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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戴维·奥苏贝尔（David P援Ausubel）生于 1918 年，是与布

鲁纳同时代的一位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同时也是在教育心理

学的现代认知理论卓有建树的代表人物。

2 奥苏贝尔的接受—同化学习理论简介

2.1 几个重要学习概念的区分

人们常常认为接受学习一定是机械、被动地学习，发现学

习则一定是有意义、主动地学习。奥苏贝尔则认为将发现学习

等同于有意义学习，把接受学习等同于机械学习的观念是错

误的，同时也是毫无根据的。他提出了新的学习的划分类型，

从两个维度对学习进行了划分：按照学习方式将学习划分为

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按照学习材料与学生原有知识的关系

这学习划分为机械学习和有意义学习。

接受学习是指知识以定论的形式传授给学生，只需将教

学内容进行内化；而发现学习是指在学生内化之前，必须由学

生去发现这些内容。机械学习则是指符号所代表的的新知识

与学生认知结构中的已有的适当观念所建立起的联系是非实

质的、人为性的；而有意义学习是指在学习过程中，新知识与

学生认知结构中的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起实质性的、非人为

的联系。其中，实质性联系是指新符号或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

观念与学生头脑里的认知结构中已有的表象、有意义的符号、

概念或命题建立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联系；非人为

性的联系是指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观念与认知结构中的有关

观念表象是遵循人们所理解的逻辑关系上而建立的联系，而

不是一种任意附加上去的联系[1]。

2.2 有意义的接受学习理论

奥苏贝尔在他的有意义的接受学习理论里，根据学习任

务的复杂与否，将有意义学习分为 3种基本类型：代表性学

习、概念学习、命题学习。代表性学习是指“学会一些单个符号

（主要是词汇）的意义”；概念学习的实质是指掌握同类事物或

现象的共同的关键性特征或本质性的特征；命题学习是学习

与掌握若干概念之间的联系或者组合表达的意义。

2.2.1 有意义学习的条件

奥苏贝尔认为，要使学习者发生有意义学习，必须具备 3个
必要条件：第一，学习材料本身具有逻辑意义。具体是指新的

学习材料本身与学习者的已有认知结构是可以建立非人为的

和实质性的联系。第二，学习者必须具备有意义学习的意向。

有意义学习的意向是指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将自己已有的适当

观念与新知识之间建立联系。这一条件决定了学习者的学习

是否为有意义学习，是否能通过有意义学习获得新的学习材

料的心理意义。最后，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必须有能同化新知

识的认知基础。奥苏贝尔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得不把教育心

理学的所有内容简约成一条原理的话，我会说：影响学习的最

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已知的内容”。弄清了这一点后，才能进行

相应的教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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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有意义学习的机制

有意义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意义

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呢？背后的机制又是什么呢？奥苏贝尔针对

以上问题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有意义学习的机制就是同

化。同化是指把新观念纳入到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去，使已有的

认知结构发生变化（重组、修改、扩充、深化等），形成新的认知

结构的过程。同化的实质是新知识通过与已有认知结构中的

起固定作用的知识与观念，建立起实质性的非人为性的联系，

进而被同化到已有认知结构中来。

2.2.3 有意义学习的过程与结果

根据奥苏贝尔的学习理论，有意义学习的具体过程是：学

习者首先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已有的认知机构中找到一个同化

点，同化点就是学习者已有的认知结构中能与新学习的知识

起发生联系的观念；其次，根据新知识与同化点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上位关系，或是下位关系，又或者是并列关系），将新

知识纳入到学习者已有认知结构网络中，建立新知识与学习

者原有观念的联系；再次，将新知识与原有知识进行精细与清

晰的划分；最后，在新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构成一

个完整的认知结构体系或观念体系。

奥苏贝尔认为，学习者通过有意义学习对新知识进行了

掌握与理解，当然有意义学习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扩增了新

的认知内容，形成了学习者的认知结构。

2.3 学习迁移理论

有意义学习必然包含知识的迁移。而认知结构是影响知识

学习和迁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它对认知结构对有意义学习的影

响取决于原有知识的可利用性、可辨别性、稳定性和清晰性。奥

苏贝尔认为，影响接受学习的关键是认知结构中起固定作用的

观念是否可以被利用。因此，他提出了先行组织者的概念。所谓

“先行组织者”是一种引导性的材料，呈现在学习任务之前，其

抽象、概括和综合水平高于学习任务，并且与新的学习知识和

认知结构原有的观念相关联[2]，促进学习迁移的发生。

2.4 学习动机理论

奥苏贝尔的学习理论中还十分看中学习者的成就动机。

在他看来，成就动机主要由 3 个方面的内驱力构成：认知内驱

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认知内驱力是指学习者的

一种求知的需要，求知具体是指渴望认知、理解和掌握知识以

及陈述和解决问题，发端于学习者好奇的倾向及探究、理解和

应对外在环境的心理倾向，是一种最重要和最稳定的动机；自

我提高内驱力是指学习者想要凭借自己的能力或成就而赢得

相应地位的一种需要；附属内驱力是指学习者为了保持长者

们或权威们（家长或教师）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来的一种

想要把学习或工作做好的需要，是一种外部动机，该内驱力具

有比较明显的年龄特征：在年幼儿童的学习动机中表现明显。

学习动机并不是通过直接卷入到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对学习

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唤醒学习情绪、增强学习准备状态、集中

学习注意以及完善学习意志力，间接地增强与促进学习者的

认知结构的建立。耶克斯-多德森定律也表明这一点：动机的

中等强度的激发或唤起，对学习具有较佳的效果。

3 奥苏贝尔的接受—同化学习理论的简评

奥苏贝尔的接受—同化学习理论对教育心理学的意义在

于：它揭示了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即学习者

学习新知识的过程是在已有的知识、观念或经验的基础上，通

过对各种符号所表述的新知识内容的理解，从而掌握新知识

与已有知识的实质性非人为性联系的过程。奥苏贝尔分别从

有意义学习的实质、过程、迁移条件对学习理论做了精细的阐

述。这一阐述澄清了长期对发现学习和接受学习与意义学习

和机械学习之间关系的混淆与误解。奥苏贝尔的先行组织者

这一概念对实际的课堂教学设计与教学方式、方法上具有重

要的意义，教学者可以根据这一概念及相应的策略在实际性

的教学过程进行有效和操作性的改进与改革。同时，长期的教

学与教育历史证明由奥苏贝尔所创立并提倡“先行组织者”教

学模式是教学者在课堂讲授教学普遍采用的教学策略和方法

之一。同时，他的学习成就动机理论贴合实际地概括了学习者

的 3种学习动机，既有内部动机，又有外部动机，将学习者的

自我需要和社会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进行互相影响。

当然，奥苏贝尔的学习理论也存在着局限之处：学习者的

学习分为陈述性知识的学习与程序性知识的学习，而奥苏贝

尔的理论显然更适合于解释学习者的陈述性知识学习，而非

全部地解释程序性知识的学习过程，如操作技能、行为方式等

方面的学习。在该理论基础之上所建立的教学方法、方式也只

更适合于课堂知识教学，在学习能力培养和课堂外的技能训

练等方面的教学上却不太适合。众所周知，学习的过程其实是

新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培养，是同步进行的过程，二者不可割

裂。而奥苏贝尔的学习理论聚焦点显然只在于新知识的学习

上，忽略了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各种能力培养过程的探讨

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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