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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效率》

内容概要

Efficiency in Learning  offers a road map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use the three fundamental communication of
training: visuals, written text, and audio. Regardless of how you are delivering your training materials—in the
classroom, in print, by synchronous or asynchronous media—the book’s methods are easily applied to your
lesson presentations, handouts, reference guides, or e-learning screens. Designed to be a down-to-earth resource
for all instructional professionals,  Efficiency in Learning ’s guidelines are clearly illustrated with real-world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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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的核心是如何理解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 也就是工作记忆负荷（Working Memory Load)对人
的学习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调控和利用认知符合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认知负荷的容量大致可以理
解为一个人一个时刻的信息处理能力。George Miller 在1952年有个经典的7+-2的论文， 就是说人一个
时刻只能大概记住或者处理5-9件不相关联的东西，不管是人名也是数字串还是什么别的，虽然可以通
过chunking也就是打包的方式让每个东西里包含若干元素（比如我们记电话号码，6460-3566，每四位
数成了一个整体，那么这里就是两个东西而不是四个东西）。作者把认知负荷分为三类，内生的（比
如你做题时思考的负荷），Germane的--概念没记清，大致上讲是对解决当下问题有帮助的，和外在
的--往往是负担和捣乱鬼。这本书很多地方，是关于怎样克服外在的不必要的认知负荷，和利用好
的germane的认知负荷。书里有一块是关于如何减少不必要的外在负荷。例子比如对初学者，与其让他
们读一大段文字，给他们一个比较简要的概要或者可能的话用图示的方法能让他们更快达到学习目的
。里面有些关于图示使用的研究和建议，比如有个实验，是关于连接电路的，当单个问题简单的时候
和比较复杂的时候，图示比文字叙述对学生做题有一点帮助，但是当学生需要同时应对两个问题时，
图示相对于文字的优势就大大增强，学生的正确率高好几倍。下面的一章是关于如何利用内在负荷。
内容比较多，我一时记不太清晰了。他提到对于新手，一些较少占用认知存储的学习活动，比如观摩
学习别人给出的题目解答，可能比耗费较多认知存储的直接解题的过程要更有效（当年初中学习欧式
几何证明的时候，你有没有面对题目没有一点思路的体验？估计很少有人没有吧）。后来还有研究者
支持部分解答的解题方法--可能有点像完型吧--也对基础浅的学生有利。而对于有比较多基础的学生
，过于简单的题目让他们解题过程中内生的认知负荷不足，这会让他们觉得没有意思。所以对于有基
础的学生，光光看别人的题解或者做完型就不能很好地锻炼他们，他们需要的是有挑战性的解题。一
点题外话，记得原来看过一篇APA刊物Monitor上的文章，讲数学学习焦虑和工作记忆的关系，发现对
数学有焦虑的学生，焦虑本省就好像认知负荷，一焦虑，剩下的认知容量就变小，导致他们思考问题
表现就不好。作者之一John Sweller提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他期的实验中，当教育心理学的研究
生参与学习一个算法时，他们解决问题的成功率增长很快，但是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却几乎没有增长。
这让他猜测可能是因为解决问题过多占用了认知空间，导致大脑没有多余的运力来承担学习（比如记
忆、归纳等等）。这让我想起我们国家盛行的题海战术，确实我自己当年学习物理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整个晚上做习题就是尽可能多地做题，把所有的心思花在了解决问题上，而结果很长时间后认识进
展都很好，有事倍功半之感。另外题海战术会导致学生后来把解题变成不思考的机械活儿，也就是心
理学家讲的自动化，自动化本来是人类天生的节省工作记忆存储的办法，比如我们学骑自行车和开车
，当你熟练之后你就不会想步骤了，这个行为就自动化了。反正John Sweller的一个论点就是，
在Newark和Simon1970年代以解决问题为内容的学习研究受到追捧之后，解决问题能力似乎成了学习
的终极判断标尺，然而好的问题解决不一定就意味着好的学习结果。另外作者还谈到迁移的问题，也
就是把在一个情景下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另外的情景的能力。学生容易关注表面的相似性而难以体会到
深层次隐藏的相似性，比如一个交通学的问题可能和一个X射线聚集杀死癌细胞的医学问题道理相通
，但是学习了前一个问题的学生可能面对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依然束手无策。作者提出克服被表层信息
束缚的一个方法就是给学生几个有共同原理的例子，这样处理深层信息的认知负荷会被减小，这样学
生就会开始注意到背后的相似性。我想起今天给一个培训做课件，讲到标准差的概念，就用了两个例
子，一个是教育实验，一个是打靶，应该能更好帮助客户学习吧。这本书闪光点还是挺多的，而且相
当通俗易懂，是给一般的教育培训人士看的，我是在国图花了一个小时翻看了一下，有机会还是应该
再认真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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