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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对现代人力资源培训及教学中所涉及的建构主义理论的一次系统性的总

结。首先归纳了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共同主张,然后对建构主义的流派进行了总结,并对

认知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两个主要流派进行了阐述并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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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上世纪 60年代, 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逐渐

盛行,近些年, 其已经成为教育文献中最常提到的

教学理论之一。它以学生为主体, 强调个体主动知

识建构与师生互动 (Nu l,l 2004) ,许多国外学者把

它当作一种时尚的、新颖的、甚至至理名言般的理

论加以推崇 ( P rou ix, 2006)。

一、建构主义的概念及主要观点

1.建构主义的概念

虽然建构主义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 但真正

被频繁讨论的并不是建构主义问题本身,是其因学

派众多而混淆在一起了的确切定义。按照 H arlow,

Cumm ings和 Aberastur i ( 2006)所说, �有多少人试

图去解释建构主义,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定

义。 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建构主义根本就是 �缺乏
定义  。其他赞同者也指出, �在如今的教育文献

中充满了一系列的定义,使得建构主义几乎成了不

可定义的。 ( Nu l,l 2004)也许首先对建构主义哲

学基础的理解能够使其建立更加坚实的基础。虽

然建构主义是教育领域最近才发展起来的领域,但

其涉及的那些问题已经讨论了数千年。

从根本上来说, 建构主义是关于认识论的理

论。认识论研究知识的性质 ! ! ! 即我们所知道的

究竟是什么,和我们怎样来获得我们所知道的。虽

然这些问题过于简单,但哲学家们还是由于意见分

歧而分成了两派:一些人相信知识是与独立的现实

相近似的 ! ! ! 这种现实是同认知者本身分离的终

极真理; 另外一些人相信知识是由人的思维创造出

来的。而建构主义者支持第二个阵营的观点, 他们

认为知识是通过个人经验而构建出来的,并且并不

一定要代表 �真实世界 。

建构主义是一种解释自然知识和人类学习方

法的一种学习理论,它主张通过原始知识、想法、事

件与新接触信息的交互,实现个人创造以及新理解

或新知识的自我建设 ( C annella & Reif,f 1994;

R ichardson, 1997)。应该强调的是, 知识的取得主

要是依赖个人对内容的参与而不是单纯的模仿或

重复 ( Kro ll & LaBoskey, 1996 )。 Chun and Plass

( 2000)也指出, 建构主义是学习者将新知识转化

和内化的一种建构过程。根据 Von G lasersfeld

( 1996)的理论, 被教授的概念不可能简单地从老

师直接传递到学生那里 ! ! ! 学生必须通过对概念

自身的构想而认知它。学习是一个主动参与建构

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被动获取的过程 ( 2, theo ry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v ism )。因此, 建构主义转变了

人需要填鸭式学习的观点,进而指出学习需要积极

寻求能够满足学习者好奇心的焦点,解决麻烦的问

题。而且,建构主义下的知识已经不再作为从专家

转向学习者的一种 �商品 进行传授, 而是在一定

环境下, 通过一种主动参与和相互作用进行建构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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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构主义的共同主张

( 1)建构主义知识观

建构主义者认为 �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

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却由每个人自己决定  。

而且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是一种解释、

一种假设, 虽然包含真理性, 却并不是问题的最终

答案,它会随着人类进步而不断出现新的假设。另

外, 知识必须要针对具体情境进行再创造,而具体

知识也不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具体个体之外,理

解只能由个体学习者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而建构

起来,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学习历程。

( 2)建构主义学习观

学习不仅是只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而是学生

在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在特定环境中对知识的处

理和转换,从而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学习不是被

动的信息吸收者,而是要主动自我建构信息,这种

建构不能由其他人代替。而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只

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只能对学生起到促

进和帮助的作用,不能代替学生建构新知识。

( 3)建构主义教学观

建构主义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学不是知识的

传递,而是知识的处理和转换。学生不再是一个被

动接受知识的容器, 教师不单是知识的呈现者, 还

应该倾听学生的看法, 分析看法的由来, 从而引导

学生丰富或调整自己的理解。这是需要教师与学

生沟通、交流、质疑之后所达到的彼此调整的结果。

另外,建构主义强调, 新知识既不是原有的知

识也不是新信息的简单进入,它是同原有知识相互

作用生成的新产物。原有的知识经验是建构新知

识的起点和基础,可以促进新知识的建构也可以阻

碍新知识的建构。在这个基础之上,建构主义教学

要求学生在建构新知识中要协作、合作。群体的交

流、合作会使个体看到问题的不同侧面, 有利于对

问题的理解更全面、更丰富, 有利于系统思维、整体

思维的发展。

二、建构主义主要派别

建构主义理论分支众多,随着对建构主义的研

究, 出现了六种理论倾向的建构主义, 即激进建构

主义 ( Rad ical Constructiv ism )、社会建构主义 (

Soc ial Construct iv ism )、信 息 加 工 建 构 主 义

( Inform at ion- processing Constructiv ism )、社会建构

论 ( Soc ia l Construct ion ism )、控 制 论 系 统 观

( Cybernetic System )和对待中介行为的社会文化观

点 ( Socio- cu ltura l approaches to m ediated action) ,

这六种建构主义都有其不同的思想倾向,但作为学

习理论, 这些流派的主要思想都是在 P iaget和

Vygo tsky的理论影响下发展而来的。所以说最主

要的流派还是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性建构主义,其

他建构主义的理论也大多是由这两个理论衍生发

展而来。

通过研究对比我们发现,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

性建构主义这两种教学方法并不相斥,因为二者都

是基于 �学习者能通过自我构建学习知识  这一信

念而产生的。但是,这两种方法的侧重点又有所不

同。认知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知识学习中思维的重

要性,而社会性建构主义关注环境以及学习者之间

相互影响的关键因素。因此,虽然 Piaget并没有否

定社会间相互影响的作用,但他的主要目的是认知

结构在学习者中的发展。另一方面, V ygotsky关注

社会交互作用对学习的影响,但也并没有否认认知

的作用 ( 3, theory and pract ice o f constructiv ism )。

1.认知建构主义

为了理解 P iaget贡献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

必须首先将其放入认知论的大背景下。在过去的

几个世纪中, 那些相信 �知识是独立的现实, 也就

是同认知者分离的终极真理相近似  的人在逐渐

动摇。同样的,怀疑者争论说我们无法判断我们得

到的知识是否真实,因为 �我们需要剥离个人经验

而认知世界 ( Von G lasersfeld, 1990; Prouix引用,

1996)。另外一些学者同样通过现在人类所得到

的知识成果驳斥上述观点 ! ! ! 比如古代对日食的

预测和现代科技的成就。 �在面对这些成就的时

候, 事实上,怀疑知识的有效性的说法是荒谬的。 
G lasersfe ld ( 2006)反驳说。

而 Piaget的理论在不抹杀现代知识价值的前

提下,将怀疑论者的有逻辑的结论变成可能被接受

的理论 ( V on G lasersfe ld, 1996)。更重要的是,

P iaget向认知论中引入了适应的概念。他通过生

物实验得出结论:适应能力只不过是在特定环境下

的一种生存能力。知识也是如此。简而言之, 这一

概念的可行意味着行动、操作、概念的结构甚至理

论, 只要对任务或目标的完成是有益的,即被认为

是可行的 ( Von G lasersfe ld, 1998; 引用于 Prou ix,

2006) ,换言之, �真实  便是 �做什么  。

�知识是什么  这个问题从建构主义角度来

说, 可以解释为以下几种 ! ! ! 并不是外部显示或者

客观真理的代表, 而更可以被形容为接近 �真理  

150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第 27卷



的, 可行的,可被适应的。但哪些知识是被建构的

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H arlow, Cumm ings和

Aberasturi( 2006)提出,那些在文献中过度使用 �建

构主义  这个词的文献, 往往都忽视了 �如何建

构 。换句话说,学者常常习惯把想法的结果挂在

嘴边,而并不理解这种想法形成的过程。为了更好

地了解 Piaget理论的基本结构,文章将进一步对模

仿 ( assim ilat ion)、适应 ( accomm odation)和非平衡

( d isequilibrium )进行介绍。

总体来说,学习者运用他们的认知建构去解释

环境。因此,他们吸收新的信息纳入其现有的认知

模式,理解的信息都只在现有知识框架范围内。同

时, 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在他同环境互动之后发生转

变。新的信息结构将原有结构同化,从而修改这些

结构。P iaget将认知建构主义看做对环境的适应,

因此学习是一个由思想与环境不断互动的持续的

过程,这种互动将永远是未完成状态。按照 P iaget

的话来说,认知建构主义就是持续的 �建设中  。

根据 P iaget的观点,所有的学习动机都是为了

保持平衡状态 ( P rouix, 2006)。当一个人接收到的

信息或经验与他的先验知识相矛盾时, 学习者有动

机去修改或者顺应先验知识, 以便恢复平衡。因

此, 那些造成非平衡的信息, 那些涉及扰动

( perturbat ion)或认知冲突的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 �人们经常为了努力解决扰动而决

定深化和修改一个人的世界观 ( P rouix, 2006)。

Fosno t ( 1996)指出, 为了完全理解平衡的含义, 人

们已更改了解其动态性质 ! ! ! 他是一个动态的成

长和改变的 �舞蹈  。这个舞蹈会有两极化趋

势 ! ! ! 同化信息的倾向和适应信息的倾向。
当新经验或者信息同我们已经存在的知识结

构相符的时候即发生模仿。不同的是, �建构主义

指出我们会以原有经验作为观察世界的视角  
( P rouix, 2006)。一方面, 当新经验同我们原有经

验相一致相适应的时候, 便会产生同化, 而同化是

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另一方面, 适应则会取代扰

动, 当新知识或经验同旧有知识相冲突时,学习者

必须修改已存在认知结构以接受新知识或经验。

Prouix ( 2006)指出, �学习者试着有意地让他们的

旧知识顺应 ! ! ! 或适应 ! ! ! 那些同他们冲突的新
知识  。一般情况下, 人们的思维趋于模仿, 只有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主动进行新知识的学习和

适应。

虽然 P iaget已经提出知识获取理论的基本结

构, 但其他一些要点也同样值得注意。首先, 学习

永远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这种 �主动  包括身体上

和心理上的活动。这就是说,主动并不仅仅是身体

意义上的活动, 而且包括创造思想结构上的活动。

正像 Prou ix ( 2006)所解释的, �主动的  这个词在
建构主义中有着更丰富的含义,不能仅仅从字面意

义上理解。学习者必须积极学习,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必须切实建立一个有形的模式, 而是通过反

应、分析、质疑自我, 解决问题等方式,发展自己的

知识结构。

其次, P iaget的理论强调原有知识在学习过程

中的重要性。学生并不是一块白板,一切在课堂上

学到的经验都是根据他们已有知识得来的。于是

教师应该了解学习者已有的知识,并且利用这些知

识来源去建立新理解。而传统讲座式教学简单地

将知识灌输给学生,否定了学习者的主动性和个人

旧有知识认知结构。

根据上述两种观点,建构主义者设想中的课堂

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而非以教师为中心。以学习

者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自由创造一切观点

建构一切知识。老师往往要负责促进学生的思考,

负责引入适合的、可行的概念取代被学生忽视或不

理解的观点。 �建构主义,并不意味着任何概念都

是适合的、可行的, 只是其理论或解释同生活经验

可以相融合 ( Prouix, 2006)。换句话说,并没有哪

种知识比另一种 �更加接近真理 。
在很大程度上,认知建构主义假定发展是一种

根深蒂固的、自然的、生物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发

生不分性别、种类、种族, 社会或文化背景,并且存

在于所有个体的生活和学习中 ( V adeboncoeur,

1997)。内部发展是教学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权

利问题、权威的重点, 并且并不强调正规知识在学

习环境中的地位 ( R ichardson, 1997)。心里建构方

法的批评者抨击其缺乏对 �课堂文化及更广泛的

社会背景  的应有关注 ( Vadeboncoeur, 1997)。

2.社会性建构主义

如今许多文献将建构主义分成多个流派, 其中

最主要的便是 P iaget提出的认知建构主义以及同

他相对立的 Vygtosky的社会性建构主义。 ( Cobb,

1996; Fosno,t 1996)。因此教学方面关于认知建

构和社会互动之间的联系的争论一直存在,即学习

主要 是 主 动 认 知 的 过 程 还 是 文 化 熏 染

( encu lturation )转变为社会实践的过程 ( Cobb,

1996)。Lew ontin, Rose和 Kam in提出 �社会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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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只有个人能够思考  ( 3, theory and practice o f

constructiv ism ) ,但这种说法并不能合理地解释个

体怎样脱离文化背景进行思维拓展。另外一些争

论说 P iaget认识到了学习中社会互动的作用,即使

他关注的并不如 Vygotsky那么多。所以说,这两种

观点应该是互补的, 缺一不可的, 而不是对立的

( Cobb, 1996)。认知和文化影响都会在学习过程

中有所涉及并且对教育产生影响, 本文也在表 1中

对两种学派的特点进行了一番比较。

Vygotsky虽然没有低估个人认知结构在学习

方面的作用, 但他将重点更多放在文化、语言和社

会互动在知识建构中扮演的角色问题上。他表明

社会、人际方面的学习要先于个人内省方面

( Confrey, 1995) , 强调社会是认知的起源, 并且社

会影响学习上的互动 ( 2, 3, theory and pract ice o f

constructiv ism )。

Vygotsky实际上同 P iaget一样, 也主张学习是

发展的,但是他将他的观点分为自发概念上的建构

和科学概念上的建构 ( Fosno,t 1996)。从自发概念

上讲,一方面他通过儿童每天的活动和生活相信知

识会自发发展, 这个假说同 P iaget的结论相一致。

另一方面, 科学概念源于更正规的场景 ! ! ! 如课

堂 ! ! ! 并且代表着文化上概念的一致。他认为,儿

童不太可能自我发展科学概念,但在成年人或者更

大一点的孩子的帮助下, 他们可以掌握观点,思考

过程并最终扩展他们的知识面。儿童在成年人帮

助下扩展他们现有的知识 �空间 ( space)  ,被称为
�最近发展区 ( the Zone of Prox im alDeve lopm ent)  。

Vygo tsky毫无疑问对最近发展区有着杰出贡

献, 但是另外两个概念也同样值得关注。同 P iaget

一样, Vygotsky也对学龄前儿童的语言进行了研

究。但前者得出以 �自我为中心  的结论, V ygotsky

的结论却是 �最初的社会  。Vygo tsky主张内部言

语 ( inner speech)是一种 �使文化上规定的语言形
式和推理找到其个性化的实现方式  的机制

( Fosno,t 1996) ,同时总结说内部言语在自发性概

念的发展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儿童同他

人交流概念的意图方面。
表 1� 认知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比较

认知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

共同点

知识

学习活动

学习者

教学条件

一种解释或假设,个体不同, 建构出的知识也不同,没有最终答案

由个体对外部信息主动选择加工,反复双向的建构知识的过程

可以通过相关知识与经验背景出发推理出假设

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习情境, 协作学习,丰富、有效的学习资源

不同点

研究角度 个人 社会中的互动

学习过程
总结个人经验而不断重构个人的

理解和知识的过程

进入某一实践共同体的文化的过程, 个人的认知加工

通过社会和文化加工分类

学习与发展 发展是学习的必要条件 学习先于发展并促进发展

语言与思维
语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对思维发

展不起作用

语言是社会性的, 作为思维的工具起着计划、协调、解

决问题的作用

学习方法 操纵要学习的对象和概念 在社会情境中积极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
同化 (数量扩充 )

适应 (性质改变 ) 非平衡
最近发展区 支架 ( Scaffolding)

� � 最后, Vygo tsky研究了周边的人对儿童在学习

发展过程所起的作用。他强调考试和学习任务只

能看到儿童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考察儿童同成

人合作的能力才是检验学生能力的更合理方式,他

所涉及的合作是一种对话性质的学习。

总而言之,社会性建构主义假设理论和实践都

不是真空的, 他们由主流文化的假设形成 (M artin,

1994; O ∀ Lough lin, 1995)。为了达到社会变革和重

建的目标,教育背景必须被解构, 并且文化假设、权

力关系和历史影响必须被揭示, 以求精益求精

( critiqued ) , 甚至在必要时进行改变 ( M yers,

1996)。所以说学校在社会环境下进行教育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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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并且在那里利用读、写、算数以及某些形式的交

谈作为 �文化工具  进行活动 ( R ichardson, 1997 )。

社会性建构主义的衍生包括社会再建构主义

( soc ial reconstructiv ism )、社会文化建构主义 ( soc io

- cu ltural constructiv ism )、社会历史建构主义 ( soc io

- h istorical constructiv ism ) 和 解 放 建 构 主 义

( em anc ipatory constructiv ism )

三、总结与展望

建构主义是教育文献中经常被谈及的一个话

题, 并且有多种定义方式。鉴于篇幅限制, 还有许

多认知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其他形式没有

具体介绍。如 Von G lasersfeld在深入研究 Piaget理

论的基础上, 发展出了激进建构主义。 Jerom e

Bruner ( 1990)在 Vygotsky和其他社会建构主义基

础上对学习中文化的角色进行了延伸。虽然如今

建构主义理论盛行,但还有许多反对建构主义及其

教学方法的声音,毕竟关于建构主义的争论已经持

续了两千多年,并很有可能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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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Constructivism Theory in Train ing

YANG K e
(Ch ong 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 ss Un 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

Abstract: Th is paper m akes system a tic summ ariza tion for constructiv ism theory involved in con tem porary HR tra in ing and

teaching. F irst of al,l the m ain viewpo ints and m utua l op in ions o f construc tiv ism a re generalized. Then, the genres o f

construc tiv ism are summarized and the Cogn ition Constructiv ism and the Soc ia l Constructiv ism a re com pared.

Keywords: constructiv ism; cognition;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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