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期 田学红等 基于示例学习 的认知技能获得的研究

基于示例学习的认知技能获得的研究

田 学红
令

李亦菲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荃于示例学习的认知技能获得的研究
,

涉及 的问题包括示 例学 习 的过

程
、

影响认知技能获得的因家
、

认知技能获得中的练习和迁移等
。

在文章的最后
,

对这一领域的研

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

关锐俐 示例学习 认知技能获得

引言

当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知识而不是体力时
,

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称为认知技能
。

认知技能

获得研究是认知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的重要领域
,

它源于认知心理学对人类问题解决的研究
。

在五

十
、

六十年代
。

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知识贪乏领域的问题
,

主要探讨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过程
,

并

分化出两个相关的研究领域 决策和推理
。

七十年代以来
,

逐步转向于那些需要大量领域知识才能

解决的问题
,

如象棋
、

物理
、

数学
、

计算机编程等 即所谓的知识丰富领域的问题
。

最初主要是探索

在解决这些间题的过程中
,

新手和专家的行为差异
,

后来很快转向于认知技能获得的研究
。

其中
,

基

于示例学习的认知技能获得最受关注
。

所谓示例学习
,

就是给出一个或者多个带有答案的例题
,

要

求学习者通过考察例题获得解决问题的知识
。

示例学习的一般过程

基于示例学习的过程应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阅读示例
,

检索
,

映射
,

应用
,

概括
。

首先是阅读示例

的陈述性的事实
、

分析示例涉及的领域知识 研究发现
,

阅读示例的陈述时
,

学生会把陈述性的事

实和知识经验联系起来进行解释
,

该现象叫做 自我解释
。

自我解释的质量影响学习 的成绩卜‘ 〕。

继之

而来的就是检索
,

即学习者面临要解决的问题时
,

提取阅读过的信息
。

检索分为由待解决的问题与

示例之间的表面相似性引起的 自发检索和由结构相似性引起的有意检索
。

研究表明
,

后者的效果 比

前者好
。

映射是将示例的各部分和问题 中的相应部分对应的过程
。

研究发现困
,

学生容易根据表

面相似性作出错误的映射
,

从而影响问题的正确解决
。

如何避免学生根据表面特征来做映射是值得

深人研究的问题
。

在考察例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

学习者要对原理或示例的理解进行调整
、

修正
,

以减少表 面

信息对检索
、

映射和应用过程的影响
,

这就是概括
。

概括一般源于对例题和问题的比较及其共同点

的抽象川
,

这一过程主要涉及 哪些因素决定 比较对象 比较的本质是什么
。

时间接近性效应

和联想影响比较对象的选择
。

概括可在结构特征基础上发生
,

一

也可在表面特征基础上发生
。

建立在

表面特征基础之上的概括经常导致映射错误
,

从而使学习者不能得到正确的问题解决方法
。

只有建

立在结构特征基础上的概括才能减少学习者在映射阶段被表面特征蒙骗的可能
。

朱新明等在将解

决问题的知识表示为产生式的基础上
,

提 出可 以通过加强对产生式条件的学习来促进适 当概括 的

形成 , 。

现单位为浙江师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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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 的一般性探讨 以外
,

一些研究者 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概括的两个理论模型
一 一 一

模型和
一 一

模型
。

模型的基本

思想可 以表述为 概念
、

原理
、

规则的获得是通过大量示例抽取它们的相似性实现的
。

其核心假设

是
,

只有通过大量示例抽象出共同信息才会发生概括
,

但这一假设 已被实验研究否定
。

一些研究表

明
,

当学 习者具有丰富的领域知识时
,

只有一个示例就会发生有效的概括
。

基于这一现象
,

模

型认为 如果学习者有足够的领域知识
,

就可 以通过对单个示例的解释进行概括
,

从而获取有关的

知识
。

但这一模型不能解释当人们想学一个新图式而又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建构一个可 以用来解释

的概括时
,

他们将做些什么
。

实际上
,

没有领域知识时
,

学习者就会利用
矛

机制进行学习
,

有领域

知识时
,

就可利用 机制进行学习
。

我们认为
,

实质上是一种数据驱动的学习
,

而 则是

一种概念驱动的学习
。

将这两种机制联合起来
,

就可 以有效地解释示例学习 中的概括现象
。

示例学 习 中影响认知 技能获得的因素

一般说来
,

影响认知技能获得的因素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学习材料 二是学习者本身 三是

学习情境
。

基于示例学习的认知技能获得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前两个方面的因素
。

下 面
,

我们就分别

对这两个方面加 以简介
。

学习材料方面的因素

学习材料的呈现方式与学习方式密切相关
。

在传统的学习方式中
,

学习材料一般是对知识的直

接陈述
,

并且需要教师作细致的讲解
,

学习处于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地位
。

在示例学习中
,

学习材料是

例题或问题
,

所学的知识蕴含在这些例题和问题中
,

学习者可以通过主动地考察这些例题获取相应

的知识
。

由于例题提供了正确的解题步骤
,

并引导学生对这些步骤进行解释
,

这就将学生的注意力

引向关键问题
,

从而易化了知识获取过程
。

研究发现 〕,

例题的不同呈现方式也会对学习的效率产

生影响
。

学习者本身的因素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

良好学习者和不 良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加工方式不相同
,

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自我解释的数量和质量不同
。

研究发现前者的自我解释多
,

他们能够较好地将领域

知识和示例陈述 中的知识结合起来
,

融为一体 后者的 自我解释少
,

而且不会主动将知识经验融合

到 自我解释中去
。

这影响了他们在示例学习中的成绩
,

研究表明‘ ”’,

可以通过适当的提间引导学

生对示例作 自我解释
,

从而提高领域知识较少的学生的学习成绩
。

使用示例的策略不同石前者在

问题解决前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解释示例
,

希望从示例中概括出适用范围比较广的普遍规则
,

学

习活动主要发生在问题解决前
。

后者则只对示例作粗略的浏览
,

并不象前者那样在问题解决前花大

量时间作概括
、

归纳
,

而是待呈现要解决的问题时
,

才认真地将要解决的问题和示例做对比
。

所 以
,

后者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回头参考示例的次数也明显多于前者
。

前者的策略称为“ 问题解决前的概括

策略
” ,

后者的策略称为
“

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类比策略
” 。

关注的知识类型不 同
。

前者较多地根据

问题解决的方法对问题进行分类
,

而后者主要根据问题陈述特征对问题进行分类〔’幻 。

这两种不同

的问题归类方法被解释为学习者在认知技能获得过程 中信息加工层次上的差异
,

前者主要关注程

序性知识和情境性知识
,

注意问题的解决方法及其适用条件 后者主要关注陈述性知识
,

对特定领

域的事实和原理记得好
。

认知技能获得 中的练 习和迁移

认知技能获得 中的练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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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解决问题次数的增加
,

正确率上升
,

练习时间缩短的现象称为练习效应
。

研究发现 〔’〕,

每次

练习所需要的时间是练习 次数的指数函数
,

可以表述为 一燕 为时间
, 。 ,

为常数
。

两边取常
川

、 一 尹 ” , ,

另 曰 ” ’、 叫
、 一

’、 廿 口 ’ 切 尸 谈 ‘ 一 七 、 ‘ ” ’,
’“ ’ “ ’ 产 。 ‘ 动 甲

用对数
,

就得到一个线性函数表达式
一 ,

它能够较好地拟合许多研究数据
。

然而
,

根据它绘 出的曲线有一个普遍现象
,

即第一次尝试不连续的现象
,

有时也会 出现前几次尝试不连续

现象
。

有研究者提 出一些模型试图解释这种现象
。

例如
,

的知识组块变化说
, ,

的认知

过程 自动化说
,

策略变化说的知识类型变化说
。

认知技能获得 中的迁移

迁移是指对训练任务的先前练习可 以节省后来的迁移任务的学 习时间
,

一般用一个 比例来表

示迁移量
,

即学习迁移任务节省 出的时间 花在学习划练任务上的时间
。

这种计算方法的理论基础

是迁移的知识共有说
,

即可以用训练任务和迁移任务共有的知识片断的数量来预测迁移量 〔
。

一

般来说
,

练习次数越多
,

迁移量越大
。

但有趣的是
,

发现了相反的现象 对训练任务的练习超过某个

特定时刻后
,

练习越多
,

迁移越少
。 ’」称之为迁移使用的特异性

。

该现象一经揭示
,

就引起

了研究者浓厚的兴趣并受到广泛关注
。

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策略变化说
,

即如果练习会导致被

试在训练任务中从策略 转向使用策略
,

而迁移任务则是从策略 转向策略
。

如果少量练习

就会影响策略
,

那么
,

在训练任务上 小时的练习就会节省迁移任务中的 小时练习时间
,

但这

种迁移只会发生在当 小于从策略 转向策略 需要的练习时间时 称此时间为
,

当 大于

时
,

在多出的时间进行的练习实际上训练的是策略 但迁移任务中没有使用策略
,

所 以 超过

以后对训练任务练习越多
,

迁移越少
。

也就是说
,

超过某一特定时点 以后的练习不能产生迁移效果
。

这一观点被 等的研究
‘」所证实

。

研究展望

门 知识分类与认知技能获得

认知技能获得研究始于知识贪乏领域的任务
,

尔后逐渐过渡到对知识要求较多的某些简单原

理的学习
,

今后 的趋势将是对大块的知识 如一个学期的物理知识 进行研究
。

这就涉及知识分类 问

题
。

目前影响较大的是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分类 也有将知识分为四类的
,

即情境性知识
、

陈

述性知识
、

程序性知识
、

策略性知识
。

许多认知技能获得的理论都是建立在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

识分类的基础之上的
,

并主要集 中于程序性知识的获得
。

今后研究的重点将转 向考察诸如概念
、

心

理模型
、

及事实性知识如何发展
、

变化的
,

从而将知识表征与认知技能获得有机地结合起来
,

这是认

知技能获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

学习方式对认知技能获得 的影响

认知技能获得与学习方式有关
。

不同的学习方式在材料和情境两个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

导致

认知技能获得的过程和效果也不同
,

因而
,

有必要研究学习方式对认知技能获得的影响
。

这不仅对

于揭示认知技能获得的心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而且对于改进教学方法
,

进而促进人的认知

技能获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例如
,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假设学生在被动
、

孤立的条件下学习
,

他

们得不到教师
、

同学的帮助
。

事实上
,

这种情境是很少的
。

以后的研究将偏 向于如何在更加主动
、

交

互作用更多的学习情境下的认知技能获得过程
。

此外
,

不同学习方式对认知技能获得的过程和效果

比较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 向
。

计划技能获得

现有的认知技能获得模型侧重于解释练习的指数字律及 日益增加的迁移特异性现象
,

这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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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通过将知识变为更加具体的形式来解释各种现象的
,

不能有效地解释计划技能的获得
。

因为计

划技能要求将知识变为更加抽象的形式
。

虽然人工智能己经在这方面做 了些工作
,

但还远远不够用

来阐明计划技能获得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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