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 卷第 4 期 唐山学院学报 Vo l.20 No.4
2007 年 07 月 Journal of Tang shan Colleg e Jul.2007

　　　收稿日期:2006-12-08

　　　作者简介:罗文新(1970-),女 ,副教授 ,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研究。

建构主义知识观对教学的影响

罗文新

(厦门大学 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生命科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建构主义知识观是知识社会学与认知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建构主义知识观包括四个基本

的原则 ,即主动性原则 、协作性原则 、适应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建构主义知识观在知识的性质 、教

学的对象 、教材的地位 、教室的作用 、教学的方式 、学习的情境 、师生的关系 、教学的评估等方面 ,对

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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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tructivist epistemolo gy , w hich include s four basic principles———activeness , coordi-

nativeness , adaptability and developm entability———is the natural result of the com bination of epi-

stemic socio logy w ith epistemic psycho logy .A fa r-reaching inf luence has resulted f rom const ruc-

tivist epistemo logy w hich covers many areas like the nature o f know ledge , the object o f teaching ,

the status of teaching mate rials , the function o f classro oms , the mode of teaching , the situation

of learning ,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s and students and the evaluat ion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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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的内涵 、性质 、范围 、功能 、价值及

其来源 、获取途径 、归因标准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不同的知

识观对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方向有深远的影响 , 对教学的

方式和方法有重要的作用。

1　什么是建构主义知识观
1.1　建构主义知识观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知识观是知识社会学与认知心理学相结合的

产物。其基本观点是 , 知识不是通过传授获得的 , 而是由具

有不同认知能力的学习者基于自己的经验以及所处的社会

文化历史背景 ,借助教育者和学习伙伴的帮助 , 利用必要的

学习资料 ,主动建构而成。建构主义知识观强调提供认知工

具 、发掘知识资源 、鼓励学习者与环境互动 ,建构个人知识的

重要性。建构主义知识观包括四个基本的原则 , 即主动性原

则 、协作性原则 、适应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

主动性原则主张 , 知识不是外部灌输 、被动接受的 , 也不

是主体对于客观实在简单的 、被动的反映 , 而是一个主动的 、

不断深化的过程 , 是认识主体在与经验世界的对话过程中 ,

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 , 主动建构而成的。 在学习过程中 , 学

习者并不是白板一块 , 空着脑袋被动地等待教育者灌输信

息 ,而是凭借自己的背景知识和经验 , 主动地对信息进行建

构 ,通过对问题作出主动的探究与积极的诠释而获得的 。学

习者在形成自己对知识的内部表述时 , 不断对其进行修改和

完善 ,这一过程不仅包含对新信息意义的建构 , 同时包含对

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

协作性原则强调知识的建构是在合作协议中实现的 , 它

反对单纯的聆听或观察 ,认为单纯的聆听或观察是无法获得

真正的知识 ,它重视由教师 、学生 、家长三者所构成的学习者

社区的作用 ,主张透过协议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规划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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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和记录是协议建构的三个基本要素。 规划是指学习者用

语言 、图画 、手工等各种符号展示他们的活动计划或设想;对

话则强调对他人的意见进行反思 ,通过讨论和实验不断调整

各自的观点 ,最终达成共识;记录是指详细地提出成果报告 ,

帮助他人了解学习者活动背后的含义 , 并成为学习者不断反

思的动力和资源。协议建构的三要素清晰地指明知识是如

何在合作协议中建构的 ,以及为何小组学习方式是合作协议

式学习的最佳方式。

适应性原则主张 , 知识不是静止的 ,一成不变的 ,而是动

态的。认知的目的是为了使人适应现实生活 ,并组织生活经

验 ,而不是为了发现客观世界的绝对本质。适应性原则强调

知识在人们适应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 强调我们对所面对的 、

所遭遇的问题的解决能力。世界是不断变化的 , 我们不能用

一种一成不变的知识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 为了恰当而又正确

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 需要我们主动地建构 、诠释与解

说 ,需要我们不断地重组 、改造与试验。

发展性原则主张 , 新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同化 、调适与反

思逐渐发展而成 , 是以背景知识为基础并受制于背景知识

的。由于知识有赖于学习者的自主建构 ,因此 , 学习者已有

的经验不再是无足轻重的 ,而是建构知识的“基点” 。在学习

过程中 ,学习者运用自己的背景知识对问题作出主动的诠

释 ,在他发现自己原有的知识不能处理所面对的问题时 , 学

习者就必须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作一番检查与修正 , 然后再运

用修正过的知识 ,重新再对问题作一番理解与诠释 , 直到发

现一种合理的解释为止 ,这一过程会推进学习者认识能力的

发展。

建构主义知识观的这四个原则是相互依存 , 相互补

充的。

1.2　建构主义知识观的主要派别
建构主义知识观有许多不同的派别 , 主要有心理建构主

义 、社会建构主义 、情境建构主义。

心理建构主义是由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

提出 ,他认为认知既不是主体内部结构的自然展开 , 也不是

对客体的简单摹拟 ,而是通过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逐步建

构而成。认知发展的过程不是由主体内部的心智成熟或外

部的教育所支配的过程 ,而是主体主动积极的建构过程。 知

识不是由外向内的“输入” ,而是学习者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

用的过程中 ,通过新旧经验的冲突而引发的观念转变和结构

重组 ,通过自外而内的“同化”(同化是指学习者将外在信息

纳入已有的认知结构)与自内而外的“顺应”(顺应是原有认

知结构受到新的外在信息的影响而产生质变的过程)相统一

的方式逐渐建构起来的。

社会建构主义是由前苏联教育家维果斯基(L.S.Vy-

go tsky)为代表 , 其理论强调“社会交往”在知识建构中的决

定作用 ,强调认知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联性 , 重视学习者与

社会的沟通与互动。其主要观点有:(1)历史过程中不断发

展的文化是人的心理发展的源泉和决定因素;(2)高级心理

机能不是由内部自发产生 , 而是产生于人们的协同活动之

中 ,在学习者学习与心智成长的过程中 , 需要社会的互动与

语言的沟通 ,需要成熟者所提供的支持与引导。(3)人的发

展是从外部的 、展开的 、集体的活动形式向内部的 、精简的 、

个体的活动形式的转化中实现的。

情境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并不是储存在我们大脑中的一

种静态的物质 ,它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 , 一种有意义

的知识 ,必须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学得。情境建构主义反对

传统学校教学把知识的脉络抽离出来 , 强调学习的整体性 ,

知识的连贯性。情境建构主义认为 , 要获得一种知识 , 或实

现某个目标 ,或解决研究过程中所碰到的某个问题 , 必须直

接从问题入手 ,寻找解决的办法 , 而不能按照规定的步骤去

解决。

近些年来 ,由于受意大利瑞吉欧方案教学的影响 , 建构

主义知识观不断地与社会交往理论 、个人化知识观 、后现代

知识观相互作用 ,对教育改革的深入 ,对教学方式的更新 , 产

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2　建构主义知识观在教学上的应用
建构主义知识观对教学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生是认

知的主动者 ,是知识与意义的诠释者 、创造者 、发明者以及问

题的探究者;作为教师则是问题和情境的设计者 、讨论沟通

的引导者和协调者 ,以及知识的促进者;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

应重视学生的主动性 , 把学生视作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者 ,

指导学生主动地做出合理的 、正确的价值判断。具体地说 ,

建构主义知识观在知识的性质 、教学的对象 、教材的地位 、教

室的作用 、教学的方式 、学习的情境 、师生的关系 、教学的评

估等方面 , 对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形成了建构主义教

学观。

就知识的性质而言 ,建构主义教学观主张 , 知识不是对

现实的纯粹客观的反映 , 而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 、

假设或假说 ,它肯定知识的主体建构性 、生成性 , 否认有绝对

客观的知识存在 ,强调学习的建构性 , 主张知识不应该简单

地通过教师的传授而获得 , 而应该由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中 ,

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同学)的帮助 ,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

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 ,依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地加以

建构。

就教学的对象而言 ,建构主义教学观以学生为中心 , 把

学生视为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 强调学习的探索性 、情境

性 、建构性 、累积性 、目标指引性 、诊断性与反思性 ,强调学生

的参与性 、自主性和能动性 , 强调学生已有的知识 、技能 、态

度 、信仰在新知识的建构中的作用 , 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要能够主动发现问题 ,分析 、收集资料 , 变被动接受灌输知识

的角色为信息加工的主体 、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强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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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学习”以及“解题”能力的培养 , 主张基于案例 、基于问题 、

基于课题的内在驱动的学习。

就教材的地位而言 ,建构主义教学观不再把教材看作是

绝对正确 、不容怀疑的“圣经” , 而是把它看作是师生共同建

构的素材 ,学生在建构知识的同时 , 可以用探索 、挑剔的目光

来研究它 ,对教材内容进行创新思考 ,产生自己的独特理解。

因此 ,教材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 , 而只是学

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教材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 、生活学

习 、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 ,是引起学生认知 、分析 、理解事物

并进行反思 、批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

就教室的作用而言 ,建构主义教学观不把教室看作是教

师表演的舞台 ,而把教室看作是师生之间交往 、互动的舞台;

不把教室看作是训练学生的场所 ,而把教室看作是引导学生

发展的场所;不把教室看作是教师教学行为模式运作的场

所 ,而把教室看作是教育教学智慧充分展现的场所;不把教

室看作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而更是把教室看作是探究知

识的场所。总而言之 ,建构主义教学观把教室看作是师生从

事知识建构与发展的实验室 , 而不是学生单纯接受知识的

“讲课室” 。

就教学的方式而言 ,建构主义教学观反对知识的外部传

授 ,强调活动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 主张通过活动区教育 、小组

活动教育 、集体活动教育等方法 ,使学生在一定的情境及社

会文化背景下 ,借助他人的帮助 , 充分利用各种学习资源 , 通

过与丰富生动的学习情境的互动 , 不断同化外来信息 , 并调

整自身的认知结构来顺应外来的新信息 ,建构出新知识。

就学习的情境而言 , 建构主义教学观要求教师利用情

境 、协作 、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积极

性和首创精神 ,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

的意义建构的目的。为此 ,建构主义教学观非常强调师生之

间的多元的 、自由的 、开放的 、合作的学习情境的建构和维

持;非常强调教师要善于并乐于借助各种直观手段 , 创设与

教学内容相应的 、有利于启迪学生探究 , 引发他们联想和想

象 ,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教学环境和氛围 , 鼓励学生通过自己

的思考扩充知识的意义 ,转化性地运用知识。

就师生的关系而言 ,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 , 鼓励学生主动建构知识 、创造知识 , 因此 ,在建构主

义教学中 ,学生是知识与意义的诠释者 、创造者与发明者;教

师则由知识的传授者和灌输者转变为教学过程的组织者 、指

导者 ,问题情境的设计者 、引导者 , 意义建构的帮助者 、促进

者;教师不再只是真理的垄断者和宣示者 , 不再是一言九鼎

的绝对权威 ,而是真理的促进者 、追求者和探索者 , 是学生学

习的引路人;教师不再是书本知识和学生之间的机械“ 中

介” , 而是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指路人。与传统教师扮

演的主导者角色不同 , 与传统的教师教什么 , 学生就学什么

不同 ,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变成了能够主导自己想要

探究的问题的主动者 , 教师则从主导者的角色 , 转变成了从

旁边引导学生 、协助学生的角色 , 并以开放的态度指导学生

的解题方式。师生之间成为共同的探讨者和合作者。

就教学的评估而言 ,由于建构主义教学观主张知识是建

构出来的 ,由于不同学生的经验和建构策略不同 , 他们对知

识的理解也会不同。因此 , 不能用预成的 、标准的 、统一的评

价方式来衡量学生 ,而忽略学生建构知识过程中的经验差异

性 、生成性 、多样性和创新性 ,否则就会阻碍学生创造能力的

培养。在教学评估过程中 ,教师必须以学生的处境及建构知

识的质与量作为标准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评估学生的发展

情况 ,以此作为调整教学方向或方式的依据。

建构主义教学观秉持“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基本主

张 ,然而 , 这并不是意味着教师不要传授学生任何东西 ,或者

任由学生盲目地“建构” ,它只是试图帮助人们改变教育是向

学生传授一系列知识点或技能的传统认识 , 强调“教”的过程

一定要通过学生的活动来进行 ,“学”的过程一定要成为学生

自身的主动构建 ,学生必须成为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建构主

义的教学仍需要教学 , 只不过教师在教学时 , 必须配合学生

的经验或活动随时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省和调整。建构主

义的教学仍需要靠教师积极主动地进行教学活动的“建构” 。

建构主义教学观的要旨是:认识不是被动地接受 , 而是

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 , 主动探索 , 主动建构。教学的着力点

是努力使学生自己对知识进行建构 , 而不是要求他们复制知

识。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强调知识的建构性 , 把传统的“传

道 、授业 、解惑”的教育目的转变为发展学生的智能 , 把传统

的以灌输为中心的听讲教学方式转变为以启发为中心的对

话教学方式 ,把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 , 强调教学设计的

理念由教学活动设计转向学习活动设计的转变 , 强调学生的

主动参与和情境学习的重要性 , 在学习过程中 , 尊重学习者

学学成果的差异性 , 鼓励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 , 这不仅有利

于教师角色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促进者的转变 , 而且有

利于突出教育过程中师生互动的作用 , 有利于把教育各环节

中的师生等级授受关系变成师生平等对话 、沟通和相互理解

的关系 ,进而扩展学生掌握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 使学生获得

与其个性相容的知识 ,形成带有自身特色的知识体系。

(责任编校:李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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