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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性学习》

内容概要

新世纪伴随着一连串的新名词悄悄到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网络时代、学习型社会、全球化、可
持续发展⋯⋯这一切在给我们无限憧憬之余，也向我们发出了共同的质问：教育，准备好了吗?教育改
革，一个国际性的沉重话题!在教学领域，理念革新与技术发展成了教学改革进程中两个相依相伴的动
因。以建构主义为核心的新学习观和教学观是新学习范式的重要理念基础，这种新理念与以计算机为
核心的信息技术结合在一起，正在推动学习和教学的新实践模式的形成。本书试图立足于理念与技术
的结合点上，探讨新时期的学习范式转型问题。我们概括地把新学习范式称为“建构性学习”。
    翻阅此书时，也许您会感到它有些“不伦不类”：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教学论专业的读者们
都可能觉得它与自己的专业相关，但却又不“纯正”地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专业。若果有此效果，我们
当感到欣慰，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期望：合多学科之知识与方法而成为一种整合性的视角——学习科学
，透过此视角全面审视人的学习及其促进问题。当然，这是一项富于挑战的高难度任务，我们深感自
己学识和功底的欠缺，本书仅仅是朝向这一目标所做的一步努力。
    本书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EMB010888)成果之一。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理
论探讨与实践整合。上编中，引论部分首先概括了学习科学的视野和思路，并从学习科学的整合性视
角出发，分析了信息时代学习变革的基本方向。第一章综合了心理学有关分支学科的新近研究成果，
揭示了学习者丰富的经验世界和巨大的潜能，令我们重新反思自己的学习观。第二章以最浓缩的笔墨
概括了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基本观点、主要分支及其认识论基础，总结了学习观的三个重心性变化：学
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和情境性。但由于第二章仅是对建构主义的要义性概括，所以它并没有
完全透彻地反映出建构主义的内涵，其更深入的思想实际上是分布在各章之中的。第三章重新审视了
知识在教学中的地位，对知识建构的同化和顺应过程做了分析，集中讨论了“为理解而学习”及概念
转变问题。第四章概括分析了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学习模式和教学思路，阐述了基于问题式学习和知
识建构共同体的思想和模式。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和学习观，但我们分明能从中看到“做中学
”、“发现学习”等早期思想的影子。因此，第五章试图把建构主义放在近100年来教学思想的发展历
程之中加以审察：从杜威的“做中学”到建构主义，把“做中学”视为一贯的探究性学习思路，集中
概括了“做中学”的两个原型及其发展轨迹，并从相关学习理论的角度对“做中学”做了解释。第六
、七章分两个侧面综合分析了有关“做中学”的微观机制的研究：基于问题解决的知识建构，科学探
究与科学发现学习。在下编的实践整合部分，第八章首先概括了建构性学习的核心活动结构及其特征
，并提出了一种容易与课堂衔接的思路：以问题推进教学。在建构主义等新理念之下，我们需要重新
认识信息技术在学习和教学中的主要作用。第九、十章分别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如何利用技术促进
高水平思维，如何利用技术促进建构性互动。第十一章针对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整合问题提出了基于
生态观的整合性学习模型，并讨论了基于网络的协作探究学习的设计。最后一章将关注点放在了教师
专业发展上，集中分析了教师的观念转变和教育信息技术培训问题，但这两个侧面都关注于教师实际
教学行为(绩效)表现的改进发展，试图改变知识传授型的培训思路，强调教师的深层信念和在组织文
化水平上对教学革新活动的绩效支持。
    本书由我们二人通力合作而成，其中，引论和第二、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章以张
建伟为主执笔，第一、三、十章以孙燕青为主执笔，但全书各章都汇集了我们二人的贡献。能在生活
以及学术的路途上携手相伴是值得庆幸和珍惜的缘分，在我们求学与治学的寒窗前因此而多了一线温
暖的灯光。
    书稿完成之际，我们要由衷地感谢恩师陈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感谢
她多年来的指导教诲和关爱。她在国内最早系统评介和研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弟子们对与此有
关的学习心理和技术问题做了深入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分别集中研究了基
于多媒体的自我调节学习、网络环境下的基于问题式学习、概念图与多媒体学习、合作学习、基于计
算机模拟的科学发现学习、真实数学问题解决学习等。而且，陈琦教授一直提倡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
建构主义以及教学中的各种矛盾关系。本书中凝聚了她的很多重要思想和一些相关工作。我们也由衷
感谢恩师张厚粲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和董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感谢他们多年来
的培养指导、思想启迪以及在学业和生活中的支持关爱。
    另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丛书主编黎加厚教授对于本书的定位和框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在整
个过程中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指导。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OISE／UT)的Martene Scardam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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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Carl Bereiter教授提供了很多重要资料，他们的知识建构理论令我们深受启发。同窗好友杨旭东博士
在很多交流中提供了有见地的启示。在此，我们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小女儿子憧带给我们的幸福和启迪，感谢父母给予我们的最无私的爱!
    本书的面世本身就经历了一个典型的知识建构过程：围绕着我们一直关心的学习范式转型问题，我
们综合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均尽最大可能注明了出处)，做了理论性和实验性的研究，并和很多一线
教师一起进行了实践探索。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改进过程，而且至今为止，我
们对有些理解和观点仍然感到不满意，仍有一堆的疑问萦绕在脑海之中。现在，我们把这些想法公布
出来，变成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公共知识对象，希望这些知识对象能在共同体的批判和互动之中得到持
续的改进，并由此引发出新的问题。希冀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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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建伟，清华大学电教中心主任助理、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200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心
理专业博士学位，此间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合作研究。在微观层面上侧重研究学习理论以
及基于信息技术的认知学习与学习环境设计，涉及基于问题的知识建构、科学发现学习、协作探究学
习以及e-Learning的设计评价等。在宏观层面上侧重研究教育技术学的科学学问题、教育信息化与教师
培训等。曾在国际刊物与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曾担任国际计算机教育应用研讨会（ICCE
2001）和国际网络学习研讨会 (ICWL 2003)等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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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上编 理论探讨
引论 信息时代的学习科学
一、学习科学：学科的交叉与整合
二、设计型研究：学习科学的核心研究方法
三、信息社会与学习范式的变革
四、理念与技术：学习范式前进的双轮
五、学习变革的基本方向
第一章 学习者的经验世界
第一节 儿童：天生的学习者
一、与物理世界打交道
二、与人打交道
三、语言学习的天赋
四、小小数学家
第二节&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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