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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活动理论是苏联教育心理学领域的一种有影响的学习理论
。

从近年的发展趋势看
,

它在苏

联教育心理学的各学派中愈来愈具有主导地位
。

因此
,

该理论是我国心理学界研究苏联教育心理学现

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

同时该学派还结合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
,

展开了较系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研

究
,

取得了一些成就
,
不过也存在不少问题

。

笔老认为
,

将苏联同行们此方丁酌经验和教训作必要的

介绍
,

或许能为正在从事教育体制改革心理学探索的学者们提供一些启迪
。

加里培林学派学习的活动

尸论和教学实验情况

一。学习的活动理论的主要内容
、

学习的活动观点
·

月
·

加里培林从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出发
,

把学习 开成是一种活动
。

认为
“

学习是主体为

了掌握处理事物的行动方式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活动形式
” 。

学习活动的特征性在于
,

它是主体为 了

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以及获得处理事物的社会经验为 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活动
,

所以
,
它既不 同 于 游

戏
,

也不同于劳动
,
也就是说

,
只有当活动是满足认识需要 的时候

,

这种活动才是学习
。

关于学习活动的结构间题
,

加里培林学派认为
,

山 学习活动是由各种动作组成的
,
因此

,

分析

这种活动应从分析动作入手
,

动作是分析活动的单位
。

动作和活动一样
,

具有对象性和主体性
。

所谓

对象性
,

即动作是指向于某种物质或观念的客体 , 所谓主体性
,

则是指动作是由具体的人完成的
。

他

们认为
,

动作具有相当复杂的内部结构
,

动作除了目的和需要之外
,
还有客体

,

并要求主体具有动作

的定向基础
,

也就是对动作本身和完成动作的条件系统有明确的认识
。

任何一种动作都包括着一定的操

作
。

此外
,

任何动作 包括学习动作在内 都是由定向环节
,

执行环节与反馈环节组成的一种环状结构
。

、

学习 的类型学说

加里培林学派认为
,

学习动作中的定向环节能正确地
、

合理地组织执行环节的择作
,

保证合理地

选择某一种执行
,
因此

,
必须重视学习中的定向基础的建立

,

学习的定同基础的建立
,

包含着 第一
,

建立客观的条件系统
,
以保证新动作的正确执行 第二

,

使学生在意识中反映这种条件系统
,

即建立

动作的定 向映象 , 第三
,

选择建立合理的定向映象的过程
。

在实际学习中
,

这三方面任务的完成水平可能不一样
,
因此

,

学习中建立起来的定向基础在概括

性
、

完整性与独立性方面往往会表现出差异
。

由于定 向基础的这三个指标的不同结合
,

可能存在着八

种不同的定向类型
。

研究结果表明
,

第三种定向类型
、

即对活动条件的了解是完全的
、

概括的
,

而月

是由学生独立概括而获得的类型
,

活动形成速度快
,

无错误
,

而且活动方式稳定
,

并能广泛迁移
。

、

智力动作按阶段形成的理论
。

加里培林
,

塔雷齐娜等人从维果灰麦, 共于人类心理的文化
,
历史发展论观点与心理活动的内化说

出发
,

对智力动作的本质及其舟成间题
,

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脸研究
,
从而创立了智力动作按阶段形成

的理论
。

认为
,

智力动作的才
、

州
一

是来源平外部的物质动作
,
是外部的物质动作的反映

,

智力动作的形

成是外部物质动作向知觉
,

表象和搜念转化 即结果
。

这种转化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阶段来完成的
。

在

每个阶段上都产生新的反映和动作的再现自及它的系统改造
。

智力动作必须按照这些彼此相联
,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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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阶段来形成
。

由此提出
,

任何新的智力动作的形成
,

必须经历六个阶段
、

形成 动 机 阶

段
, 即形成动作的动力基础

。

使主体了解所要形成动作的 目的
,

课题及其掌握所必须的材料内容
。

、
·

动作定向阶段
。

主要任务
,

在于使学习者了解动作的原样
,

从而建立起调节动作执行的定向映

象
。 、

物质或物质化动作阶段
。

在这一阶段里
,

所有的操作都是通过肢体运动来完成的
,

是外现

的
。

物质动作与物质化动作的区别在于 动作的客体
,

前者为实物
、

后者为实物的模拟品
,

由于智力动

作是外部活动的反映
,
因此

, ·

另
·

加里培林强调
,

物质或物质化的动作是完备的智力动作的源

泉
。 、 ,

出声的外部言语动作阶段
。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动作开始离开它的物质或物质化客体
。

以出

声的外部言语来完成各个实在的操作
。

这是动作由外部形式转化为内部形式的开始
。

由于言 语 的 作

用
,

使动作得以抽象和简化
,
并进一步保证动作的高度定型化以及自动化

。 、

不 出声的外部言语

动作阶段
。

这一阶段同前一阶段的区别在于言语减去声音
,

言语在机制方面得到改造
,

是动作转向智

力水平的开始
。 、

内部言语动作阶段
。

这一阶段是随着外部言语过渡到内部言语而到来的
,

’

它标

志着动作在智力水平的最后形成
。

真正的内部言语的进行是自动化的
,

而且基本上处于自我观察的界

限之外
,
因此

,

真正形成的智刀动作过程是 自己觉察不到的
。

智力活动按阶段形成的理论为控制知识掌握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

在教学过程中
,

根据 这 一 理

论
,

教师不仅能砂学生所学知识
,

技能的内容进行控制
,

而且对掌握知识的动作方式也能系统地进行

控制
。

正如
·

中
·

塔雷齐娜认为的
“
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提供现成形式的知识

,

一般说来
,

都是通过

使知识渗入各种动作来掌握它的
。

、

控制式教学思想
、

活动的模拟

加里培林学派认为
,
任何经验都是活动的产物

,

所 以
,

在掌握某种经验的同时
,

必须掌握创造这种

经验的活动
。

但是
,

实际情况是
,

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经验
,

是用一定的方式 如文字 使它客观

化并保存下来
,

而创造经验的活动本身
,

通常是随着经验的创造者的消失而消失了
。

这样
,

在教学中

要掌握创造经验的活动方式
,
就遭到了很大的困难

。

为此提出
,

必须追寻经验的来源
夕
从而发现创浩

经验的特殊活动
。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他们提出了建立智力活动模式的方法

。

即漠拟法
。

它分两个阶

段进行
。

第一阶段 建立模望
。

模型即活动模式
。

根据已有的认识成果
,

进行推断
,

描述和总结
。

一

方面要育关于人类活动的结构和机能系统的知识基础
,

另一方面要对解决该类课题的过程进行理论分

析
,
从而确定在这一过程中包含哪些动作

,

对每一动作的要求是什么
,

由此建立起一种模拟性的活动

模型 犷 第二阶段 检俭模型
,
即通过教学实验来俭验与修正这种活动模型

。

当按提供的设想 去 实 施

时
,

模型被证明是正确的
,

就反模型在学生丁脑中内化
,

如呆不相符合
,

则要进一步分析研究
,

对不

完善的方面进行补充
,

修正
,

确实被证实是不正确的
,
则予以淘汰

。 ‘

它的最突出优点
,

是可以创造出

比通常更合理的完成活动的方式
,

拟定折的标准活动方式
,

从而避免把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

活动方式作为标准的活动方式来学习
。

、

教学的控制

加里培林学派由于找到了模拟掌握社会经验的活动方式的方法
夕
创立了智力动作按阶段形成的理

论
,

这就开阔 了教学上实施控制学习的道路
。

为此
,

仁兰们主张在此基础上实施控制式教学
,

探讨控制

学习的规津
。

必须指出
,

教学的控制并不是一种机械的控荆
。

首先
,

它是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

就

拿学习来说
,

也是一 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
,

是有阶段的
,

这是任何事物发展中所具有的必然 性 其

次
,

事物的发履变 叱
,

总是要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的
,

这就体现出对客观现实的依存性
。

因此
,

教

学原贝州二是可以拄洲 的
,

这注往取决于人们 讨规津的认识程度
。

只要 了解到制约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 依

存医的各种月素
,
依据学生的学习规律 即各种心理要素形成

,
发展的规律 , 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考



虑到事物发展 的各种因素
,
创设各种条件

,

对学生进行有计划
,

有自的的培养
,
就能达到预期的教学

目的
,

这就是控制式教学的基本思想
。

·

中
、

塔雷齐娜认为
,

对学习过程是否进行控制
,
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

只有在有效控制的情

况下
,

学习过程才不会偏离基本方向
,

学生才能真正发挥其学习的主动性
,

提高学习效率
,

进行无错

误的学习
。

这样
,

心理学家也才能消除一些无关变量的干扰
,

真正看到掌握过程的积极变化
,
了解本

质不同的各种特殊状态的转变
,

从而揭示掌握过程的真实规律
,

为教学提供科学依据
。

加里培林学派认为
,

学习的活动理论为苏联学校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

其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对有关的学科内容进行了分析
,
从而揭示了必须掌握的知识结构

。

这种知识结构能从本质上体

现出有关学科的各种现象和因素
。

只要根据所研究的知识结构
,

选用少量的具体现象
,

就可以掌握某

类事物的本质特征
,

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

第二
、

对适用 于各神学科范围的概括认识活动的

定向类型进行了研究
。

第三
、

阐明 了学生概括汰识活动的方式及其在掌握过程中形成的基木规律
。

二
、

学习的活动理论在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

教学实验

众所周知
,

苏联的初等小学数学教学大纲
,

在过去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时
,

教学任务相当繁重
、

复

杂
。

加里墙林学派在伊热夫斯克市一些学校
,

进厅了长达
一 一

年的教学实验
,
用两年时间都能成功地教

完苏联教育部教学大纲规定的三年的教学教材内容
,

并且
,

几乎不留家庭作业
,

也不存在差生掉队的

问题
。

莫斯科第九十一学校二十多年的实验结果表明
,
不仅在初等小学的实验中成功地贯彻了学习的活

动理论
,

而且实验从教学一个科 目推广到语文
、

外语
、

物理等科 目
,

从低年级推广到高年级
。

三 年

前
,

该校的教学实验结果受到苏联 国家专业学术会议的严格审定
,

得到教育学
、

心理学各领域专家的

一致好评
。

· ·

伊利亚索夫等人根据学习的活动理论的原则
,
研究了普通语言学中的定向类型等问题

,

经过十五年的中学外语实验教学的研究
,

在新的教学原则的指导下
,

获得了较显著的成效
。

学生们可

以在 神学阶段基本掌握两门外国语
。

〔 〕
。

在职业伎术枚育方面
,

学习的活动理 论被应用于操纵员的培训工作
。

据
· ·

波多利斯基
、 ·

斤希林的研究
,

运用智力动作按阶段形成的卫论
,

使操纵员的操作动作更符合活动必备特征
,

大人

减少丁操作事故
,

提高 了生产效率
。 · ·

列舍托娃
、 ·

卡连钦科在聂德伯罗彼特岁夫斯克机器

制造厂进行了专门的车工培训研究
,

结果表明
,

除了获得 了技术培训的显著成果外
,
还提高了训练质

量
,

缩短了工作周期
。

此外
,

学习的活动理论在缺陷心理学的恢复住学习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

由于对受不同缺陷程

度的影响的弱智者的动作
,

采用不同的定向类塑进行培养
,

提高了学习效果 这样
,

进一步证实 了该理论

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

揭示出智力动作形成的各个阶段是切实可信的
,

提供了人的心理过程及其掌握的

结 匀
,
动力的重要资料

。

同样
,

高级心理机能的研究也使学习的活动理论进一步明确化和向前发展了
。

加里培补学派的教学改革得到了教学理论家们
,

教学法专家和教师的广泛支持
。

教学实验成果的

推广工作不仅在苏联
,

而且在东欧一些国家进行
。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系统地研究学习的活动理

论
,

分析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

 年 口月
,

为纪念加里培林教授诞辰 碉 年
,

莫斯科大学心理

系学术委员会专门召开了 《加里培林的智力动作按阶段形成理论对心理学发展和完善教学实 践 的 意

义 》的学术会议
,

苏联心理学界以及各推广应用部门
,

在会议上宣读了大量论文和研究成果报告
,

来

阐明加里抽 沐学说的理论意义和应用效果
。

〔 〕
、

存在的问题

如丽所述
,

学习的活动理论在指导教学改单 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但是
,

就苏联 当前 的 情 况 来

看
,
这些被认为是尸

、

有明显成效的教育心
、

泣学理论成果
,

并未得到广泛地推广
。

近三十多年来
,

加里涪

乃



林的教学 个吟仍阻下在小数实吟学朴和 邓分地区洪行
。

恨一些苏邢 心理学家分析
尸

几井 吓 门于
一

草有 ,

第一
、

教育学家和教学法专家对于推广心理学的研究成 畏缺乏热情
。

孰 的坟 子 石哈梢式是由心
一

洲
一

学家

提出的
,
要 使新 的教学模式能在学校推广应用

,

必须进行大量的实用教学方法的研究
,

编制符 含新原则

的教村
。

巳是
,
由

」
缺二拨学法专家的及时合作

, 之号六一, 实验教学的全部资料进行统一综合
、

总结
,

因

此
,

实
”

介成甲无法 勺酮积推广
。

塔 言齐娜最近曾在
一

篇 乞
‘

包怨 己 ‘
苏联教有学家和教学法专家

们应川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
,

这是这些学科落后于生活
,

落后于教育—
培养工作实

际要求的原因之一
。

一些教学法专家至今仍然没有意抓列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

一般说来
,

他们仅仅拘泥

于总结实际经验
,

期待着教师的偶然发现
,

而自己却不深入到教学实践中去
。 ”

〔 〕

第二
、

师资培训现状无法适应改革的要求
。

加甲培林学派认为
,

学校进行教学改革
,

首先要求教

师的质量得到显著的提高
,
其中包括教师的教育学

、
·

心理学的知识水平的提高
。

目前看来
,

苏联师范

院校在培训师资问题上
,

存在不少问题
,

主要是 一

一 师范生的
“
高分低能

”
问题

在苏联的师范院校中
,

教育学
、

一

心理学等科 目历来占有重要地位
。

一 兰学生在各科目的考试中都

可能取得
“

好分数
” ,

但是
,

当他们一旦界上学校工作岗位后
,
不学内官

“

什泛也没有留给自己
。 ”

年轻的教师往往重新学习着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教学
,

呈好的情 “上不过是借用一些老教师的 经 验 而

已
。

二 现行的年龄与教育心理学课程内容已落后 于时代的要求
。

师范学院培养学生
,

其 目的是使他们能胜任未来的教学仃务
,

因此
,
数承心理学

、

教育学和教育

法的知识是必要的
,

但是
,

这种教学内容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

需要扩展年龄与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内

容
,

使教材编写和教育课程设置符合学校实践要求
。

三 职业技术教育中的心理学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

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问题
,

是苏联教育界普通关注的重大问题
’。

最近
,

苏联 《心理学问题 》杂志

进行了连续三期的讨论
,

从事不同领域的心理学家都纷纷大表自己的见解
,

参加人数之多
,

讨论的问

题涉及范围之广
,

都是前所未有的
,
这是应当注意的新动句 〔 〕

。

加里培林学派认为
,
苏联学校存

在的主要问题
,
是人们还没有把劳动青得与学习同等重要

。

因此
,

必须从学前期开始
,

在儿童教育中

正式设置劳动教育内容 在组织劳动活动的过程中
,

应辛竞学生的心业状态
,

铭养他们的卞人翁责任

感 , 此外
,

还应妥善解决劳动的报酬问题
。

三 几点启示
。

通过对学习的活动理论及其教 节乡丁验的华木情况介绍
,

结合我国学校改革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现

状
,
得到几点启示

、

加里培林学派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坚持列 昂节夫所提出 、勺占动理论
,

在人的智力动作的形成方

面进行大量的研究
,

从而验证了马克思所提出有关观念的 思想
,
进一步丰富了能动的反映论

。

同时
,

学习的活动理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宫能论和机械主义的行为观点
,

理论的基本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

他们

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
,

辩证唯物论对心理学研究的思想华 写
一

而
,

其经聆是位得我们深思 和 借 鉴

自勺
。

、

加里培林学派提出的学习的活动理论
,

注重现代洲 公
’

名如片的杖向联系和新成果的应用
,

他

们从学习的活动观点出发
,
探索了人类以及学生学习的卡珠月质

,

狱 究了学习的结构
,

教学与发展的

关系
,

学习的定同类型
,

智力动作的形成 以及教学的模找 如 井门 题
,
所提出的见解具有 创 新 意

义
。

尽管许多问题 的研究和阐述还很不够
,

但上述’题则郁是入类解决学生学习问题中很复杂的和较

少研究的课题
,

因此
,

学习的活动理论对于建立科学门坟育心通学体系
,

指导教学实践都具有重要意

义
。

不过
,

学习的活动理价还只能看成一种探索方向
, 沂非一知坟热的于叭仑体系

,
有一些学术观点还



是值得商榷的
,

’ 如铆 勺动作形成的
,

阶段中的
“

形成动机阶段
”
是否智力动律形成听独具的特征

是否任何智力动作都必须经历这六个阶段 学习的定向类型中是否第三种类型最佳 , 教学并令能否保

证学生学习绝对不出错误等等观点
,

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

作为一个科学的学习班论并不完脊
,

需要积

累资料
,

深人研究
。

、

加里培林学派长期重视对学习理论的系统研究
,
并且不断地把理论成 洪应用到实践中

,

不仅

而
‘

勺教学实 际
,

而且很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

面向生活的各个领域
,

为教育心理学理论的完誉和实 际应

用开拓了新的前景
。

这竺研究对于我国教育心理学体系的完善及当前的教学改革
,

都是有多 考价 信

的
。

此外
,

苏联 目前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如教育学家
、

教学法专家与心理学家进行合作研究的问

题
,

教师培训问题以及职业技木教育中的心理学问题
,

在我国也存在
。

因此
,

苏联心歹 学家所提沙 的

问题 以及解决途径
,

对手我国的教育改革
,

特别是教育心理学的各个领城研究
,

具右一丘 的 绪 鉴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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