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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布式认知是指认知分布于个体内、个体间、媒介、环境、文化、社会和时间等之中。它是一种包

括所有参与认知的事物的新的分析单元。该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分布式认知的概念及分布式认知的历

史渊源；其次阐述了分布式认知和个体认知的关系，并介绍了描述这种关系的交互模型和同心圆模

型；最后结合实例说明了分布式认知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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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注重对个体的认知的研究。然而，认知工作不

仅仅依赖于认知主体，还涉及其他认知个体、认知对象、认知工具及认知情境。随着电视、

电话、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等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许多认知活动（如计算机支持的协

同工作、远程教育等）越来越依赖于这些认知工具。认知分布的思想，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受到人们的重视。 

1 分布式认知的概念 

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是一个包括认

知主体和环境的系统，是一种包括所有参与认知的事物

的新的分析单元[1]。分布式认知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

内部和外部表征的信息加工过程[2]。分布式认知是指认

知分布于个体内、个体间、媒介、环境、文化、社会和

时间等之中[3]。（1）认知在个体内分布。知识是在脑中

非均匀分布的[4]。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

学中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模块说——

支持这一观点。模块说认为，人脑在结

构和功能上都是由高度专门化并相对独

立的模块组成，这些模块复杂而巧妙的

结合，是实现复杂而精细的认知功能的

基础[5]。（2）认知在媒介中分布，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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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认知在社会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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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认知活动可以被看成是在媒介间传递表征状态的一种计算过程[6]。其中，媒介可以是

内部的（如个体的记忆），也可以是外部的（如地图、图表、计算机数据库等）。（3）认知在

文化上分布。文化是指规范、模式化的信念、价值、符号、工具等人们所共享的东西[3]。文

化是模式化的，但并不是统一的。文化需要在面对面的实地交流中才能被体会或感受到。文

化以间接方式影响着认知过程，例如，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可能具有不同的认知风格。（4）认

知在社会中分布，如图 2 所示。在具体情境中（例如在餐厅），记忆、决策等认知活动不仅

分布于工具（菜单、椅子和桌子的布置、桌号）中，而且分布于规则（例如，就餐后离开餐

厅前付账等）中，分布于负责着不同性质工作的人（例如，是服务员，而不是洗碗工，负责

餐厅内就餐的各项事务）中。（5）认知在时间上分布。认知横向分布于每个认知主体特有的

时间维度上，纵向分布于特定认知主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例如，成人常常根据他们自己

过去的或文化上的经验来解释儿童的一些行为。 

综上所述，分布式认知强调的是认知现象在认知主体和环境间分布的本质。分布式认知

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于认知科学、认知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8]，但实际上分布式认知的思想自

1879 年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建立后不久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 

1 分布式认知的历史渊源 

1884 年 Dewey 曾写道：“机体离不开环境。有了环境这个概念，把心理活动看作是孤立

存在于真空中的个体活动是不可能的。”Wundt 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分布式认知的思想。Wundt

提出，心理学包含物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个方面，前者对应于外界刺激引发的人脑内的

心理过程，后者包括推理、人类语言产生等高级心理功能的研究，这些高级心理功能超越于

个人意识之外，需要从社会文化中寻找认知资源。Münsterberg 继承了 Wundt 的观点，把心

理学区分为原因心理学和目的心理学。Münsterberg（1914）在讨论目的心理学时提出，认知

不仅发生在脑中，而且发生在个体间交流的客观元素（如信件、报纸、书籍等）中(见文献[3])。 

其后的一些心理学家也一直不自觉地贯彻着分布式认知的思想，把个体行为视为包括文

化、社会和情境的系统运作的结果，并对之进行系统研究。只不过这种系统研究所用的主要

方法是定性的调查法，与人类学研究十分相似，似乎有些偏离科学心理学的轨道，而未能引

起人们的重视。分布式认知的思想一直被埋没于强调个体行为和个体认知的主流心理学和教

育学研究中。 

Gibson 于 1979 年明确指出，人的知觉应该以人与环境的交互为基础，并提出了提供量

的概念[7]。提供量是指物体被感知到的特性，主要是指那些决定物体可能被如何使用的功能

性特性。比如在一个会议场景中，木椅的可坐的特性比较重要；而在一个点火需要燃料的情

境中，木椅的可燃性就更突出了。提供量是指在人和环境的交互中环境所做的贡献，而在这

种交互中人的贡献就是人具备交互的能力。Gibson 的这种蕴含着强烈的分布式认知意识的

观点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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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Hutchins 等人明确提出了分布式认知的概念，认为它是重新思考

所有领域的认知现象的一种新的基本范式[8]。从此，分布式认知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原

因有三[1]：首先，在智能活动中，计算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认知活动的分布性质日

益明显。在认知任务完成过程中既有个体的认知，也存在着个体与计算机的交互作用，以及

多个个体通过计算机的交互作用；其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 Vygotsky 的文化历史理论感

兴趣。该理论认为，个体认知不仅与社会和文化有交互作用，而是就存在于社会和文化情境

之中；第三，人们已不满意于仅把认知视为脑内的活动，而开始寻求认知对临场和情境的依

赖，即探查认知的分布性质。 

2 分布式认知与个体认知 

引入分布式认知的概念之后，个体认知并不会转而处于消极地位。分布的意思指的是缺

乏明确的唯一的定位，如家庭责任或经济投资分布于不同的家庭成员；分布也有分享之意

— — 分享权威、语言、任务、经验及文化遗产[9]。因此，分布的认知元素共同发挥作用，但

同时每种认知元素也在独自发展变化，以使其随后的共同作用更加智能化。 

分布式认知依然需要考虑个体认知[9]。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智能都是或都可能是分布着

的[10]，例如，高级知识和过程、技术等就是不可分布的，无论在个体中还是在环境中都没有

它们的合适表征[11]。其次，即使在最基本的情景活动模式中，也无法忽视个体表征的作用。

即使当个体表征的作用降到了第二位，也不能舍弃个体表征。因为当个体不能顺利地执行其

行为时，就要运用个体表征进行反思。最后，若没有个体的认知，临场的分布式的认知就会

陷于僵化的境地，既不发展也不成长。在 Perkins 提出的“个人加环境”系统中，个体作为

认知的主体，处于该系统的中心[11]。而

每个个体都出现在他所参与的所有“个

人加环境”的交叉点。因此分布式认知

和个体认知应被看作是互相影响互相发

展的。 

Salomon 提出一个个体认知与分布

式认知的交互模型（ the Reciprocal 

Interaction Model），如图 3 所示[9]。在该

模型中，每个反应物既保持自己的独立

身份，同时它们之间又交互影响，甚至

赋予意义于其他的反应物。这就产生了

一个螺旋发展的过程，“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变化自身最终要受到变化结果的影响而发生改

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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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ch 和 Gardner 就教室中的认知活动提出了分布式认知的同心圆模型（the Concentric 

Model），该模型也强调个体的作用，如图 4 所示[13]。同心圆模型中的三个圆表示三种力：（1）

最外围的圆是文化力，代表惯例、活

动及信仰，超越了特定的情境，影响

许多个体。中间的圆是地域力，是持

分布式认知观点的人最关心的。它强

调在一个特定的本地情境中的资源及

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人物。（2）本地

情境包括一些典型场所，如，家、教

室及工作场所。（3）最里边的圆是个

人力，表示个体带到许多本地情境中

的倾向及经验。这几种力相互依赖，

缺一不可。个体的智力和兴趣等是在

与同伴、家庭成员及老师的交往中形

成的，受当时所提供的资源的限制，

受文化价值和期望的影响。儿童带入

情境中的技巧和兴趣则会使老师或父

母重新安排本地情境并提供不同的物

质资源。文化价值和期望会随着时间、个人兴趣和技巧、本地情境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甚至

在同一文化中，这些力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3 分布式认知的应用 

分布式认知观点认为，认知分布于个体内、个体间、媒介、环境、文化、社会和时间等

之中。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有：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分布式知识（Distributed 

Knowledge）、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8]、情景认知（Situated Cognition）和外

部表征（External Representation）[14]。它们均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传统认知强调个体认知，而分布式认知提出了一种考虑到认知活动全貌的新观点，给心

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15]。首先，分布式认知的分析单元不是个体，而是以共同参与

认知加工的各元素间的功能性关系为基础的认知过程。这种新的观点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例

如，研究发现，把诸如驾驶员座舱等功能性系统看作分析单元能明显地提高工作绩效[16-18]。

其次，分布式认知从更广的角度研究认知加工机制，而不再局限于个体内部。在分布式认知

观点中，认知任务分布于内部表征和外部表征之中，分布式认知活动源于二者的交互作用。

研究表明，外部表征有助于解决河内塔问题[19]和解决几何问题[20]。哪些信息被外部表征，

以及如何表征，均对问题解决有影响[21]。 

分布式认知观点认为，认知分布于个体大脑内。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具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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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影响认知的各种力的同心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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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于大脑的学习是以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为基础的一种新的学习理论[22]。该理论把人

的学习过程与大脑的自然学习过程类比，强调要设计合适的学习环境以使人类学习过程与大

脑的自然学习过程相一致。认知在大脑内分布的思想可以充实这种新的学习理论，并在其对

应的新的教育方式中有很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分布式认知观点认为，认知分布于个体间。这已被应用于家庭建设中。Moll 等认为，

家庭是以文化为中介的知识系统，即生活知识系统。某个具体家庭的社会结构由各种因素决

定，包括家庭的个人史、劳动史、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法律、文化及它们所属的社会网络。

家庭成员对外界压力不是做被动反应，而是积极地运用智慧，运用各种分布于家庭社会中的

知识储备来调节外界压力并进行预测[23]。 

分布式认知观点认为，认知分布于媒介、环境中。分布式认知的思想在人机交互领域有

广泛的应用。Wright 等指出设计机器上合适的外部表征可降低机器使用者的认知负荷，并运

用分布式认知的思想提出人机交互的分布信息资源模型，以阐明不同的系统是如何在人和技

术间分布信息的[24]。分布式认知的思想在实际的系统设计中也发挥着作用，如，电子商务、

电子政府的设计[14]、机器设计[25]等。 

分布式认知观点认为，认知分布于由多个个体、工具、环境组成的较复杂的系统中。分

布式认知被认为是连接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和人机交互的桥梁中的重要组件[24]。分布式认

知为研究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中的共享信息是如何表征及如何使用的提供了一个理论框

架[26]。Rajani 则运用分布式认知的理论框架，研究了移动性对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中合作

的影响[27]。另外，分布式认知在远程教育[28]和普通教室教育[29]设计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分布式认知观点将对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组织心理学、

医学心理学等心理学领域，或对需要认知参与的其他研究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分布式认

知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目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30]：（1）人类

带入情境中的智力和存在于工具和情境本身的智力是有区别的。如今，机器正获得越来越多

的认知能力。机器知识如何区别于人类知识，如何使机器知识最有效地辅助人类知识以达到

人类认知活动的目的，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2）分布式认知的观点给团体心理学研

究也提出了新问题。例如，是否集体活动大于个体活动之和？团体知识大于其中任一成员的

知识？团体间成员如何交互作用？等等。（3）如何更好地设计各种外部信息，以使人们方便、

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包括索引、图表、参考书、计算器、计算机、时间表和各种电子信息

服务，以帮助人们形成合适的外部表征从而解决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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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COGNITION：A NEW COGNITION PERSPECTIVE 
 

Zhou Guomei，Fu Xiao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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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ibuted Cognition is distributed in the person, across the persons, in the mediators, 

in the environments, in the culture, in the social world, and in time. Distributed Cognition is a new 

unit of analysis involving all things that participated in cognition. In this paper, first, there wa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and the history of Distributed Cognition.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ed Cognition and Individual Cognition is expatiated, by describing two related 

models: the Reciprocal Interaction Model, and the Concentric Model. Finally, the theory value and 

applications of Distributed Cognition were illuminated by some examples. 

Key words: distributed cognition, individual cognition,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