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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顺化——再同化——再顺化

——阅读有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观文章理解与认识

印凤迎

建构主义的思想来源于认知加工学说，以及维果斯基、皮亚杰和布鲁纳等人

的思想。例如，皮亚杰和布鲁纳等的认知观点──解释如何使客观的知识结构通

过个体与之交互作用而内化为认知结构，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

的广为流传，都是建构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了解上述理论是深刻理解

建构主义必不可少的环节。

所谓学习观，就是对学习的看法，是从事学习活动的指导思想。

当代建构主义者主张，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

却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建构现实，或者至少说

是在解释现实，每个人的经验世界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创建的，由于我们的经验

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于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便也迥异。所以，学习不是

由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给学生，而是由学生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学生不是简

单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知识的意义，这种建构是无法由他人来代替

的。

学习过程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建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的意义的建构，同时又

包含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这与皮亚杰关于通过同化与顺应而实现的双向建

构的过程是一致的。只是建构主义者更重视后一种建构，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并不是发展起供日后提取出来以指导活动的图式或命题网络，相反，他们形成

的对概念的理解是丰富的、有着经验背景的，从而在面临新的情境时，能够灵活

地建构起用于指导活动的图式。

任何学科的学习和理解都不像在白纸上画画，学习总要涉及到学习者原有的

认知结构，学习者总是以其自身的经验，包括正规学习前的非正规学习和科学概

念学习前的日常概念，来理解和建构新的知识和信息。即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

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的选

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外部信息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意义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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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的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建构成的。因此，学

习不是像行为主义所描述的“刺激──反应”那样。学习意义的获得，是每个学

习者以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对新信息重新认识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

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因为新知识经验的进入而发生调整和改

变。所以，建构主义者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

识。

一个人的学习观涉及他学什么和怎样学的问题。教师的学习观涉及到他教什

么和怎样教的问题。建构主义认为学生的学习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书本或老师

输出的知识信息，而是靠自己主动地建构知识意义。即学生根据自己原有的生活

经验或知识基础，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性地选择、加工和处理，形成自己的知识

结构。例如，皮亚杰就认为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课堂来学习的。学生都有各人的

生活经验或旧知识。学生是通过生活经验或旧知识与新知识的联系，在原有旧知

识基础上生长新的知识点，通过积累，使知识越来越多，这个过程叫“同化”也

就是数量上的增加积累，这叫做“量变”。（如识字学习，识的字越来越多，懂得

的词语也越来越多，这是数量上的增加积累）；学生接受外来信息越来越多，经

过自身思考，消化，形成各种各样的知识结构体系，（这叫新旧知识的“碰撞”

——好比吃了不同的食物，经过咀嚼消化，变成了不同的营养物质），这个过程

叫“顺化”（也叫“顺应”）。这象刚才讲学生识了大量的字，学了大量词句，对

不同的字组成不同的词句，并且能够进行分类，搞清楚它们所表达的不同意思，

自行把它们归类到一定的结构体系中去（如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谓语等

等），这样形成新的知识结构的过程就是顺化。这个时候学生的识字已经产生了

质的变化，这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顺化实际上就是质变。建构主义认

为学生的学习始终是在同化（量变）与顺化（质变）之间反复循环地进行着。这

个“同化”和“顺化”的不断反复变化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由平衡 不平衡 平衡

不平衡地反复循环地进行看，这样，学生所学的知识，也就在反复循环的过程中

不断地得到发展与提高。

这个同化——顺化——再同化——再顺化的过程，也就是平衡——不平衡—

—再平衡——再不平衡地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在学生自己的头

脑中进行着。不是靠外界灌输所能实现的，而是靠学生自己用头脑来建构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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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

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

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由于学习是在一定的情

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

建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

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

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对教学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

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学设计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分析，还要考虑有利于学

生建构意义的情境的创设问题，并把情境创设看作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

一。“协作”：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协作对学习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假

设的提出与验证、学习成果的评价直至意义的最终建构均有重要作用。“会话”：

会话是协作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环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必须通过会话商讨如何完

成规定的学习任务的计划；此外，协作学习过程也是会话过程，在此过程中，每

个学习者的思维成果（智慧）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因此会话是达到意义建构

的重要手段之一。“意义建构”：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所要建构的意

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

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

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大脑中的长期存储形式

就是前面提到的“图式”，也就是关于当前所学内容的认知结构。由以上所述的

“学习”的含义可知，学习的质量是学习者建构意义能力的函数，而不是学习者

重现教师思维过程能力的函数。换句话说，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

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

容的能力。

为此，布鲁纳强调要让学生“自主地学习，亲自的探索”“主动地发现，而

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布鲁纳特别强调“发现不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

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皮亚杰也说：“一切

真理要由学生自己去获得，或由他自己重新发明，至少由他重建，而不是草率地

传递给他。”这也就是说，对我们老师、对成人来说是最普通的常识，而对学生

来说，就应该让他们通过用自己的头脑去探索、去发现、去获得。不应该由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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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传授给他们。这也就是杜威所主张的“学生自我探索，自我发现”，“反对从

上面灌输”。

所以，从建构主义的学习观来看，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让学生

主动的学习，自主的探索，以原有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新旧联系，不断地同化

——顺化，循环往复地自己去建构知识意义，是唯一正确的学习方法和途径。这

个观点，跟素质教育强调要不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