裂开来。第三,皮亚杰坚

信学习者思维的本质是自发活动, 但同时他又认为学习

者心理发展的目标是社会化。这样, 皮亚杰在理论和实

践上就产生了矛盾。对维果斯基而言, 这两种活动相互

依存、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在教育上, 皮亚杰和维果斯基也有差异。皮亚杰倡

导 /发现式0学习。他强调学科知识不应被看作是绝对真

理, 学习者应该通过自我指导和与同伴合作的方式去主

动地建构知识。所以, 发展学习自主性应该是学校教育

最主要的目标。对维果斯基而言, 学校教育是学生高级

心理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环境, 因此, 学校和教师应

当起到支架的作用。维果斯基著名的 /最近发展区 0理论

指出, 教学应当始于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这是因为师生关

系本是一种 /主体间性0的关系 (W ertsch 1985)。教师在

这个过程中不断给学生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最终逐渐

把学习的责任转移到学习者身上去。

总之, 皮亚杰属于认知观点, 将学习者心理发展看成

是受内部力量驱使的、由内在逻辑支配的过程,强调发展

更多地要依靠个人的选择和认知。维果斯基属于社会观

点, 强调社会文化在学习者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5 结束语
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理论代表着建构主义发展的不

同阶段。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他们分属于主体性哲学和

主体间性哲学。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发展, 对自己的认

识也在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 从个人建构主义到社会

建构主义,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这是人类智能发展的必

然 (成晓光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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