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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呈现方式如何影响学习的效果和过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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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师范学院
,

‘

朱新明 李亦 菲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引言

传统教学和示例学 习是两种不 同的教学模式
,

它

们的主要差别是学 习材料的呈现方式不同
。

在传统的

教学 中
,

学 习材料主要是以文字陈述的方式呈现 的
,

并

需要老师作细致的讲解 学生通过听讲获取知识 , 而在

示例学习中
,

学习材料主要以例题或问题的形式呈现
,

学生通过考察例题和解决问题获取知识
。

在示例学习

中
,

例题的呈现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例如
,

可以采用
“

图文分离
”
的方式呈现

,

也可 以采用
“

图文整合
”
的方

式呈现

本文以 “

一元二 次不等式解法
”

的学 习为实验任

务
,

用教师讲解
、

图文分离的样例
、

图文整 合的样例等

三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学 习材料
,

研究了材料的呈现方

式对学习效果和学习过程的影响

实验方法

实验材料

以三种不同方式呈现的
“

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

的学习材料 一是教师课堂讲解的录像 二是图形和文

字分离的例题 三是图形和文字整合的样例
。

为了比较

学 习的效果
,

设计了 个测验题 包括 个相似题和

个迁移题
,

每牺 分
,

满分为 分
。

仪器

摄像机
、

放像机
、

录像带
、

电视机
、

录音机
、

磁带
、

纸

笔等
。

被试 名由同一个教师任课的初中三年级学

生
,

都具备相应的先行知识
。

实验设计

实验分两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是集体学习实验
,

让

条件相等的三组被试 每组 人 分别用三种不同呈

现方式的材料进行学习
,

目的是考察材料的呈现对学

习效果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个别学习实验
,

名被试通

过观看教师讲课录像进行学习
,

名被试通过考察图文

分离的样例进行学习
,

名被试通过考察图文整合的样

例进行学习
,

目的是考察材料的呈现对学 习过程的影

响
。

在个别学习的实验中
,

要求被试在学 习的过程中进

行大声思维
,

并记录 口语报告

实验结果和口语报告分析

实验结果

在集体学习的情况下
,

三组被试所用的时间 表

和测试成绩 表 如下

衰 三组被试学习和测试所用的时间

平均效 标准差 平均致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时间
。 。 。

注 表中数值是被试学 习和侧试所用的时间
,

单位是分钟
。

农 三组学生在学习后测试中的成绩

总 分

相似题得分

迁移题得分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

平均数 标准差

从表 可以看出
,

整合样例组所用的时间最短 分

离样例组稍长
,

教师讲解组最长 从表 可看出整合样

例组的平均分数最高
,

分离样例组次之
,

教师讲解组最

低
。

对被试的测试成绩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

总体

在 的水平上差异显著
, , , 。

口语报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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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被试的口 语报告分解为若干条意义相对独

立的陈述
,

通过分析陈述的数量和 内容来揭示被试在

不同呈现方式的材料下学习的特点和过程
。

首先
,

从 口 语报告 中包含的陈述数量来看 图文整

合样例组平均 每分钟产生 条陈述
,

图文分离样例

组平均每分钟产生 条陈述 教师讲解组平均每分

钟只产生 条陈述
。

这表明
,

在图文整合样例的情况

下
,

被试学习的积极程度是最高的 在教师讲解的情况

下 被试学习的积极程度是很低的
。

为了进一步分析被试在三种学 习条件下获取知识

的过程 和 使用的认知策略
,

我们在每种学 习条件下挑

选了一份典型的 口 语报告
,

并对它们进行个案分析
。

通过观看教师讲课录像进行学 习的过程和特

点
。

在这种学习条件下
,

被试的学 习过程是由教师的讲

解驱动的
,

是一种被动的学习
。

在一个被试的 条 口

语报告陈述中
,

有 条是对教师讲解知识的部分复述
,

有 条是对讲解知识的解释
,

共占总陈述数量的 纬
。

由于教师讲解的速度较快
,

被试难 以 紧跟教师的讲解

内容进行同步思维
,

有脱节的现象存在
。

此外
,

教师在

讲解时需要引用其他知识来说明 当前的问题
,

使被试

的注意力不能有效地集中在关键问题上
。

在这名被试

的口语报告陈述中
,

有 条陈述是对无关知识的联想
,

有 条陈述是派生出的
“

假 目标
” 。

通过考察样例获取知识的过程和特点
。

被试通

过考察样例获取知识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
,

整合样

例组 的被试对样例学 习 了三遍
,

所用 时间是 分

钟 分离样例组被试学 习了 四遍
,

所用时间是 分

钟
。

从被试产生的口 语报告陈述来分析
,

通过考察分离

的样例和整合的样例获取知识的过程是相同的
。

在第一 次考察样例时
,

被试首先运 用 已有的知 识

对样例进行 自我解释 如果不能产生有效的解释 他们

就在样例中搜寻有关的线索 如果还不能产生正 确的

解释
,

就形成一个问题
,

并继续往前走
,

直到整个样例

考察完为止
。

在第二次考察样例时
,

被试主要把注意力

集中在第一次未能解决的间题上
,

通过寻找解题运算

与问题线索之间的关系
,

逐步获取解决问题的规则
。

被

试起初获得规则的概括性很小
,

随着被试考察样例的

逐步深入
,

简单的规则逐渐合成为复杂的规则
。

在被试

最后一次考察样例时
,

他们的自我解释变得更加概括
、

更加准确 这标志着他们已经顺利地获取所学的规则
。

认为
,

示例学习对传统教学的优势
,

主要是由于学 习材

料的呈现方式不同造成的
。

在传统教学中
,

学生注意力

主要集 中在教师讲解的知识上
,

短时记忆 中的内容不

断随教师讲解内容的变化而更新
,

承受 了很重的认知

负荷
。

这样就导致两个后果 一是学生 只能机械地复述

讲解的知识
,

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有关的 间题进行深 入

的加工 二是容易产生一些无关的
“

假 目标
” ,

分散 了注

意力
。

在示例学 习中
,

学习材料是一些例题或问题 所

学的知识蕴含在这些例题和 问题中
,

学生可 以通过 主

动地考察这些例题获取相应的知识 由于样例提供 了

正确的解题步骤
,

并引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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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知识的

获取
。

但是
,

样例的不同呈现方式也会对学习的效率产

生影响
。

在通过考察图文分离的样例进行学 习时
,

学 生必

须先对文字的信息和 图形的信息进行心理整 合方可理

解 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在短时记忆 中同时保留分别来

自于文字和 图形的信息
,

从而加重 了认知负荷
。

而且
,

当注意力在文字信息和 图形信息之间频繁转换时
,

可

能会产生无关的
“

假 目标
” ,

影响学习的效果
。

在通过考察整 合样例进行学习时
,

图形和 文字进

行 了物理整合
,

使学生可在视觉范 围内同时感知到两

种信息
。

这样
,

学生就不必把文字信息和 图形信息同时

存储在短时记忆里
,

从而减轻了认知 负荷
。

由于不需要

把注意力分配到两种不 同的信息来源上
,

从而排除了

激活无关的
“

假 目标
”

的可能性
,

可以使注意力有效地

集中在主要 目标上
,

有利于知识的获取
。

讨论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示例学习优于传统教学
。

我们

结论

根据本实验的研究结果
,

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门 在三种不同的材料呈现方式下
,

被试学 习所用的

时间和 学习成绩存在明显的差异
,

其中整 合样例组所

用的时 间最短
、

成绩最好
,

教师讲解组 所用的时间最

长
、

成绩最差
。

在 听教师讲解进行学 习时
,

被试承受 了较重的认

知负荷
,

没有多余的时间对有关的问题进行思考
,

并且

很容易使注 意力分散到无关的
“

假 目标
”

上
,

严重地影

响了学 习的效果
。

在示例学习中
,

图文整合的样例有利于减轻被试

在学 习过程 中的认知 负荷
,

表现 出比 图文分离的样例

更好的学习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