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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困难学生的认知因素分析

裴利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摘要 〕关于“
学习困难 ”的研究

,

已成为教育
、

心理学界十分关注的间题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
、

知识结构对学习的影响
、

学习的认知加工 水平对学习的影响
、

元认知技能对学习

的影响
,

从认知结构的角度
,

对 造成学生学习困难的心理因索进行初步的分析

关扭词 学习困难
,

知识结构
,

元认知

通常
,

我们习惯上称学习不好的学生为
“

差生
”

这种称谓
,

容易给人 造成学生不仅学习

成绩差
,

而且学习态度
、

学 习方法和智力水平都差的印象
。

实际上
,

学习成绩差的学生
,

其学

习态度与智力水平并不一定差 因而
,

我 国研究人员逐渐用
“

学习困难的学生 ”
代替

“

差生 ”

的称谓 称谓的变化
,

标志着人们对某种事物认识的变化或加深
。

一般认为
,

造成学习困难

妇原因 是多方面的
,

既有社会
、

教育
、

生理方面的原因
,

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 随 着人们对

学 习困难问题的研究的不断加深
,

人们的认识渐渐突破常规进入学 习困难的深层次领域
,

开始对造成学生学习困难的认知心理因素进行了分析
、

探讨
,

这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业

成绩
,

无疑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心理 学依据

关于
“

学习困难
”
的界定

“
学 习困难 ”一词

,

最早源于 医学界
。

年
,

摩根发现词盲现象
,

即儿童能辨认一些

词
,

但不知其意
。

此后的研究人员
,

一般从生理的
、

医 学的角度对儿童的学习困难 尤其是

阅读困难 进行诊治
。

他们认为儿童的 问题是大脑损伤的问题
,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

但

效果并不理想
。

到了 年代中期
,

心理学界与教育界认为
,

并非所有学 习困难的学生 都是

由于大脑器质性损伤而致
。

有些儿童只是有轻微的脑功能失调 或感知运动障碍
。

这

样
,

对
“ 学 习困难

”的研究就从生理
、

医学的角度逐渐 转向心理
、

教育的角度
,

从以器质性损

伤为研究焦点转向着眼于脑机能的问 题
。

年
,

美国特殊教育学家柯克采用了一个较为教育化的名词
“
学 习无能 ”

来替代当时医学文献上常常见到的 一些术语 如 认
。

他认为
, “

学习无

能 ”的儿童既不是指盲聋 等感官障碍或智能不足的儿童
,

也不是指环境因素引起的情绪困

扰或行为问 题的儿童
,

而是指那些感官正常
、

又 无显著的智力缺陷
、

只是在行为上与心 理

发展上表现 出相当的偏差
,

以致无法在家庭中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或在学校 中依靠通常的教

学方法不能进行有效学 习的儿童
。

在上述界说中
,

柯克采用 了三项标准界定
“

学习无能 ”

差距标准 肠 学习障碍者在潜 在能力与实际成就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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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大差距
,

有时在潜在能力上有显著的个别差异
,

如语言理解与视动协调能力的差异等

排除标准 学 习障碍者遇到的 并非都是感官障碍
、

智能不

足
、

情绪困扰或行为问题

特殊教育标准 词 学 习障碍者在学校中靠通常的

教学方法脾以进行有效的学习
,

故需要特殊教育 方案作辅助
。

年
,

美国联邦教育署全国障碍儿童教育咨询委员会
,

把
“

特殊 学 习无能

沁 。 定义为
“

特殊学 习无能儿童一词是指儿童在理解及语言应用等方

面有一种或几种以上的心理 过程异常
,

以致儿童在听话
、

思考
、

说话
、

阅读
、

书写或进行算术

运算时显 得能力不足 这些异常就像有知觉障碍
、

脑伤
、

大脑功能轻微异常
、

阅读缺 陷及发

展性失语症的情况一样
。

但是
,

这个词并不包括那些主要是由于视觉
、

听觉或动作障碍
、

或

是智能不足
、

情绪困扰及环境
、

文化或经济不利因素导 致学习问题的儿童在内 ”
但美国联

邦教育署对
“

学 习无能 ”的界定
,

并没 有被美国学术界完全接受
。

美国听力学会
、

美国学习无

能儿童学会
、

学 习缺 陷联合会等团体成立联合小组
,

对
“
学习无能

”

进行界定
。

他们认为
“
学

习无能是指在求知
、

听讲
、

说话
、

阅读
、

写字
、

推理或算术能力上显示重大 困难的一群不同性

质学 习困难者的通称
。

这种困难状态
,

一般认为是中枢神 经系统的功能异常 一种个人内在

功能因素 所致 虽然一种学 习缺陷也可 能与其他障碍抹态 如感官损伤
、

智能不足
、

社会性
或情绪性困扰等 同时 存在

,

或是由于环境因素的斑响 如文化差异
、

教学的术足或欠缺
、

心

理发 展因素等等
,

但它并不是由此等状态或影响直接促成的
。 ”

这种界定与美国联邦教育署官方界定的不同之处
,

在于较肯定地认定
“ 学习无能 ”导 因

于个人内在因素
,

假定是中枢 系统功能失常 这种界定的 主要意义是将
“

学习无能 ”限定

在心理过程的障碍上
。

或者说
,

在智能不足
、

感官障碍
、

情绪困扰等因素以外
,

’

由外在环境因

素导致学科上低成就的情况 很多
,

而 只有这种状况被确认是与个人内在因素有关
,

才能够

被称为“ 学 习 无能 ”。

这就是说
, “

学 习无能 ”的一项必要条件是个人内在因素的存在
。

霍拉汉与考夫曼在分析各家定义后
,

总结归纳出五点共同要素

学科上的迟滞状态

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均衡

可能但不一定有中枢 系统的功能异常

的
“

学习无能 ”不是环境上的不利状况引起的
“

学习无能 ”不是智能不足或情绪困扰所导致的

综上所述
,

所谓的
“

学 习困难
” ,

即指一个学生的智力水平正常
、

又没 有感官障碍
,

但其

学习成绩明显低子 同年级学生
、

不能达到预期的学习目的
。

世纪 中叶以来
,

国内外对
“
学 习困难学生

”

的心理研究 日趋增多
,

研 究内容涉及阅读

障碍
、

阅读无能
、

学 习技能低下
、

学业成绩不良等心理因素 以及家庭
、

社会背景等各个方面

其中
,

阅读无能 的研究开始最早 早在 世纪末
,

就有学者研究

词盲 一 现象
。

本世纪 年代
,

美国学者才开始系统地探讨儿童的阅读困

难 当时称为 ”一
、

镜写 与反写 。 等现象
。

近几十年

来
,

仍不断有学者强调语言发展与学 习过程之间的关系
,

并且认为语言失调是 学 习困难的

一个重要因素
。

语言迟滞的 几童可能在获得基本学习技能以及对 指导性语言的理解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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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

由此导致了阅读
、

书写
、

甚至是社交技能上 的缺陷

在时间一序列 问题上
,

学习困难学生在完成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知觉的 任务时取得的

成绩很差
。

这些任务包括匹配相似的音调系列 听觉系列
、

图电系列 视觉系列
、

或动作行

为的重复节奏
。

例如
,

贝克按照 阅读能力 把 名 一 一 岁的男孩分成二组
,

要求被试者

重复各种各样无意义和 有意义的图片
、

字母及数词的时间序列
。

研究结果发现
,

较差的阅读

者在保 持事件序列时有更多的错误
,

尤其是有意义的图片和字母 这种现象说明
,

阅读无

能的序列困难反映了言语中介过程的困难
,

而非视知觉缺陷
。

在时间 序列组织上的缺点可

能导致
“

方向问题
”以及在获得数学技能

、

阅读理解技 能
、

书写和拼写技能上发生困难
。

在学生身上反映出来的学 习困难还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
。

通过对成 绩不良儿童的

种族
、

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
、

文化教育背景及对学校的态度之 间的关系的研究
,

人们发现
,

学业成绩不 良与上述因素有密切联系
,

尤其是 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水平与家长经常使用体

罚的管教方式有关
。

近几年来
,

人们逐渐将目标转向研究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过程 人们认为
,

有限的记忆

广度
、

注意时间短及注意转移能力差
,

在理解对象间的相互 关系中
,

对信息进行分类
、

理解

事件间的联系和形成概念等方面的障碍
,

是 导致学 习困难的原因
。

“

学习困难
”的认知因素分析

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

人的高级心理活动过程 尤其是思维与问题解 决 得到了深入

研究
。

于是
,

心理学家开始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学 习与问题 解决进行了大量研究
,

对学 习者

的知识结构
、

认知技能获得等方面的差异进 行了深入
、

细致的分析
。

他们认为
,

对学 习者的

差异
,

既可以从知识编码和 问题解决技能的关系中进行研究
,

也可以从理解专家知识的获

得 中进行分析
。

学 习是一个建构过程
,

学生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将课文中或教师传授的知识

转 变为有用的技能
,

如解决问题
。

因此
,

在知识的获得
、

组织
、

编码方式上的 差异以及问题

解决技能获得上的差异
,

便成为导致优生与学习困难学生学 习 成绩差异的重要原因
。

么 知识结构

在语义丰富领域中
,

关于问题解决的研究有两大趋势 一是将研究的焦 点集中在间题

解决过程上 另一个则是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问题解决者的知 识
、

特别是知识的组织上
。

自

年代以来
,

人们的兴趣由一般的 的间题解决策略转向对间题解决者领域相关的知识库

的研究
。

在语义丰富领 域中的问题解决需要相关的知识
,

但是仅仅在头脑中存在知识并不

能保证它 能得到有效的应用
,

知识的可用性能够通过知识的适当组织而得以加强 因 而
,

知识结构在问题解决中可能起着关键作用
。

和 习对愿学而成绩不佳者的问题解决 行为进行了研究
。

他们

采用考试后让学生 自由回忆和提词 回忆的方法
,

发现 优生能够唤起大量的相关知识并能有

效地利用之
,

而学习困难学生不仅唤起 的知识量少而且也不能有效地利用之 学生不能够

回忆已有的知识的这种状 态
,

被称为
“

唤起失败
” 。

这个术语包括导致成绩不

良的 两类问题
。

第一类问题 —当学生不能激活相关知识时 —是唤起问题
,

即 学生因为

某种原因不能激活知识结构中与问题解决相关的知识
。

和 迈 〕在

研 究 学 生 写 作 遇 到 困难 的 时 候
,

又 将 此 问题 称为
“

惰 性 知 识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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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相关知识失败 被认为是导致成绩不 良的普遍原因 第二类问题是学生唤

起了相关知识
,

却不能够有效地应用它
,

例如
,

学生有时能回忆出解题所需要的公式
,

却不

能正确地应用于解题中
,

这说明学 习困难学生的知识是零散的
,

其知识结构 是无序的
。

知识唤起失败导致问题解决失败
,

或是因为知识组织不 良
,

或是因为在 解决间题中对

唤起的知识投有反审意识
,

或是因为缺少有效的搜索策略 知 识网络的组织与搜索策略是

相互作用的
。

组织不良的知识结构限制了学生搜 索与间题相关知识的成功
,

而对间题解决

过程的无效反审或管理也可以导致 不能激活重要知识或不能有效使用已激活的知识
。

学习

困难学生的知识结构 联系质盆不高
,

这是因为相关知识间题没有建立联系
,

或是某种联系

建立得 不够完善
。

这种知识结构可视为低强度或者低联系程度的结构 没有联系的 知识不

能被激活
,

而联系微弱的知识不容易被激活
,

这两部分知识就属于学 生没有掌握的知识
。

学习过程中的加工水平

学生在学习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说明
,

优生与学习困难学生在学习活 动的积极性上

并无差异
,

但在学 习类型上有很大差异 一 一 如
, ‘〕 优生比

学 习困难学生更多的是注意应用深加工 而较少运用表浅加工
。

学习困难学生多注意描述性

知识
,

而优生则注意程序 性知识和情景性知识
。

与此相反
,

加 则认为优生在

学 习活动 上 比学习困难学生更积极
。

有人则认为
,

对此间题不可笼统而言
。

优生在深 加工

的学 习过程中较活跃
,

而学习困难学生在其他过程
、

特别是与表浅加工 相关联的学 习过程

上较活跃 一
, ,

对于所有学生来说
,

最重要的活动是从给定信息中引

导出新的信息
。

课文中陈述的多为描述性知 识
,

而程序性知识硬情景性知识则是内隐的
,

必

须通过深加工提取出来
。

表 浅加工导致学习困难学生聚焦于描述性知识
,

而忽略隐含在课

文 中的程序性 知识和情景性知识
。

从高
、

低成就两类学生在解决几何问题时产生的活动方面来看
,

成功的 间题解决与高

水平的加工活动紧密相连
,

” 优 生在解决问题特别是较困难的

问题时
,

会产生很多加工活动
,

主要表现为对 给定信息的确定
、

对加工活动的管理及产生活

动的数量
,

等等
。

元认知技能

在过去的 年里
,

许多研究者在许多领域
,

如记忆发展
、

特殊教育
、

阅读
、

写作
、

智能及

数学等各个方面都检验了元认知在认知活动 中的作用 研究者认为
,

学 习并不仅仅是对所

学材料的识别
、

加工和理解的认知过程
,

同时也是对该过程进行积极的监控
、

调节的元认知

过程
。

表现出高元认知水 平的学生
,

比低元认知水平的学生更能成功地解决问题
,

甚至低才

能而元认 知水平高的学生也要比高才能而元认知水平低的学生强
,

毕而且
,

关于 问题解决的高水平元认知知识能够弥补总体才能的不足 因此
,

元认知技能的差异是

导致学 习者成绩差异的重要原因
。

在基础知识水 平相同
、

学习能力不同的两类学生之间
,

造

成学 习能力差异的原因是其元认 知水平的不一致
。

在低水平的元认知能力与低成绩之间的

关系上
,

元认知水 平越高
,

则其学业成绩越好 由此推理
,

如果帮助学生提高元认知水平
,

则

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好的
、

成功的学习者
。

也有研究认为
, ,

优生与学习困难学生在数 学问题解决的技能中

存在着元认知的差异
,

并非是学生在认知上不相等 知 道如何解决问题
,

其差异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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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认知上 知道 自己知道如何去解决 问题
。

优生与学 习困难学生
,

在元认知的两个成分

上 —关于认知的知识 和认知的调节 —都表现出差异 在关于认知的知识上
,

学习困难

学生关于 其间题解决技能的知识的精确性较差
,

表现为他们不能准确预期他们能否正 确

解题 在认知调节方面
,

学习困难学生不能够积极
、

准确地监控其间题解 决活动
。

因此
,

学习

困难学生之所以在学 习上表现无能
,

部分原因是因为他 们缺少元认知技能
,

不能积极地监

控并随之调节认知加工过程

在领域特定知识和一般策略知识之间的关系上也可以发现
,

成功的间题 解决者在其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实行了有效的监控
。

在问题解决中
,

控制程序 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

对此方面

进行指导可以改善学生的问题解决成绩 与学 习困难学生相比
,

优生在学习示例中有更多

的反审过程
,

如监控
。

监控指导 着有效的 自我解释的发展
。

优生与学习困难学生在学习物理

问题中表现出的 差异表 明
,

优生在探查与监控理解失败方面要比学习困难学生做得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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