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困难儿童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摘要

对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始终是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日自口，我困

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儿童学习困难的成因及影响因索等宏观研究上。而从认知心

理学角度，对学习困难儿童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体与个别训练极少，缺乏科学的、

系统的学习策略训练方法。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创设一套科学的、系统的对我国

学习困难儿童行之有效的学习策略训练模式。

本研究的方法与大致过程：

第一，运用文献分析法，对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学习理论、学习策Ⅱ晤理论

以及元认知与PASS等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并对国外有关的学习困难儿童学习

策略训练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探求其成功的主要因索及共同特征，为构建我们

自己的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寻找理论依据。

第二，应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学习困难儿京认知及元认知的发展水平’j特

点进行研究，探究其有关的认知与元认知特征，为制订学习策略洲练模式的整体

框架及有针对性的训练内容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第三，以上述分析、研究结果为依掘，确赢学习斟难儿豪学习策略训练模式，

并冠名为《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该模式的确立涉及到：模式的总体

框架、模式的基本成分、各成分的基本功能以及它们之州的关系、模式与学科学

习的关系以及执行原则等。

第四，《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基本确立后，对其进行实际的训练

教学检验。具体实施过程大致为：以某小学3至5年级58名学习困难学生为对

象，以该训练模式对其进行近两个学期的训练。该训练模式的内容主要包括：注

意与监控训I练、精制与监控训练、组织与监控训练、学习资源管理策略的训练。

最后，运用备类训『练后的及时访淡法、追踪调舟浊、案例分析法，j巾-被试

实验法对《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

本研究初步结果：

1、应用认知与元认知相结合的《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能有效提高

学习困难儿童应用领域特殊性学习策略的水平，即：具体的认知策略。如：集中

注意力的策略、复述策略、精制策略、组织策略、以及综合应用这些策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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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困难儿童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前言

儿童学习困难，成因复杂，表现形式多样，始终是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热

点问题。近几十年来，在行为主义理论、认知发展理论、认知理论、元认知理论、

PASS理论等的指导下，国外出现了多种学习困难儿童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其共

同特征是：结合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理论，注重学习困难儿童认知特点，以认知与

元认知策略相结合的训练程序对学习困难儿童进行学习策略训练。有关理论与实

践已证明：学习困难儿童元认知能力(以认知监控能力为核心)明显低于正常儿

童是造成其学业不良的重要原因，因此以元认知理论为基础的训练模式能有效提

高其认知监控能力，从而提高其学习效率。

目前，国外对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趋势可概括为：

1、以认知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为依据，对学习困难儿童认知过程进行动念

研究，编制相应的学习策略训练课程，并通过教学实践进行检验。

2、通过计算机模拟、分析学习困难儿童认知过程及其特点：以有效的训练

内容为模本，编制计算机程序对学习困难儿煮进行训练。

目前，我国相关的研究多集中在儿童学习困难的成因及影响因素等宏观研究

上，而从认知角度，对学习困难儿童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体与个别训练极少，缺乏

系统的学习策略训练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为：创设一套科学的、系统的对我团学习困难儿童行之有效的

学习策略训练模式。

本研究的方法与大致过程为：

第一，运用文献分析法，对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学习理论、学习策略理论

以及元认知与PASS等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并对国外有关的学习困难儿童学习

策略训练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探求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及共同特征，为构建我们

自己的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寻找理论依据。

第二，应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学习困难儿童认知及元认知的发展水平与特

点进行研究，探究其有关的认知与元认知特征，为制订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整体

框架及有针对性的训练内容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第一部分 《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构建

第一章构建《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理论依据

正如前述，本研究的目的是创设一套适合我田学习闭难儿帝的学习策略训练

模式。这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创设该模式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就必然要涉

及到关键词学习策略的定义与构成，以及主要构成成分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现

就这些问题叙述并讨论如下：

一、学习策略的含义

长期以来，教育与心理学界对学j；=『策略的含义、结构及内容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有关学习策略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明晰，由众说纷纭到相对统一的

过程。本人认为：学习策略这一概念外延的沿革与扩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认为学习策略就是具体的学习方法或技能。例如，梅耶(Mavor)

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影响其如何加工信息所使用的各种行为”。尼斯比特

(Nisbet)认为：“学习策略是一系列选择、协调和运用技能的执行过程”。丹塞

路(D吼sereau)认为：“学习策略是能促进知识的获得和储存以及信息利用的一

系列过程或步骤”。也有人说：“学习策略是指在学习活动中，为达到～定的学习

目标而掌握的学习规则、运用的方法和技巧”。尽管说法不同，但这些观点都把

学习策略看是一系列外显的学习行为。

第二阶段，以现代信息加工理论为依据，将学习策略看成是一种有关信息加

工以及控制信息加工过程的知识，这种知识既包括信息加工各环节的方法和技

术，也包括对整个信息加工过程的控制策略。该观点的核心是：学习策略既有外

显的学习成分也有内隐学习的成分。

第三阶段是以元认知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为标志的，它使学习策略的含义及结

构更为明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瑞斯尼克(Resnick)等人将学习策略分为仲

裁策略(mediational strategies)与一般策略(general strategies)，前者涉及到完成

一项具体学习任务时使用的特殊方法或技能；而后者涉及到与认知活动有关的广

泛行为。布朗(Brown 1974)把“计划性”看成是学习策略的核心成分，他认为，

造成学习不良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制订学习计划的意识。1983年，斯腾勃格

(Stemberg)将学习策略分为执行技能(executive skills)及非执行技能

(no-executivc skills)。前者是指在执行认知任务中，计划、监控及修正的各种技

能；而后者是指具体执行认知策略的技能。魏斯坦(weinstein)认为：学习策略

包括四种策略，即：认知信息加工策略(如复述、精制)、积极学习策略(如应







试策略)、辅助性策略(如处理学习焦虑策略)、7亡认知策略【如监控新信息的获

得等)。1994年，丹博(Dembo)以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碓j，结合弗拉维尔(Flwell)的

元认知理论，提出了一个有关学习的信息加工模式，该模式指出：学习策略包括

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能对信息进行直接加工的方法和技术属j1认知策略，而

对信息加工过程的反馈、控制与调节属于元认知策略。后来，有人将学习资源管

理策略也包含在学习策略中，该策略主要包括自我对学习时间的管理、对学习环

境的管理以及对自我意志的管理策略，其核心也仍然是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的

结合。

综上所述，学习策略既包括具体策略的执行方法，也包括对此执行过程的调

节、修正与评价。以下就学习簧略的两个主要成分，即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作

进～步的讨论。

二、领域特殊性策略——认知镱略

关于认知策略的定义，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从不问角度对其予以描述。概括

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认知策略就是学习肯在认知过程中为

达到认知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思维方法或技能；另一种观点认为：认知策略既包括

解决具体问题的认知策略，也包括自我监控、自我反馈、自我凋节等元认知策略。

以后，许多教育心理学家列自我监控、自我反馈、自我调节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

越来越重视，故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_iJ『l以研究，这就是所谓的元认知研

究。这旱，为叙述的清楚与方便，采纳第1。种观点，将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分

别叙述。

如上所述，认知策略的作用在于直接加工信息。而信息加：[的过程可分为四

个阶段：(1)选择，即个体主动对呈现的刺激加以注意，并将其转入工作记忆：

(2)获得，即个体准备将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转入长时已忆；(3)构建，即通过

心智操作如图式等，将工作记忆中的有关信息联系起来：(4)综合，即个体在长

时记忆中搜索已有的信息，调入工作记忆中，将其与新信息综合起来，并储存于

长时汜忆中。由此可见，工作记忆是信息加：J：的重要二l￡台，它既要对接受的信息

进行初加工．也要将现有信息与已有信息进行匹配与综合，最后，将加工完成的

信息储存到长时记忆中去。钊对上述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有三种对应的认知加

工策略，即：复述策略、精制策略与组织策略。复述策略用于认知过程的初始阶

段，如选择与获得阶段：精制策略主要用于构建阶段，主要对信息进行初步加工

和局部加工。而组织策略主要用于综合阶段，即在对信息初步加T的基础上，对

信息进行整体加工和深加工。当然，上述说法．并不绝对，譬如：在综合阶段，

信息进行整体加工和深加工。当然。上述说法。并不绝对，臀如：在综合阶段，





的搜索范围已分成若干相互联系的较小的搜索范围．故可以减轻思维负荷，提高

提取与保存信息的能力。

上述三种策略属于具体的认知策略，主要用于完成具体的认知任务，所以具

有领域特殊性的性质。

三、领域一般性策略——元认知策略

为了说明什么是元认知策略，在此，先从元认知的定义及内涵说起。心理学

家认为：人对自身思维过程的意识与认识能力是认知晌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能阐

明这种能力在认知活动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将会对正确揭示人的

认知过程的本质、提高认知水平起到重大的作用。由于元认知的基本含义就是对

认知的认知，所以自该理论问世以来，便受到心理学及教育学界的极大关注，并

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与实践研究。以下根据国内外的有关资料，简述元认知的

概念及其构成：

从历史上看，尽管许多中外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在其论述中涉及到元认知的

思想。但作为一个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弗拉维尔于上世纪70年代在其《认知

发展》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元认知就是个人在对自身认知过程意识的基础

上，对其认知过程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监控与自我调节。元认知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即：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监控。

(一)元认知知识

元认知知识是指个人对影响自己或他人认知过程有关因素的认识。由于个人

因素、任务和目标因素及策略因素是影响认知活动的主要因素。所以，元认知知

识就是对这三种因素的认识。

1、对个人因素的认识。

即对自身及他人认知能力与特点的认识。包括：(1)对个体内蒺异的认识。

例如，某人认识到：对自己来说，从听觉通道获得的信息比从视觉通道获得的信

息更易保存；(2)对个体间差异的认识。如：某人认识到：自己的空间想象能力

较周围的人强；(3)对存在不同认知水平的认识。如：人在发展中可能逐步认识

到：自身的认识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达到不同的水平。也可能认识到：即

使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个体间的认识能力也存在着差异。弗拉维尔认为：无论是

儿童还是成人，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和客观世

界。





2、对任务和目标因素的认识。

即对在完成认知任务和目标中所涉及的各种有关冈素的认识。丰要包括：(1)

对认知材料的认识。即认识到哪些信息对完成任务有用，哪些无用；哪些信息的

获得是轻而易举的，哪些信息是必须经过思考与推理后才能获得的；哪些信息是

自己感兴趣的，哪些信息是枯燥无味的，但又必须通过意志努力去掌握的；(2)

对任务性质的认识。如：认识到读懂一篇文章与按此文章格式写出一篇文章，两

者的难度是不同的：做选择题要比做填空题容易等。

3、对策略因素的认识。

即对在完成认知过程中各种有关策略知识的认识。如包括对以下问题的认

识：要达到认知目标?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认知策略?根据认知任务及目标的性质

与特征，哪些是首选策略?哪些是备选策略?怎样应用这些策略，为什么及在什

么时候应用这些策略?例如，某人已经知道在观察时可采用顺序观察法、特征观

察法、视觉分割观察法(利用想象出的横线与纵线将观察对象分成若二r．部分，然

后有次序地对每部分进行观察)及比较观察法等。同时，他也知道：在对某事物

进行观察时，如无时间限制，可利用顺序观察法进行观察；蜘j有时州限制，可朋

特征观察法；如要求观察两事物之间的异同时，则可联合应用视觉分割与比较法

进行观察。

(二)元认知体验

l、什么是元认知体验

元认知体验是伴随认知活动的一种情绪体验，它可能发生在认知活动的任何

时刻。这种情绪体验在过程上可长可短；在程度上可强可弱。如在教学中，某学

生意识到自己已理解并记住了大部分的教学内容，从而产生轻松、愉悦的心情：

另一位学生因意识到自己理解这段文字相当困难，从而产生悲观、焦躁的情绪。

弗拉维尔认为：元认知体验最可能发生在思维活动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在解一道

较难的数学题时，每向前推行～步，都伴随着理解的喜悦，百思不解的困惑，兴

奋与焦虑交织在一起，始终贯串着整个认知过程。

2、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体验的相互联系

弗拉维尔认为：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体验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具有

部分重叠。

第一，某些元认知体验具有元认知知识的成分。例如，当你被某一难题困扰

时，突然想到了与此相似的另一个已用某种方式解决了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



你感到困惑是元认知体验，而同时又想到已往成功的经验，这又涉及到元认知知

识。所以，弗拉维尔又说，最好将某些元认知体验描述为已进入意l}{中的元认知

知识。

第二，某些元认知知识可以形成元认知体验。例如：当你遇到一个其他人感

到困惑的问题时，由于你已有成功运用元认知知识解决类似问题的经验，所以你

对这一问题非但不感到困惑，反而产生一种自信、激动的情绪体验。这就是弗拉

维尔所说的，元认知知识又激发了元认知体验。

3、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体验的相互作用

在认知过程中，元认知知识与元认知体验是拥互作用的。首先，对元认知体

验是如何作用于元认知知识的进行分析。第一，元认知体验可对任务目标的确立

产生影响。例如：困惑或失败的体验可使你放弃或修ifi原定的了F1标或总{=；1标。

第二，元认知体验可以影响个人的元认知知识。例如：遭受批折的体验可使你对

自己原有的元认知知识进行补充、修改或删除，从而完善自己原有的元认知知识。

第三，元认知体验能刺激认知或元认知策略的产生。例如：你担心自己目前对有

关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是否能通过明天的考试时，你因而采用自我提问的方式来

检查自己的理解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担心”是元认知体验，而由此激起的“自

我检查”就是元认知策略了。

(三)元认知监控

元认知监控制是指个体在进行认知活动的全过程巾，将自己难在进行的认知

活动作为意识对象，不断对其进行积极、自觉的监视、控制和凋=箝。按认知活动

的进展过程，相应的元认知监控策略可分为一F四种：

l、制订计划

即在认知活动开始之前，根据认知任务的性质、特点、确定完成任务的实际

步骤：考虑可选择的策略：预计可能的结果等。

2、对自己认知活动的过程实行监控

即及时对自己认知活动中的有关信息进行反馈、评价与调整。如当意识到自

己的认知过程正接近认知目标时，则可决定按原定计划，继续采用既定策略向最

终认知目标逼近。如意识到自己的认知过程正在背离认知目标时，则应该及时修

正或改变原有认知策略。

3、检查认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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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根据认知目标评价自己的认知结果，做⋯足完个达到、部分达到、还足根

本没有达到的判断。

4、采取补救措施

即根据检查的结果，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可行的补救措施。

以上对元认知的定义及内涵做了叙述，从中可见：(1)元’叭知的核心是对自

身认知过程的监控；(2)元认知策略就是个体对自身认知过程进行自我监控、自

我反馈、自我调节的方法与技能，元认知策略适用于所有认知任务，即它具有领

域一般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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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构建《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实证依据

为了构建本研究欲提出的学习策略训练模式，铂：上述有灭理沦分析的撼础

上，我们又为构建新模式寻找实证依据，具体包括两个方而：一是对目前国外流

行的三类学习策略训练模式进行分析与总结，探究其其同特征一：是自行进行有

关的实验研究，探究学习困难儿童有关的认知与元认知特征及其学习资源管理能

力。现将有关内容报告如下：

一、学习策略训练模式构建的实践依据

(一)以元认知理论为基础的学习策略训练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元认知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fH现了以元认

知理论为依据的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及相应的课程，其主要特点是在训练程序中将

元认知策略与具体的认知策略训练相结合。许多著名教育与心理学家认为，该训

练模式较传统思维训练模式更具合理性与优越性。如：美围心理学家加浞(K．M．

Gagne)说，浚模式不仅教授认知策略的行动序列部分，而且用更多的时间教授模

式识别，即告诉学生什么时候采用一个行动系列最为有效。mi朗在比较备类思维

训练模式后认为，以元认知理论为基础的思维训练模式与其它训练模式的最大区

别在于：该模式在教授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的基础上，更注重教授条件性知

识。而条件性知识更多地涉及到元认知策略。以。卜I将该训l练模式的主要内容、目

标及原则概括如下：

l、主要内容

(1)教授具体的认知策略，如：复述策略、精制策略及组织策略等。

(2)教授元认知策略，其中又包括：

A元认知的概念、元认知经验等；

B元认知变量，包括：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认知特li、lI：确认Il{学习任务

的性质与特点等：任务或行动、策略；

c元认知的执行策略，包括：如何制定学习计划、如何监控自己的认知过程、

如何检查与评价自己的认知结果等。

2、训练目标

(1) 培养学生产生正确的自我概念，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抱负，主动追求知识。

(2) 提高学生对学习情境的敏感性与意识，学会利用有效的策略及自我监控

能力。

(3) 通过应用适当的学习策略，培养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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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具有自我意识的学习者，使他们学会自我评价、自我指导。

3、执行原则

(1) 以学生为中心，提倡探索与发现学习。

(2) 训练程序要有助于学生的参与，提高他们的动机水平以及相互间的合作

意愿。

(3) 通过教师对学习任务的分析与策略应用步骤的讲解，使学生主动利用有

关的学习策略完成学习任务。

(4) 引导学生将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归功于自己正确地运用了学习策略。

(5) 鼓励学生将其在训练中获得的能力迂移到其它学习情景中。

目前，许多理论与实践研究结果均表明：学习困难儿童在认知与学习过程中

自我监控水平低下是导致其学习效果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推论，以元认知

理论为基础的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可能更适合于学习困难儿豪，因为该类模式的核

心就是提高学生对自己认知过程的自我意识、自我监控以及自我调节的能力。

(二)以PASS理论为基础的学习策略训练模式

20世纪90年代，由加拿大著名心理学家戴斯(Das 1990)等人提出了一种新

的智力理论即P：Ass理论。PAss依次是计划(plaIlning)、注意(attention)、继

时性加工(successive pmcessing)与同时性加：[(simultaneous processing)英文

的第一个字母，是认知的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又分为三个系统，即注意系统、

信息加工系统与计划系统。PAss理论认为：

(1)注意系统是其它两个系统得以rF常运作的基础，根据注意的功能，将其分

为维持性与选择性注意；根据注意的发生阶段，将其分为接受和表达信息阶段的

注意；就其发生于不同的感觉通道而占，注意可以是视觉性的、听觉性的也可以

视听混合性的。

(2)信息加工最基本的方式是继时性与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是指：将多个

刺激接合成暂时性的系列组合，“继时性加工往往将刺激整合成特定的系列，使

各成分形成一种链状结构”。同时性加工是指：将多个刺激同时整合为一个单元。

继时性加工与同时性加工都发生在工作记忆中，其加工结果储存于长时记忆中。

加工水平除了与材料特性有关外，还与加工者个人的知i=}{背景与相应策略的应用

能力有关。

(3)计划系统是指：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规划、调整与检验。计划过程包括：计

划的产生、计划的选择、计划的评价与计划的调控。在PAss模式中，注意系统

是信息加工的定向与维持系统，信息加工系统是信息编码的执行系统；计划系统



具有对认知过程监控、评价与调节的功能，四个过程与三i个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

互联系，在人的认知活动中协同发挥着作川。

出于PASs理论的提出，便产生了针对学习困难儿童进行学习策略训练的

PASS理论补救计划PⅪ!P(PAss Remediation Pmgram)，实践表明：浚程序有助

于激发和提高学习困难学生的选择性注意水平、继时性与同时性加工水平及计划

能力。现将有关该训练模式的原则、内容、训练材料简要介绍如下：

1、、教学原则

(1) 学习策略必定是获得的，而不是给予的。

(2) 学生应该具有学习学习策略的知识慕础，训练者应陔为学生提供策略迁

移的机会。

(3) 训练者有必要让学生体验到老策略的无效性以及发展新策略的必要性。

(4) 策略学习要小步进行，由易到难，从简到繁。

(5) 策略训练应该与教学内容相结合。

2、教学内容及训练材料

具体的训练程序与内容是根据不同的训练目的与训练对象丽有。定的差异，

但其核心也是将具体的认知策略与监控策略的训练结合起来。如继时性加工与同

时性加工主要涉及到认知策略的应用，注意与计划则更多地涉及到对自我认知加

工过程的监控与评价。在训练过程中，为学生提供继时性加工、同时性加工及混

合性加工材料，材料形式有文字、图形、符号等。利用指导语及有关程序督促被

训练者制定完成任务的计划，并监控与评价计划执行的过程与结果。

据有关资料报道，PASS补救训练模式在对学习斟难儿煮、天／4‘学习困难儿

童、轻度弱智儿童的训练中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三)学习策略介入式训练模式(sIM)

SIM(Stratel；y Intervcntion Model)，即策略介入式训练模式。该模式是由

Kansas大学的学习研究中心设计的，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日爿是一种有效的学习策

略训练模式，现己被广泛应用于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策略训练。陔模式强调学习

策略和学习任务相结合，让学生在训练中掌握具体的学习策略，再将掌握的学习

策略迁移到其它的学习任务中。该模式是一系列“具体行动和认知行为”的整合，

其实施可分8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前测

教师通过安排具体的学习任务，了解学生使用策略的水jF，确定需要训练的









实验对蒙：上海市闸北区止园路第二小学3年级‘j 5年级彼试共41人，其

中3年级15人，平均年龄为9岁2月：5年级26人，平均年龄为¨岁5个月。

男女比例为1．16：1；学习优秀学生21人，学习困难学生20人。

被试选取标准：学习困难学生的选取应符合以下条件：①智力『F常；②主要

单科学习成绩经常不及格，平均成绩处于班缴的后10％以内。学习优秀学生的选

取标准为：主要学科学习成绩较好，平均成绩处于班级前20％以内。

2．2实验材料

根据PASS理论中有关同时性加工的定义，并参照《Helping Children

0vercome Lea玎lin2 Disabilities》一书中的有关测题，自编同时性加工测题。全部

测题分为两部分，即：空间同时性加工与语言同时性加工。考虑到同时性加工可

主要体现在整合、推理、聚类、逻辑、空间或语法理解血个认知加j】i过程中，故

本研究在空间同时性加工测验中设计了相应的5个分项目，即：图形记忆、矩阵

推理、字母旋转、镶嵌图形提取、掩蔽图形搜索；在语言同时陛加工测验中也有

5个分项目，即：代币测验、语法关系、类比推理、汉i笋合成、句子集成。在每

个分项目下按难度递度各设计3道测题。如此，整套测试材料分为两类，lo项，

共30道测题。为清楚起见，将本测试材料的结构图示如下：

测试材料▲／广＼▲
空间同时性加工·彳俞▲

整合推理聚类逻辑空间理解

图形记忆

矩阵推理

字母旋转

镶嵌图形提取

掩蔽图形搜索

语言同时性加工·√彩除▲
整合推理聚类逻辑语法理解

代ln测舱

语法关系

类比推理

汉字合成

旬f集成

2．3实验程序

2．3．1预测

选取4名普通学生进行预测，经对预测结果分析后，对原测题的部分内容作

调整与修改。

2．3．2正式测验



(1)个别施测：

出示例题，并结嚣猕脞簦堡殓弹萃否瑁。醉缢巷勺Z料堂爿。州垂象⋯妄驯

掣拳要鬻叁薷磷?塾翱趔l卅1磴争蕾毳瓣衙害簦：囊磺艘Ⅲ谬港蔼瞄取萋增淫霉碧

朔驰丝#搬鹭扳夔锻删i≥模式．

i≤}蒯錾盈留

∞潲瑁翟掺鞫细j训练模式的核曲誊孽巍稿蠢掣。态器翟譬缮蝼氧黪臻掣蛤

”；土显态鼎j篱黼烈端。销秽辅箍；撵{怄舞肌薄：秆笛明U蟹棼；∽孙瀚甾

茧窘峁掣誊容提供了依据。据此，我们提出《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现

将该模

式的基本构成、学习策略的策略性知识、以及元认知监控策略在学科学习 中的应

用分述如下：

一、《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基本构成

《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基本结构如卜^图所示

在上述《 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巾，有两个基本问题，它不仅涉及

到有关的理论，也会对该模式的实际操作产生影响。一是在该模式的执行中，如

何将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结合起来：二是认知与元认如策略是如何应用于具体
学科学习 的。现将这两个问题用简图表示如下：

学习策略八．
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

＼＼▲／
学科’≠习

上图类似二个三角形的结合，上面一个三角表示学习策略的基本结构，卜

个三角表示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共同作用于学科学习，中间箭头表示认知策略

与元认知策略的相互关系。以下根据这一图示，将有关内容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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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3与5年级的学习优秀学生在空间同时性加工上无差异，

在语言同时性加工上有差异；在总的同时性加工上无差异；而3与5年级的学习

困难学生在空间同时性加工上无差异，在言语同时性加工也无差异；而在总的同

时性加工上有差异。

3．5同时性加工效率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

根据教师对学生近一年来学习成绩的整体评价，得出两组被学生的综合学业

成就。综合学业成就从上至下分为10个等级，处于班级前10％的被试，其综合

学业成就等级为10分：前10％～20％之间的被试为9分，其余以此类推。经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得出总的同时性加工效率与综合学业成就的相关系数

为O．709。P<0．001，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另外，我们又对空间同时性加工效率、言语同时性加工效率与综合学业成就

分别求相关，结果见下表：

表3空间同时性加工效率与综合学业成就的相关

图形记忆矩阵推理字母旋转镶嵌图形提取掩蔽图形搜索空间同时性加工

综合学业成就．713 ．241 ．518 ．470 ．483 579

表4语言同时性加工效率与综合学业成就的相关

从上表中可见：总的来看，空间同时性加工与综合学业成就的相关极其显著，

但“矩阵推理”不显著，其它各项均显著。同样，总的来看，语言同时性加工与

综合学业成就的相关极其显著，且各分项目均极其显著。

4、分析与讨论

4．1学习困难学生同时性加工的特点

学习困难学生空间同时性加工能力较差主要表现在：他们注意范围狭窄，视

觉搜索较盲目，对空间图形的观察缺乏概括性和针对性，无法抓住空间对象的关

键特征。在测试中，学习困难学生再现的图形中存在两类典型的错误：一是在纵

向与横向上，图形上下、左右颠倒；二是在图形的完整与对称性上，他们再现的

图形往往缺少重要部分，且图形扭曲、杂乱。造成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两个霞要



原因：(1)学习困难儿童在注意方面存在缺陷，他们无法将注意集中在需要学习

的对象上，也无法在多个学习对象上进行注意的分配，从而缺乏辨别与概括对象

的基础，导致再认与整合刺激的能力低卜．。(2)认知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空问

同时性加工的效率与认知策略的应t}}；J水、F有关。学爿幽难儿戢缺乏订效的认知策

略，他们不能根据认知对象的特征，借助自己有的知识和经验，恰当、灵活地使

用观察、复述、精制与组织等认知策略。这就必然导致加工过程的无序I_j混乱，

从而在提取与整合信息时产生困难。

学习困难学生语言同时性加工能力较差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文字形象的整合

能力差、不能完全把握语言的内在逻辑关系。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有：(1)学习

困难学生语文知识不扎实、知识面不广，缺少进行深入信息加：[的基础。(2)缺

少具体的认知技能，不能主动、有效地使用各种认知策略。在本研究中，我们发

现：只要给予他们适当的语言提示与时问，他们还是能够明品地降低作业的错误

率。

4．2学习困难儿童同时性加工的特点对开展学习策略洲练教学的启示

上述同时性加工效率与学业成就显著相关的结果表明：提高学习困难儿章的

认知加工水平，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其学习成绩。因此，对学习困难学生进行学

习策略的训练十分必要。从以上对学习困难儿奄嗣时性加工特点的分析ch可以

得到如何开展学习困难儿章学习策略训练教学的若}二启示：(1)有必要对他们进

行科学的、系统的学习策略训练，帮助他们提高认知加：[水甲，促进其学习效率

的提高。(2)在进行学习策略训练的同时，注重对他们进行基础知识的补缺。(3)

在学习策略训练教学中，要注意安排适当的教学难度，要小步渐进，不断反复。

(二)学习困难学生学习时间管理能力的研究

1、前言

学习时间管理是指学习者对自己学习活动时间的分配与消耗进行的预测、计

划、实施、检查和评价的过程。管理水平的高低，涉及到对时州价值的认识、对

时间特征的把握以及时间消费的习惯及方式方法等。如f；ji『所述，学习资源管理是

学习策略的一部分，而学习时问管理又是学习资源管理r}I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

究表明：学生对学习时间的认知和管理能力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元认知发展水平。

本研究以普通中小学中的两个极端群体，即：学困生和学优生为研究列象，

参考时间管理工程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根据时划管理的主要内容，自编“学生学

习时间管理调查问卷”，了解学习困难学生学习时间管理的特点，为开展这方而



教育与训练提供依据。

2、研究方法

2．1被试选择

从上海市两所普通小学4、5年级和一所完中的初巾预备级和初～年级随帆

选取60名被试，其中30名学习困难学生，30名学习优秀学，k男生37名，女

23名。优秀学生与学习困难学生的选择标准为：以其所在年级为参照，以最近3

次语、数、外考试成绩的平均分(标准分)为依据，若均等于或大于1．5个标准

差以上，则定为学习优秀学生：若均等于或小于负1．5个标准差异以下，则定为

学习困难学生(智力正常)。有关情况见表l：

表1被试基本情况

4年级 5年级 初中预器级 初oF级
年级

优 著 优 羞 优 差 优 著

综合评定 8．44 4．29 7。86 4．23 8．62 3．04 g． 1l 4．7

人数 7 6 8 8 7 9 8 7

小计 13 16 16 15

2．2问卷的编制与说明

第一，自编《学习时间管理调杏问卷》。在参考闫内外有关“时I训管坪”和“科

学决策”理论的馨础上，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自编"}习州fIlJ管理凋☆问卷》，

总共30题；每题采用4级评分制。

第二，问卷内容包括时间管理的三个方而，即：时M伶王f{!意U{：时mJ管理规划；

及时间实时管理。现将其中内容分述如卜．：

A、时间管理意识

包括时问管理观念性、时间臀理l|；_l干|t．睢及时问箭理H补性■个维度。时问锵

理观念性维度可考察学生是否有主动管理时问的意U{、观念。时州舒理自律讹绯

度调查学生时间使用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能力。时问管理竹律性维度调查学生

是否明确自己的学习习惯及在各时段的学习状态。

B、时间管理规划

包括时间管理计划性、时间管理策略性及时间管理统筹性三个维度。时间管

理计划性维度调查学生时间安排是否有计划，有组织。时问管理策略性维度调查

学生管理时间的具体方法、技巧。时间管理统筹性维度调查学生对学习时间的统

筹安排。



c、学习时间实时管理

包括时间投资、即时性、抗干扰性、抗疲劳性四个维度。时问投资维度调查

学生是否会在学习前做一些必要的“时间投资”。即时性维度调查学生做事是否

能够即时、不拖延。抗干扰性维度调查学生抗学爿f二扰的能力。抗疲劳性维度调

查学生在学习负荷较重的情况下，抗学习疲劳的能力

3、结果分析

3．1时间管理意识

将学习困难学生与学习优秀学生在观念性、自律性、节律性三个维度的有关

数据做多因变量方差分析，Pillais、I{otellings、wilks统计值(O．021)说明：

从整体上看，两组学生在时间管理意识方面存在差异，即：学习困难学生较学习

优秀学生为差。再对这三个指标进行两组均值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2均值比较结果

结果显示，学习困难学生上述3个指标的均数均低‘『．学习优秀学，{i，花‘观

念性”维度上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05)。在“自律性”维度上，两类学

生无差异，且表现出较高水平，表示他们均有自主安排自己学习时间、根据学习

任务的性质调整学习时间的意识：在“节律性”维度上，两类学生无差异，随表

现出较低的水平，说明无论学习优秀学生还是学习困难学生他们对自己生理、心

理状态的节律变化均没有清醒的意识，认识不到这种变化会对学习效率产生影

响。

3．2时间规划能力

时间规划能力是时间管理的核心内容，反映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之前或学习活

动中综合规划学习时间的能力。对两组学生在计划性、策略性、统筹性三个维度

上的有关数据做多因变量方差分析，P儿lais、Hotellings、wilks统计值(O．ood)

说明：从整体上看，学习困难学生在时间规划能力上显著低于学习优秀学生。再

对这三个指标进行两组均值检验，结果如下表：





4、总结与讨论

教学的实践经验表明：学生学习时间的管理水平能明显影响其学习效率，学

习时间管理策略是学习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调查中学习州问管理能力的实质

是间接反映了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即学生对自身认识活动的自我意i：}{、自我j监控

以及自我调节的能力。元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学生学习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诈多研究表明，学习困难的产生与其元认知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有直接关系，同时，

有效的元认知训练可以明显改善学生学业不良的状况。

本研究从学习时间管理角度进一步证明：学习困难学生相对落后的元认知水

平对其学业发展的影响是弥散的，即：元认知不仅直影响认戋|j过程，而日．影响与

认知过程有关的学习时间管理能力。如本研究发现：学习困难学生在学习时问管

理能力上的相对滞后集中反应在对学习时问的舰划卜，即：不能很好的计划臼已

的学习时间、统筹安排学习活动。学习困难学生对学习情景的敏感性也较差，有

效学习时间在整个学习时间中的比例不高，即他们进入学习情景的时间较长，往

往是在教师和家长的督促下被动渐进的，无形中“磨”掉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

以上结果提示：对学习困难和学优生均需要时_、}lj管理上的元认知教育’j训

练，因为我们在与被试进一步交谈发现，即使足学优生所获得的较高管理技能也

是零碎的、不系统的。wagner和sterberg(1984)建议：在教学过程巾，既要

注重学科知识的传授与具体认知策略的训练，也要加姒元认知能力的训练，其巾

包括对学习时间管理策略的训练，而这对于学习困难学生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章《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执行原则

《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理论构建足木研究的第一步，它必须在

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接受检验。为了使该模式在实践过程·p遵循原设计的基本思

想，笔者提出了以下三条执行原则。

一、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相结合

如前所述，学习策略包括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在学习过程中，二者相互

促进，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在学习策略训练中，必须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如果只注重其体认知策略的训练，所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学生只会在相同的学

习情景下运用策略，而不会将其主动、灵活地迁移到类似或其它学习情景中去。

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相结合的训练方式很多，我们常用的有两种：一是运用策

略流程图，如：复述策略流程图、精制策略流程图与组织策略流程图，在流程图

中，既包括执行认知策略的每一个步骤．也包括对每一步骤的自我反馈、自我髓

控与自我评价，即元认知策略。在训练中，给定具体任务，让学生选择策略，严

格要求按相应流程图完成任务。二是利用dj『ifIf介绍的策略plt价矩阵(sEM)，l；!JJ

要求学生掌握与每一具体认知策略相应的三类策略性知识，尤其是条件性知识。

以上两种方式可联合或交特使用，其目的都在于：lI：学牛体验运用策略的有效忭，

提高运用策略的主动性，增强自我监控的自觉性。

二、促使学生主动积累与构建策略性知识

在学习策略训练中，一方面，要使学生尽可能多地掌握具体的认知策略：另

一方面，要使他们掌握与其相应的策略性知诌{，这是提商学，I三策略应J1J水、F的‘

个关键。一般而言，掌握策略的陈述性与程序知识较容易，而条件性知i：}{的掌握

较困难，因为它涉及到个体知识背景、学习经验，对客体与主体的认识与评价等

多种因素。另外，对条件性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为促使学生

主动积累与构建策略性知识，我们采耿的主要方法有：(】)让学生汜学习F¨己，

反思运用策略的过程，特别是对策略应用结果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即为什么在这

种学习情景下运用这些策略有效，而运用其它策略效果不大或无效。(2)让学生

相互交流运用策略的体验，要求学生思考，为什么别人会想到运用这种策略，而

我却没有想到?或者说，为什么我也想到并运用了这种策略，但却没有达到与别

人相同的效果?(3)教师收集、积累并向学生展示多种成功运用学习策略的范

例，要求学生在模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策略。



三、鼓励学生在各学科学习中积极运用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训I练形式既可相对集中训练，也可分散在各学科教学中进行，或

者二者结合进行。我们要求，不论采用哪种形式，必须有各学科或主要学科

教师参加，要求教师思考，如何根据学科特点来进行学习策略的训练，如何

针对学生在不同学科中的学习情况来规划与实施训练内容。另外，从学生角

度来讲，要充分体验元认知策略的领域一般性特点，主动将其运用到各学科

领域，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学习策略的应用水平。



第二部分 《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实践

第五章注意与监控

一、注意概述

(一)注意的概念

注意是从事学习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苟子况：“君

子壹教。弟于壹学，亟成。”意思是说，教师专一地教，学生专一地学，很快便

能够完成学业。许多心理学实验与教学实线均证明：许多学习成绩不良的学生，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低下，而是没有集中注意学习。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的注

意力，进而提高学习效率?这是本研究十分关注的问题。这晕先从心理学角度，

简述有关注意的概念、分类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两个方而叙述有关注

意训练的问题，一方面，如何应用注意力的训练方法，提高学习困难学生的注意

力。另一方丽，如何在学习过程中，应用有关的策略，监控自我的注意状态，有

效提高学习效率。

心理学认为：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h指向性与集·。p性

是注意的两个基本特征。注意的指向性是指心理活动有选择地指向一定的对象，

而离开其余的对象。注意的集中性是指心理活动停留在被选择的对象上的强度与

紧张度，它使心理活动离，卜一切无关的事物，并抑制多余的活动，简要地泌，注

意的指向性反映了注意的方向性特征，注意的集中性反应了注意的强度特征。

(二)注意的类型

根据注意对象的不同，注意分为外部注意与内部注意_两种，外部注意是指人

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它通常与知觉同时进行，在探究外部世界cl，起着重作用。内

部注意是指对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注意，即对自身注意状态的意识与监控，它对

于学生洞察自身的心理活动，发展自我意识，调节自己的学习行为，形成良好得

个性品质等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注意有无目的性和意志努力程度，可以将

注意分为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无意注意是指事先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需要作

意志努力的注意。无意注意的产生和维持，不需要意志的努力，而是人们自然而

然地对那些强烈的、新颖的和感兴趣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的指向和集

中。有意注意是指有预定目的的，需要作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有意注意是人特

有的～种心理现象，是与人的意志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学习活动中，有

时会感到疲倦、学习内容枯燥，但是又必须完成学习任务，这时就必须通过意志

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及维持在学习的对象上。



第二部分 《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实践

第五章注意与监控

一、注意概述

(一)注意的概念

注意是从事学习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苟子况：“君

子壹教。弟于壹学，亟成。”意思是说，教师专一地教，学生专一地学，很快便

能够完成学业。许多心理学实验与教学实线均证明：许多学习成绩不良的学生，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低下，而是没有集中注意学习。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的注

意力，进而提高学习效率?这是本研究十分关注的问题。这晕先从心理学角度，

简述有关注意的概念、分类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两个方而叙述有关注

意训练的问题，一方面，如何应用注意力的训练方法，提高学习困难学生的注意

力。另一方丽，如何在学习过程中，应用有关的策略，监控自我的注意状态，有

效提高学习效率。

心理学认为：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h指向性与集·。p性

是注意的两个基本特征。注意的指向性是指心理活动有选择地指向一定的对象，

而离开其余的对象。注意的集中性是指心理活动停留在被选择的对象上的强度与

紧张度，它使心理活动离，卜一切无关的事物，并抑制多余的活动，简要地泌，注

意的指向性反映了注意的方向性特征，注意的集中性反应了注意的强度特征。

(二)注意的类型

根据注意对象的不同，注意分为外部注意与内部注意_两种，外部注意是指人

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它通常与知觉同时进行，在探究外部世界cl，起着重作用。内

部注意是指对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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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的特征

注意的特征包括：注意的稳定性、注意的』’。度、汴意的分配及注意的转移。

注意的稳定性是指在同一对象或同一活动}二注意所能维持的时问。这是注意

在时间上的特征。注意的稳定性有狭义和r。义之分，狭义的注意稳定性是指注意

保持在同一对象上的时问；广‘义的注意稳定性是指注意保持在州一任务上的时

间。例如，课堂上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记笔I己上的时州，I_i_『谓狭义的注意稳定性。

又如，根据学习的需要，学生又将注意集中到听讲、霜演示试验上，即将注意集

中在听课这一总任务上，可谓广义的注意稳定性。提高学生注意稳定性要注意以

下两点：一是在学习前有明确的任务，如规定：半个小时内背出短文。二是要使

学习形式有所变化，长期用一种形式学习，容易疲劳，注意分散；如采用听、说、

读、写多种形式的替换，能使注意较长时间地维持在学习任务上。

注意的广度又叫注意的范围，是指在同一时问内注意所把握的对象的数量。

注意范围的大小存在个别差异，有人注意范围较大，有人注意范围较小。注意范

围的大小取决于知觉对象的特点与个人的知觉活动方式及知识经验。如，对有意

义对象的注意范围要比无意义的对象大些：对有组织对象的注意范幽要比无组纵

对象大些。又如，学习任务的要求不同，注意的范围也可能不同，要求注意局部

的对象，注意范围就小：要求注意整体的对象，注意范围就大。注意范围大小与

个人知识经验有密切的关系，如一嗣棋高手与一新手看同一‘棋潴时，高手的注意

范围显然要比新手大，因为对高手来说，注意的刑织已被高度组织比了。

注意的分配是指在同一时问内把注意分配到儿种小1刊的对象上。例如，教师

一边讲课，一边观察学生的反应；学qo一边听讲，⋯边记笔记等。注意的分配是

有条件的，第一，同时进行的两种活动中必须有一利一是相当熟练的，如专、【k打字

员的打字动作相当熟练，他可边看稿予边打字。同样，学生要做到既能I听又能写，

必须掌握记笔记的技巧。第二，同时进行的几种活动之州应浚足有联系的，如对

音乐教师来说，弹琴、视谱、听音已形成条件反射系统，自然就有助他们的注意

分配。

注意的转移是指根据新的任务，注意的中心主动地从一个对象或一种活动转

移到另一对象或另一活动上去。注意转移的快慢与难易取决于原来注意的紧张程

度和引起注意转移的新对象的性质。注意转移的快慢对学习的影响很大。如一个

学生在上外语课时，还想着刚才数学课的内容，那么他当然不会将注意集中到新

的教学内容上去。人的注意特征与个人的神经类型有关，但主要是在后天的生活

实践及教育、训练中发展起来的。







训练方法4：

设计一张练习题纸，上面有多个处于不同位子的数字或符号。要求学生根据

附有噪声的指导语，将有关的数字或符号连线，最后J侈成一个完整的图形(动物

或几何图形)。完成练习作业后，教师记录学生划对的连线数。

训练方法5：

圈数字训练，即在噪声背景下，要求学生从多组数字中用圆圈圈出某一指定

的数字，通过由浅入深的多次练习，借以提高其注意的品质。圈字训练可分为四

种类型进行：

第一种：

要求圈出“3”字(或其它任意指定的数字)，目的是锻炼注意的指向性和集

中性。

第二种：

要求圈出“3”字前面的一个数字，这是对注意转移力的一种训练；

第三种。

要求圈出“3”字前一位的数字，如“7”，这种训练有助于发展注意的选择

性。

第四种：

要求圈出“3”和“7”中间的偶数或奇数，目的在于扩大注意的广度和分配

能力。

训练方法6：

先编写一篇小故事，将其制成附有噪声的录音材料以及与内容对应的系列图

片。要求学生在听完故事后根据故事内容出现的顺序对随机排列的图片重新排

序，并且回答相应的问题。在顺利完成练习任务的过程中．学生既要排除听觉干

扰，也要排除无关文字或图片信息的干扰。

训练方法7：

注意力转移就是根据学习任务的要求，通过自我控制将注意力从某一学习目

标转移到另一学习目标上去，训练方法有多种，现将我们常用的两种方法介绍如

下：

(1)在黑板或纸上随便写两个一位数，一个在．}二，一个在下，将两数相加

后所得的个位数写在上边，把原来在上边的数写在下面，如下所示：

6＼ 4＼ 0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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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黑板或纸上随便写两个一位数，一个存『：，一个在下，将两数相加

后所得的个位数写在下边，把原来在下边的数写在上嘶，如卜所示：

：＼i＼：
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口令或提示，训练者交替进行两种形式的练习，

以完成的量与正确率来判断学生注意力转移的能力。

三、注意过程的自我监控

上述的注意力训练方法，仅仅是教师为学生提供了训练注意力的场景，学生

是被动接受。那么，学生如何在各种学习情境中，主动训练与提高自己的注意力，

有效地完成训练作业或学习任务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生要有意识地

调节与监控自己的注意状态，使自己注意的指向性与集中性保持在适当的水平。

以下就注意力的自我监控问题展丌讨论。

(一)注意监控的内容

注意力自我监控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自我精神状态的意识

本人曾对部分中学生做过一项注意状态自我意识的调查，在调查中，一位各

项成绩优良的高二同学作了如下陈述：“前段时间经常感到自已精神状念不佳。

早晨一起床，便感乏力，上课时注意力分散，完成课堂作业的效率较低，自感思

维不如以前敏捷。对此状况，自己十分焦急，因为期rp考试已迫近，必须立即改

变这种状态。我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睡眠时间不足及睡眠质量不

高。因为作业量较多，睡足8小时的可能性不大，问题是如何提高睡眠的质最，

我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临睡前服一粒硝基安定，_：是在早餐的牛奶中加两小

勺咖啡，效果很好。当然，这种方法不一定t叮耿，长期服用安定、咖啡有一，J能成

瘾，以后还得通过锻炼、按摩等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从上述这位学生的自我反省中可见，他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有十分清晰的意

识，并意识到自己精神状态不佳可能带来的后果，对这种可能的后果他又十分在

意。同时，他又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原因，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另外，他还意

识到目前的措施可能带来的危害。从心理学角度看，该学生产生了焦虑，焦虑使

他反思，反思的结果迫使他采取行动，同时相关的知识又使他对自己的当前行为

进行再反思。可见这位学生有着很强的自我监控能力。

2、对自我注意状况的意识

现从上述调查的有关记录中，摘录三段，分述如下





下以流程图的形式说明注意力自我临控的过稃及其应用。

(二)注意监控流程图

不重要

开

习内容是否爹＼／
重要

’

蛾雾≥—型、是否良好o／

上 采取措施蚤磊溢≥兰己是否能集中注意西王)———一———厂／ 不能

能

结束

1原冈：

睡眠不足、健康原因

其他原冈

2可采取的措施：

保证睡眠

有关治疗

：3措施是否确效?

变换方式

物理刺激

手脑并J日

自我放松

f』我提问

意忠控制

以下对上图中有关集中注意力的措施说明如下：

(1)变换方式

在看书学习时，长时期地保持某‘姿势或一种学习方式，容易造成疲劳，

注意力分散。此时，可变换一下姿势或方式，如：m一怛变为站：d{看变为念；山

念改为听等。

(2)物理刺激

如意识到自己注意力分散，可采取按压印常、太|5兀穴或涂抹少许清凉汕、

洗洗脸等方法振作一下精神。

(3)手脑并用

如在听讲或自学时，感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时，可采用记笔记或抄写的方

式，转移一下大脑的兴奋点。



(4)自我放松

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有时会有情绪烦躁、心绪不宁的感觉。

此时，可采用自我放松的方法柬调节情绪。具体有两利·方法：一种为高位站桩法：

身体放松，两腿分开，微曲．与肩同宽，头放正，下颌内收，舌抵腭，闭目，呼

吸自然、均匀。排除～切杂念，如不能自制，可默数自己的呼吸次数，峰持15

至20分钟。做毕，自觉神清气爽，学习效率大增。另一种可谓静坐放松法，具

体做法如下：坐在椅子的1／3处，人放松，处于安静自然、轻松舒适的状念。头

放正，下颌内收，舌抵腭，闭目，两腿自然分开，双手轻轻放在大腿上，Ⅱ乎I吸自

然、均匀。然后播放伴有诱导语的轻音乐：

“让我进入一个美好而又宁静的境界

我坐得轻松、自然、舒适。

头松了、颈松了、肩松了、两臂松了、脚松了、腰松了、腿松了、脚松了、全身都松

了⋯．．

自上而下地松、静；松、静；松、静⋯

我轻松愉快，醒脑安神：

我头脑清晰，心情舒畅；

松、静；松、静；松、静⋯。

我思维敏锐，记忆力强：

我精力充沛，思想集中；

松、静：松、静；松、静⋯．”。

(5)自我提问

在阅读完一段内容后，合书闭目，向自己提问：“刚爿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自己能理解吗?”实验证明：积极的思维有利于注意的集中与维持。

(6)意志控制

如前所述，有意注意需要意志的努力。在学习过程中，有许多内部与外部因

素会造成学习者注意分散，这时有必要运用意志控制策略来集中及维持自己的注

意，使学习进行下去。如，自我命令：“不要走神，举持到底I’J自我警告：“完

成学习计划，不能失信于入!失信于己!I，

四、注意与监控训练教学举例

(一)训练目的

训练学习困难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他们对自身注意过程的监控能力。

(二)训练材料

l、录音材料



小熊让路

小熊长得胖胖的，力气很大很大。

小熊在路上走。前面来小兔，她站在路中间，大声说：“小东西，快给我让路!”

小兔怕小熊，只好从路旁的草丛中跳了过去。

不一会儿，小羊从前面走来。

小熊又往路中间一站：“小家伙，快给我让路!”

小羊害怕了，她一声不响的从小路边的水沟中趟了过去。

小猴呢，他更害怕小熊，很快就爬到路旁的小树上。

小熊多得意：“哼，我的力气大，谁都怕我!”

小兔、小羊和小猴一起去找大狮子，请大狮子来治小熊。

大狮子笑了笑，点了点头。

大猾予走在前面，小兔、小羊和小猴跟在后面。

小熊看见大狮子走过来，心想：这可不得了，我得赶快让路。他站在小路边，请大狮子先走。

大狮子走到小熊跟前，站在路边，说：。小熊，你先过吧!”

小兔、小羊和小猴听了．都愣住啦：大狮子也怕小熊啊!

打这以后，小熊看觅小兔、小羊和小猴来了，马上站在路旁让他们先过。

这下，小兔、小羊、小猴明自了。大家都说：“大狮子真有办法，小熊变得有礼貌啦!”

2、图片材料

根据上述的录音内容，制作相应的6幅图片。

(三)训练过程

l、 明确要求

在听录音之前，先让学生看上述6幅图画。然后出示听完录音后需回答的

问题，即：

(1)按故事发展的顺序。给图片编号，l表示最先出现的内容，6表示最后出现的内

容。

(2)大狮子来到小熊跟前。说：“( )”。

(3)狮子这样做，是因为：

(A)大狮子也怕小熊 ( )

(B)大狮子教育小熊要懂礼貌( )

(c)大狮子关心小熊 ( )

实际成绩：第l题6分，第2、3题各5分，满分为16分。预测成绩：将每

位学生的实际成绩与自己的预测成绩代入空间距离公式，计算所得的值即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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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能力，它反映了学生对自己注意过程的监控水ih

2、教师准备的问题

(1)学习任务开始前的提问

问题1、大家在生理与心理上都做好准备了n马?学习的任务明确了吗?

问题2、三个问题分别有哪些特点?要准确、高效地完成每一个问题．各有

什么策略?

(2) 学习任务结束后的提问

问题1：你认为上述3个问题，哪一个最容易回答?哪一个最难回答?

问题2：对于第1个问题，你在昕的过程中采用了什么策略?

问题3：对于第2个问题，你在听的过程中采用了什么策略?

问题4：对于第3个问题，需要在怎样的条件下爿能正确州答?

问题5：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听清楚，你怎么办?

问题6：请预测自己的得分?估计一下你的实际成绩与预测成绩相符合

吗?会有多大的差距?为什么?

问题7：根据成绩反馈结果，你认为自己的实际成绩和预测成绩理想吗?

为什么?

问题8：通过这堂训练课，可以总结有哪些经验或教训?

(四)对注意训练过程的反愚与效果的评价

l、对注意力训练教学过程的反思

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形式，是学生综合应用观察、记忆、理解、推理、

创造等认知能力的过程，而注意是有效应用这些能力的雉本保障。因此，教师如

何运用有关注意的心理学原理，了解、运用有关提高学生注意的教学策略是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教育理论：[作者介绍了国外一些有关注

意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其中，以心理经营理论为基础的注意教学法对我们颇有

启示，因此，先对此做一简介：

心理经营理论是由法国教授德加加朗德里提出的，经营原本是一商业用语，

是指对事物及资产的管理与经营，而心理经营则是指个体对自己心理、精神的管

理。显然，这一概念包含着元认知思想。心理经营理论认为，首先，人的认识活

动，如注意、记忆、反省、想象等并不是无形的，不能操作的，而是有着一套动





(3)了解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课堂教学中，学生注意力分散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但学生缺乏与授课内容

相关联的某些知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卜，老师讲课，学生不知

所云，其注意力自然难以集中了，所以教师有责任提醒许帮助他们补L有关知识。

(4)关注学生的注意状态

在教学中，有些教师追求进度，以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为目标，忽略学生的反

应，不顾教学效果的优劣。在教学中，教师应随时关浊学生的注意状态，如意识

到大部分学生注意力分散，就应采取相应措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5)合理地组织教学

为提高和保持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可采取以F措施。如：变换语声、语调；

变换授课方式，利用图片、影像、多媒体等呈现教学内容：适删地提问题，要求

学生听讲结合，手脑并用：适当地组织学生开展讨论；做小实验；也可有意地出

错(但需及时纠正)或适当地穿插一些与教学内容无关，但生动有趣的话题，柬

活跃一下课堂气氛、振作学生的精神。

2、对训练效果的评价

在上述训练教学中，设置有关问题，促使学生对其注意状况进行自我反思十

分重要。以下可从部分学生的反思中看到他们是如何监控制自己注意过程的。

一位学生说：“我成绩差，很可能是由于自己上课没有注意听讲造成的。通

过训|练课，我知道应该学会控制自己，在意识到注意力分散时，就要在心里提醒

自己。另外，一面听讲，一面动手划下重点或做些记号，这样都能提高自己的注

意力。”

在经过几次训练之后，一些同学说：“现在，我们对自己成绩的预测能力比

以前提高了。原先做预测时，大部分是猜测的。现在每次训练前，我们都知道随

后要行预测，所以，在训练过程中，自己的注意力较集中，这样在预测时就能很

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有关问题的把握程度，因此，预测的准确性就提高了。”





第六章 精制与监控

一、什么是精制策略

现代认知心理学根据信息加工理论提出了记忆模型。该模型包括：瞬时记忆、

工作记忆与长时记忆。瞬时记忆只能将接受的信息保持儿秒钟的时问，工作i已忆

则涉及到对信息进行编码，并存入长时记忆中。精制策略就是一些编码的方式，

具体说就是学习者根据材料的特征，自己编制一个适当的线索，此线索与学习的

主要内容联系起来，在需要时，可根据这一线索将储存于氏时已亿中的内容准确

与迅速地提取出来。

目前，国外的许多教育心理学家将精制作为一种有效的学习策略对学生进行

训练。已有大量的教学实践证明，精制是一种有效的编码方式，它能帮助学生尤

其是学习困难学生有效地整理与归纳信息，提高他们对信息的理解与保持水平。

与任何学习策略的教授一样，精制策略的教授也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1)

陈述性知识，即什么是精制。(2)程序性知识，即如何进行精制，这涉及到具体

的精制方法。(3)条件性知识，即在什么时候及什么条件下应用仆么精制策略最

为有效。以下主要从精制的程序性知U俑l条1，|：一陀知U{．山‘Inf，叙述我们足怎样刈

学习困难儿蕈进行精制策略训练的。

=、精制镱略的训练方法

(一)谐音法

就是将材料的内容用谐音表示出来，以便记住扪应的内容。例如：要记住

所学校的总机号码：4364494，可以利用阿拉伯数字的谐音来精制：想象两位学

生正在打电话：A学生问“是三六(436)班吗?”，B学生答“是是，就是(4494)”。

(二)表象法

就是将材料中的主要内容用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产生表象，即在头脑罩砷鬲

清晰及生动的画面。例如：要记住三个词：黄鱼、红花、麦了。川先J"一个句子

将这三个词连接起来，即：一条鱼正在咬丌花的麦子，并存头腩一}-形成相应的表

象。

(三)比较法

将材料的内容与自己已有的学爿或生活经验进行If：向或反向比较．以便理

解和记忆材料的内容。例如：要记住目标句：南美洲的电鳗个子不大，却有厉害

的防身本领。可以这样正相比较：电鳗和聪明的一休一样，人小本领大。也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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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较：电鳗和大象不一样，大象虽大，但防身的本领却不大，电鳗虽小，但防

身的本领却很大。

(四)概括法(缩句法)

将材料的内容加以概括．浓缩成精练的词或句子，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记忆。

例如，有目标旬：西安灞桥，是历史上寓有诗意的di桥，唐人送客多至灞桥，折

柳赠别，至以黯然，故又名销魂桥。可用概括法精制成：庸人送客至灞桥，折柳

赠别销魂桥。

(五)实例法

将材料所述的抽象内容与自己所熟悉的实例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记

忆。如有目标旬：当一个物体的各面均为曲面时，其滚动摩擦阻力最小。如何理

解这一较抽象的物理概念呢?可以用“球”这一熟悉的物体与目标句的内容联系

起来，这样精制：足球的各面均为曲面，与地面的接触仅为⋯点，滚动时的地面

阻力最小，最容易滚动。又如有目标句：．(．x)=x。对这一道数学题，学生初

学时理解可能有困难，如何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它呢?呵以通过具体的事例与这

一等式的含义联系起来，如这样精制：收入为正，支ji{为负，那么减少支出(为

负)就相当于增加收入(为正)。

(六)图示法

将材料的内容用简图表示出来，以便理解和记忆。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遇

到一些材料层次结构复杂，所含信息量大，对其理解与记忆较为困难，这时可用

图示法，再现材料结构及各成分的逻辑关系，这样就可以化难为易，便于理解与

记忆了。例如：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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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A《，_————————弓}B

要推出’、．幺／刀已知
▲C～

现将整个推理过程用图示法精制如下

先从两个前提出发：

1、所有A都是B，有两种情况，即：

@⑩、、———／
相等 从属

2、所有A都是B，有两种情况，即：

o ⑧
相等 从属

则：A与c的关系可用图表示如下：

的。

由上图可以推出：四种情况都是“所有的A都是c”。所以．答案l是I Ji确

(七)符号转换法

提取材料中的关键项目，将这些项目用自己熟知的符号进行代换，再按它们

之间的某种关系将其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材料内容。例如，要求对

如下一段文字进行精制：



⋯⋯另一种叫异养。所有的动物和大部分的微生物都是这一类。他们自己不能制造

食物，靠植物来生活。

例如，野兔靠吃野草来生活。狼以野兔为食物。狼一旦碰到了老虎，也就成了牺牲

晶a老虎死后，又成了细菌的乐园：不用多久，尸体就分解的精光，变成了二氧化碳、

水和无机盐·回到大自然中，又成了植物的生长养料。所以兔、狼、老虎、细菌，归根

结底都是靠植物来生活。

对上述内容的精制可分两步：

1、提取关键项目，并用符号(拼音字母和化学符号)代换

野草—◆c、野兔—◆T、狼—◆L、老虎◆H，细菌—◆x、
尸体—卜s、二氧化碳—◆c02、水—卜H20、无机盐—◆NacL。

2、根据材料所述关系，用箭头将上述符号联结起来，箭头方向代表，k物链的发
展顺序。

C———◆T———+L———●’ H

Jr卜x
S／叭

C02 H20 NaCL

(八)各种精制方法的综合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精制的方法多种多样，有时很难将某种方法归为某一类。而

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种精制方法往往是综合应用的。例如：有这样一段文字：

“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千米。从长度讲。非荸f|的尼罗河居世界第一，南美洲的亚马

逊河第=，长江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了。”

可以用谐音法与概括法(缩句法)联合进行精制，即：“非骡、南马过长江”。

“非骡”代表非洲的尼罗河，其中“骡”是“罗”的谐音，“南马’’代表，南美

洲的亚马逊河。缩句中非骡、南马、长江出现的次序也就表示了三条大河的长度

顺序，因此，这一精制过程既用了缩句法，也用了谐音法。

总之，就精制策略的具体应用而言，并无定数，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发挥，只

要勤用多练，就能到达“出乎意料之外，却尽在情理之t旷’、‘‘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运斤成风，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

三、精制的原则

(一)精制对象的类型

在对上述各种精制方法训练的同时，还涉及到在什么样的情况卜|用什么精制



方法为好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根据需要精制的对象来选择适当的精制方法。一

般而苦，精制对象有三种类型：

1、本身无意义的材料。如：电话号码、某种数值，对这类材料常翔谐音法柬精

制。

2、材料项目本身有意义，但项目之削尤必然的联系。如：洲表、购物m等，对

这类材料常用表象法、缩句法、谐音法来精制。

3、材料不但具有表层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层含义，这类材料包含有较大的信息

量。如：数学定理、推论、论理性文字等，列于这类材料常综台应用各种方

法对其进行精制。在学习中，这类材料是大量的，因而教授、练习、掌握对

这类材料的精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二)精制的原则

在《精制策略与监控》训练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让学生知道怎样的精制

是好的，这就涉及到精制的原则，莱文总结了精制的十条原则：

l、精制应该赋有意义，且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相匹配

这条原则有两层含义：

第一，精制应该有意义是指精制的结果在语义上是合乎逻辑的。举一个简单

的例子，如：要将“电话”与“茶杯”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可以精制成：“电话

洗茶杯”，或“电话砸碎了茶杯”。第一句用一个“沈”字将“l乜话”与“茶杯”

联系起来，但“电话”怎么能洗“茶杯”昵?品然这伺在语义}：足巧i合逻辋的。

而后一句用“砸碎了”将“电话”与“茶杯”联系起来，这符合一般的常识，或

者说这样的精制是有意义的。显然，有意义的精制便0i记忆与提取，而无意义的

精制由于联系的“松散”或“分离”，必将造成提取的闱难。

第二，在精制策略训练巾，教师应陵经常向学习闲难学叫i提供精制结聚，ff

是这些结果必须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水平相一致，如果违反这⋯原!|lIj，

训练显然是徒劳的。

2、精制应该将有关信息整合起来

莱文说：没有整合就不能把信息“直接联系起来”。那么什么是整合以及如

何整台昵?请看下面三句话(精制结果)，它们的H标邪在J二将“fn活”与“茶

杯”联系起来：

(1)电话是程控式的，茶杯是不锈钢的。

(2)电话在茶杯的旁边。



(3)电话砸碎了茶杯。

在精制(1)中，尽管两句话本身都是有意义的，但给人的感觉是“电话归电

话”，“茶杯归茶杯”，“电话”与“茶杯”没有“直接的联系”，l：11Jjl：没有在语义

水平上进行整合。

精制(2)将“电话”与“茶杯”在空间上联系起来了，但与这一精制结果对

应的表象是静态的，形象不够活泼与鲜明，“电话”与“茶杯”的联系是松散的。

精制(3)用动词“砸碎了”将“电话”与“茶杯”联系起来，在这一句中，

电话是主语，茶杯是宾语，因此，这样的整合就把信息“直接联系起来了”。另

外，相应的表象是动态的，形象鲜明，印象深刻。

3、精制应具有逻辑上的联系

在学习过程中，不只是需要在几个孤立的项{=_ij之州建立联系，Im更多的是

需要学习大量的事实，这就需要ii=l住陈述旬中的关联成分，比如什么人做什么争

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等。假定下面两个句子是要求记住的：

A．一位口渴的妇女爬上了山坡⋯⋯。

B．一位尴尬的妇女戴上了帽子⋯⋯。

学习后，可以提问：“谁爬上了山坡?”“谁戴上了帽子?”

为了记住A、B两旬，学生可能产生如下两种精制：

第一种：(A)⋯⋯是为了寻找绿洲。

(B)⋯⋯是因为她的假发被风吹掉了。

第二种：(A)⋯⋯是为了观赏风景。

(B)⋯⋯是因为有寒风吹来。

显然，第一种精制更合乎逻辑，因为．“口渴”与寻找绿洲求水，吹掉假发

与“尴尬”具有逻辑上的联系，而“口渴”与观赏风景、寒风吹束与“尴尬”毫

无必然的联系。因此，有人将第一种精制称为“精确的精制(precise

elaboration)”，第二种精制称为“非精确的精制(imprecise elaboration)”。

4、在精制过程中，应该促使学生进行积极的信息再加工

这一原则是说，在精制过程完成后，再提出一个与该精制有关的问题要求学

生回答。比如，为使学生记住“电话与茶杯”的配对，教师提供了精制结果，即：

“电话砸碎了茶杯”如果教师接着问：“．电话是怎样砸碲茶杯的?”这就促使学生



在原有精制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信息再加工。由于这一问题是丌放式的，学生的

回答就会五花八门，但是每一种回答都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这就促进了学

生自己进行积极的信息加工。如果没有这个提问，学2t只是简单地接受一个精制：

而有了这个提问，学生就把接受的精制同自己设想的解释联系起来了，而每种精

制结果都同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潜意识中的内容“镶嵌”在’起。本来是教师

传播于所有学生的统一的精制，现在就变成了每个学!I三个人专享的独特的信息加

工“产品”。实践证明：这一原则对低龄儿章或学习困难学生尤为重要。

5、精制应与生动的“视觉意象”相联系

这条原则是说应当将语言编码与相应的视觉意象(表象)结合起来，另外这

一视觉意象还应当“生动”。“生动的视觉意象”是指：“产生或专注于产生独特

的、活生生的心理意象”。例如，“电话砸碎了茶杯”是语言‘编码的结果，学生可

以被动接受这一结果。但是如果要求继续想象：“电话是怎样砸碎茶杯的?”这时，

学生的头脑里就会浮现出一个动态的场景。此时，学生不但被动接受了言语编码，

而且还产生了“视觉意象”。“视觉意象”与语言编码结合起来，更有利于信息的

长期保存。关于“视觉意象”有如下几个特征：

(1)如前所述，文字和语言可以转换成“视觉意象”，而这种转换是学习者

自身产生的，“视觉意象”也是学习者所特有的。

(2)语言编码与“视觉意象”是陈述内容的两种“拷贝”，他们既独立仃在

也相辅相成，互相转换。例如，当A“拷贝”模糊时，可以Ij“拷贝”为线索，

回忆起A“拷贝”。

(3)更为重要的是“视觉意象”具有可操纵性。认知心理学的心理旋转实

验结果证明了“视觉意象”的这一特征。例如I，我们t'J以j“：!L，个全焱性们意象，

然后像拍电影那样，把它拉成近景，再拉成“特写镜头”。我们通过操纵意象，

可以展现目标对象的细节：我们可以语言来描述意象t}t的·刨要点和细仉

6、在某些情况下。系列精制比单一精制好

促进信息深加工的另一种方法是对学习项目进行一系列的精制。仍用fji『硎的

例子，为使学生在“电话”与“茶杯”之间建立联想，不妨进行一系列的精制。

比如“电话砸碎了茶杯，茶杯成了碎片，打电话的人很沮丧”等等。这一连串的

精制构成了完整的“视觉意象”，而完整的“视觉意象”比片段的“视觉意象”

更为生动鲜明，更易于“储存”。加涅等人曾将系列精制作为对学习困难者进行









诉他。那么感恩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节日?它起源于什么时候?我请教了历史老

师后得知，美国的感恩节起源于1621年，当年从英国迁移到美国来的居民，为

了表达他们对当地印第安人帮助他们定居生活的感激之情，于当年11月的第四

个星期四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当地的印第安人。从此每

年的这一天，就定为感恩节了。

在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后我丌始精制，原先我将目标句精制成：事事感恩。

事事取谐音，代表第四个星期四。然后又自问，这样的精制结果好吗?经思考，

觉得不太好，因为它没有包括原来句子中每年11月这个重要信息。于是又精制

成两个1相加为2(11月中的两个1)，两个四相加为8(第四个星期四)，总和

就是十。所以美国的感恩节就缩旬成：“美感”，再加卜这个十，就是“美感十足”。

精制完成后，我再自问这样精制好吗?自认为很好，因为这样将‘个常用易

记的俗语与目标旬联系起来了。我自信：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忘记美国的感恩节

是哪一天了。”

五、精制与监控策略训练教学案例

(一)训练目的

通过训练，使学生学会运用表蒙法对学习材料进行加工，体验表象法的有

效性，并增强其主动迁移到类似学习情景中去的意t}{。

(二)训练过程

1、训练材料

(I)古诗

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

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蜒立上头。

(2)准备有关的图片，如：泉眼、小溪、树木、池塘、荷花、蜻蜒等。

2、明确学习任务

学习后，要求学生回答以下问题：

(1)诗中描写了哪些景物?

(2)根据古诗的意思，进行想象，拼出或画出简图。

(3)根据自己所拼或所画的图，复述内容，赢至完整流畅地背诵全i寺。





露尖尖角，早有靖蜒立上头。”两旬时，就想起自己也曾在公园里看见满池荷花，

蜻蜒飞舞的情景。但是就像老师所说的，作者用“才露”与“早有”将荷花与蜻

蜒联系在一起，实在太妙了。”

还有一位同学说：“我认为在读一些捕写人物、描写场景、描写事件发展过

程的文字时，都可以应用表象法。”

2、对表象法训练过程的反恩

在训练教学过程中，是提供画面帮助学生产生表象，还是鼓励学生根据文字

信息产生表象?即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心理学常识

告诉我们：表象的数量与质量与产生者的生活经验及知识背景有关，用以产生表

象的素材越多，表象就越丰富、越生动；反之，就越贫乏、越刻板。另外，山图

示信息产生的表象可谓是“千人一面”；而由文字信息产生的表象可谓是“千人

千面”。例如，在《红楼梦》中有对宝玉容貌的描写：“丽若中秋之月，色如春

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

有情⋯⋯”。虽然每个人都读同样的这段文字，但每个人脑海中宝玉的形象是有

差异的。但是，如果看电视剧《红楼梦》，则每个人腑海巾‘ii乐的形象茶水J：足

同～的。因此，提供画面只是帮助积累产生表象的素材，而利用文字信息产生的

表象是在积累表象素材的基础上组合表象、创造表象的结果。所以，划j：表象素

材不足的学生，可提供画面帮助其产生表象：对于有‘定生活经验及知弘{背景的

学生，还是应该尽量鼓励他们利用文字信息去产生表缘。

第七章 组织与监控训练

一、组织策略概述

(一)组织与组织策略的定义

在一篇完整的文字材料中，包含一些主要观点和具体内容。它们之间按一定

的关系联系起来。阅读时，首先将这些观点和内容以关键词或词组形式概括为一

些项目；再对项目加以分析、比较及归类；确定每类下面所包含的项目数，以及

各类之间的关系；然后将各类与所属项目按已确定的关系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

序的结构。阅读中的这一过程就是组织，组织的具体方法就是组织策略。大的量

研究证明：组织是对信息进行有效编码的重要方式，它能有效地提高对材料的

理解与记忆。





(二)组织的功能与意义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在谈到应该如何读㈨0‘蜕，要学会将忙从“厚读

到薄”，然后再从“薄读到厚”。从以上组织策略的定义可以看m，应用组织策

略的过程就是实现将书从“厚读到薄”的有效方法：再根据组织的结果，逐步提

取信息，恢复材料的原有内容，又实现了将书从“薄渎到厚”的过程。

另外，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其自传体小说《借我一生》中，有一段

十分精彩的文字，是谈他如何研读中国占籍的，现拘求如卜：“({|J使是称作“备

要”的书籍，也要懂得区分其中的基元典籍和衍伸学说，然后明白何处专攻，何

处精研，何处泛读，何处浏览。以我的经验，寻找区分的界限，便是充满兴趣的

一件事，因为基元和衍伸常常混杂，即便区分清楚了，又会发现綦元中还有基元，

衍伸之外还有衍伸。这样阅读，～路探询结构，步步都有发现，自身的思维与古

代的典籍相与斡旋，事半功倍。”这罩，余先生所说的“基元”就是关键项目，

“衍伸”就是对关键项目的说明。“基元中还有基元”就是说各项目的概念有上

位与下位之分：“衍伸之外还有衍伸”是说对关键项目还可以分层次说明。从“一

路探询结构。步步都有发现”一说中，可见余秋雨先生确实深得组织的要义。他

的确也是运用组织策略的高手。

二、组织与监控

(～)应用组织策略的基本步骤

根据组织的定义，组织的具体实施过程可概括如卜：提取项目一确定各项目

类之间的关系一对项目进行归类一按已确定的关系将项目组织起来。具体包括：

1、提取项目的五项原则及项目的归类

由于组织就是将各项目进行归类，并记下每⋯类小有多少项同，再按‘定『『J

关系将所有项目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结构，因此划于项目的提取与归类是

首要的关键环节，而提取项n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略去枝节。就是从材料的内容中提取关键词或词组作为项目，将次要

的枝节部分略去。

(2)删除重复。就是在项目组成过程中，删除重复的内容，从而使得项目

简洁明了。



容

(3)代以上位。就是在提取材料项目中，用⋯个L位概念来概括相关的内

如，用更一1般的行为去代替一系列的行为。

(4)择取要义。就是找出每一段落的主题句或父键词。

(5)自述要义。如果没有合适的主题句或关键训，就自己构思出一个命题

来表述段落的中心思想。

2、再现材料结构

不同的材料类型决定了类与类之间的不同关系，类间的不同关系又决定了材

料的组织形式。～般而言，任何材料都可归为三种基本的组织结构及三种变式，

三种基本结构是：线性结构、坐标式结构、网状结构。三种变式是：线中有线式

结构、线中有网式结构、网中有线式结构。以下将六种结构图示如下：

材料类型 关系 结构 蚓示

简单描述 顺序 线性 。

I
a

l
a

D

说明或论述 上。F何 网状 o

／I＼
o a o

／l／＼／＼
口 。 。 口 。 。

综合描述 二维 坐标 厂
l

描述中有描述 主线与 线中有线 。一口一々——一o

幅线结合 l

描述与说明 顺序与上 线中彳『明

与论述结合 F何结台 ／I＼
／I／＼／＼

说明或论述 上下位与 网中有线 ●

与描述结合 顺序结合 ／1＼
● 。 o

／I／＼／＼
o o 口 o 0 ●

(二)组织过程的自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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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教育心理学界对阅读过程的自我监控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多

研究结果表明：在阅读过程中，具体阅读策略与自我监控策略是相互结合、相辅

相成共同发挥作用的。具体阅读策略的功能是：将文章提供的信息合理地组织起

来，理解各信息之间的关系，把握文章的整体结构及主要内容与巾心思想；自我

监控策略的功能是：有意识地监控自己的阅读过程，以保证顺利完成阅读任务。

自我监控策略又可分为；自我意识、自我评价与自我调节。自我评价是指在自我

意识的基础上，对自我阅读过程进行评价，具体可包括：对阅读内容的细节是否

理解，所选用的阅读策略是否合适，所读内容与自己原有知讨{是甭有冲突等。自

我调节包括：选择怎样的策略与方法去解决阅读中产生的问题，如何调整阅读策

略，如何组合各种知识从而产生新的知识等。许多研究结果还表明：学生的阅读

能力不仅与他们应用阅读策略的能力呈『F比，同时也与他们自我监控能力呈正

比。因此，在对学习困难学生进行阅读策略训练中，不仅要教会学生掌握⋯般的

阅读策略，也要提高他们自我监控能力。以下结合教学实例说明阅渡监控的步骤

及应用。

：三)组织过程监控流程图

组织过程监控的流程图示如下：

阅读过程结束



上图中的方框表示具体的阅读策略，菱形框表示自我监控策略，以下对菱形

框中的内容说明如下：

l、我能初步理解文章的内容吗?

这是对自己理解能力的初步反思，!}¨：我能州解柯关渊的意义吗，

我能理解句与旬之间的联系吗，我能理解各自然段之问的逻辑关系吗。如果不理

解，那就应选择适当的方法去理解，如：查字典、问老师，向同学请教等。

2、这样组织合理吗?

在自认为能初步理解的基础上，选用具体的组织策略(具体内容

将在下一节详述)对课文进行组织。例如，在学习《草船借箭》这篇课文中，有

的同学一开始用线性结构进行组织，但在组织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这篇课文具有

综合描述的性质，既描述了事情发展的经过，也描述了多个人物的行为表现，因

此，用线性结构很难清晰地再现课文的摹本结构，而用啦标式结构，可以使文章

结构分明，脉络清楚，便于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3、我能掌握与复述课文的主要内容吗?

在完成组织过程以后，必须罂求学7Ii进 步n我评价，‰我能

掌握及复述课文的主要内容吗?如果能，则整个阅读过程结束。如果不能，则需

要重新阅读并反思，如：我为什么会遗漏重要内容，我为仆么会将事情发生的顺

序记颠倒，组织策略的选择是否得当等。例如：在学习《草册借箭》这篇课文中．

有的学生开始认为大雾天气是草船借箭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经教师提q÷后，

反复阅读课文、对照按坐标式结构组纵的结果，最后意U{到：啦船借箭获得成功

的主要原因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而大雾天气、曹操的谨小慎微、鲁肃的私下帮

助等都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

三、组织策略的训练





A、学习材料： 课文《李时珍》，具体内容(略)。

B、组织过程说明及结果：

课文先对李时珍的身份和地位作了简单介绍，然后按照时问顺序介绍了李时

珍的生平：少年立志学医；为了写作一部完善的药物f}，几十年如。f1苦心钻研，

终于写成了名扬中外的《本草纲目》。故可将课文的丰要内容按线性结构组织如

下：

明代神医李时珍，

少年立志继父业，

潜心医药济众生。

救死扶伤说古方。

旧书古志多偏误，

完善药典是己任。

积累经验重探究，

跋山涉水苦求真。

耗尽心血成巨著．

本草纲目全球传。

c、扩展练习：请按线性结构对课文《琥珀》进行组织。

(参考答案：)

松脂裹蜘蝇，

聚脂成一球，

地沉海水升，

树烂沙埋球，

历经无数年，

脂球成化石。

随风卷上岸，

琥珀放异彩。

《琥珀》一文用线性结构组织后，原本近700字的课文现在只有d0个字了，

读起来朗朗上口，易记易背。如以后需要复述，则可按此组彭{结果，提取信息，

再现课文的主要内容。这就完成了“书要从厚读到薄，再从薄读到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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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坐标式结构材料的训练

1、坐标式结构的定义与特点

材料是按两个维度(或多个维度)柬描述事实的。例如，可以从事作发生的

过程与所涉及到的人物来进行综台描述，也可根据类别与各类所包含的内容进行

描述。总之，如何确定两个纬度及相关的内容，可根据材判的特点灵活确定。这

类材料的组织结构常咀两维表格的形式⋯现，这是种常用的组织力法。

2、坐标式结构训练举例

训练材料形式及相应题型如下表

训练材料 题型

图形 二维图形记忆(记忆簧略)、二维图形推理

数字 -维数字记忆(心忆策略)、二维数字推理

符号 二维符号记忆(记忆策略)、_二维符号推理

文字 按二维结构组织信息。如：I¨问与人物。

以下就以二维图形以及文字题为例．说[!J：|我们是如何进行训纫；的

例题一： (颜色、形状，大小)：二维结构：颜色与形状

问题：

l、第5个方格中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圈形?

2、列出绿色十字形的编号。







次下位；第三类有A1a、Alb、Alc、A2a、A2b、A3c、A2c、A3b、A3a九个项目

处于最下位。可按上位类与下位类的关系将它们组织起束，如图：

▲譬■刁_▲
2、网状结构材料训练举例

(1)训练材料形式及相应题型如下表：

训练材料 题型

图形 图形分类、同类合并、图形类比、异类鉴别

数字 数字分合、数字类比

符号 符号分类、符号类比、数字推理

文字 说明文、论证文

(2)《组织与监控》训练举例

例题～：

(1)请将下列词表按网状结构组织起来。青菜、苹果、食品、茄子、蔬菜、生梨、水果。

A、答案： 八．
蔬菜

▲／＼▲
茄子 青菜

水果

▲／＼▲
生梨 苹果

(2)网状结构材料训练在句子教学中的应用

如：请判断以下句子的对错?

A、哥哥喜欢吃苹果，弟弟也喜欢吃苹果。(对)

B、哥哥喜欢吃苹果，弟弟也喜欢吃生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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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二

请改jF以上错旬B：

c、哥哥和弟弟都喜欢吃水果。(对)

C旬用了苹果与生梨的上位概念水采。在训练，}一，我们经常发现学习斟难学

生在掌握有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及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上存在困难。用网状结

构材料进行训练有助于学生获得正确的概念，有助于他们对材料的整体把握。

(1)训练材料： 课文《我爱三峡》，具体内容(略)。

(2)训练目标：

利用网状结构的组织策略，帮助学，i!理清课文结构，加深理解，增强记忆，

培养自我监控能力。

(3)训练的主要步骤及要求：

A、初读课文，思考可用什么结构来组织课文内容?

B、细读课文，提出课文的关键项目。

C、再读课文，分析各项F1之州的关系，列⋯课史的琏小结构。

D、对照课文，自我反思，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果。

E、不看课文，进行复述。要求完整复述课文结构；不要遗漏要点：可用自

己的语言

或课文中的语言。

r、学生相!￡讨沧交流自己的组织结果。

G、老师进行归纳总结，写出网状结构图，并要求学tL弭次对j}l{课文，体验

用网状结

构进行组织的合理性。

H、要求学生做相应的结构与理解练习，检查训练的效果。





D、你能复述自己组织的结构吗?

在完成组织过程以后，要求学生复述他自己的组织结果，如果能，则进入F

一步，如果不能，则重新参阅原先的组织结果。E、你能按自己的组织结果，用自己的话或课文中的语言复述整个课文的内

容吗?

学生如能按要求复述，则训练课达到了预期的啊n1。如不能，则嘤求学，卜进

一步反思：我为什么不能复述?为什么会遗漏重要内瞪；橱滢强唠稍情徘罩国驾

摘茎彰稳拥钥托；朝笔釜鲤瓢想种§望喜囊添囊鳞羹哥§捌毳薹磁l

撵。H漓瑚氆韬建W强帮瘙强遵二靠剐薹Ⅲ咧≤若霸i X势址K睨4蠊到鹄2

抽t薛翻j酋荐粳延讦锄审啸渐鏖嘛嘴碴{囊蛋篓剥到彰副一羹稳i|}丰的!勤她

黔驵囊陋哮甥憾i

瞬屿m蒜嗤舞艘；

燃量掸删汁划椰i

前节L^妙誊誊；

始葑季茶邑美军；

l吲i凇竖睡爵韵霉在学习时

蝴刭咎袋；瓢骶鲭勰辅揣弱鬣婪“、时间管理的策略性

该项维度是指管理学习时间的具体方法、技巧。有关调查表明：学习困难学

生缺乏管理学习时间的策略；另有部分学生即使有管理学习H寸洲的意I}{，但由于

缺乏相应的策略，所以他们对时间的利用率不高。学习时间管理策略i盯有：准备

学习卡片，可以在任何场合下看，增强学习的机动性；零散时间整批处理等。

4、时间管理的统筹性

该维度是指对充分利用学习时间的能力。调查表明：大多数学习困难学生不

会利用空余时间进行学习(例如思考问题)。统筹安排是一门时阳』利用的科学，

甚至可称为一种艺术，需要创造性的在有限的时问内完成尽可能多的事，在时问





晚饭后————◆火烧云上来了———◆火烧云下去了——／／广—＼-
火烧云的霞光 火烧云的颜色 火烧云的形状
t————★

映照地上；

一片金色

映照天上：

像着了火

四、组织策略综合训练教学举例

红彤彤

金灿灿

半紫半黄

半灰半白

没见过的颜色

出现一匹马，

来了一条狗，

又见一头大狮子，

什么也不像，

什么也看不清了。

以上分别介绍了线形结构、网状结构、坐标式结构以及线中有网式结构材料

的训练内容与方法。为了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这些方法的能力，我们又通过“单元”

教学的形式，来培养与提高学生的各项思维品质。下面以单元“桥”的教学过程

加以说明：

(一)训练的目的

通过动手做一个实验，来探究“影响桥的承重能力的主要因素”。训练的目

的是：在此过程中，培养与提高学生的各项思维品质。

(二)训练过程

l、要求用网状结构来概括影响桥的承重能力的主要区I素。探究的结果如F

桥的承重能力／／／卜▲
桥面的曲率 桥墩的疏密 桥面的材料

2、要求用坐标式结构来表示主要的实验结果

(1)桥的承重能力与桥面曲率的关系

这里，桥的承重能力用塑料雪花片的数量表示；桥面曲率用一定厚度纸片的

隆起程度来表示。在探究桥的承重能力与桥面曲率关系的实验中，只改变桥面的



曲率，而保持桥墩的疏密与桥面的材料不变。学生将实验结果按坐标式结构图示

如下：

桥的承重能力

桥面曲率(隆起程度)

(2)桥的承重能力与桥墩的疏密的关系

在探究桥的承重能力与桥墩疏密的关系时，只改变桥墩的多少，而保持桥面的曲

率与桥面材料不变。学生将实验结果按坐标式结构图示如下：

桥的承重能力

疏 中 密 桥墩的疏密

(3)桥的承重能力与桥面的材料的关系

在探究桥的承重能力与桥面材料的关系时，用不同厚度的材料(纸片或塑料片)

来表示不同的桥面的材料。同样，只改变桥面材料，而保持桥面的曲率与桥墩数量一i

变。学生将实验结果按坐标式结构图示如下：

桥的承重能力

薄 中 厚 桥面材料

3、用精制策略中的数字符号转换法来表示桥的承重能力与其影响因素

如用Y表示桥的承重能力：用x表示桥面的曲率；用y表示桥墩的疏密；

用z表示桥面的材料。用一个式子表示就是：Y=f(x，y，z)。学生理解Y的变

化受会到x、y、z的影响，它们是相互关联的，f表示Y与x，y，z之间的这种

关联关系。这里，已经蕴涵了多元函数的概念。



(三)对训练过程的反思与效果的评价

l、对训练过程的反思

在学习策略训练教学中．不能一味单独地、孤立地训练某种策略，而应该创

设学习情景，训练学生灵活地、综合地应用各利t策略。例如：在上述训练中，就

综合应用了坐标结构、网状结构的组织策略与精制策略。这可使学生意识到：策

略的使用不是孤立的，如能对同一种学习材料应用多种策略，则能更有效地提高

自己的理解与记忆水平。另外，在训练过程中，不但要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的培

养，还要注重对其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2、对训练效果的评价

通过有关策略的综合应用，加强了学生将已习得的策略迁移到其它学习情景

中去的意识。例如：有的学生说：“我可以将学到的策略用到数学学习中去。如

在解应用题时，可以利用图示法，将有关数量的关系搞清楚；也可以利用符号转

换法，将内容精简；还可以利用实例法，将难懂的内容与自己熟悉的事例相比较，

这样就可以将问题简化了。”

另外，在训练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教师向学生提出质疑：

“从实验结果中，我们知道：桥墩越密，桥的承重能力越大。那么，是不是桥墩

越密越好呢?”学生回答：“不行，桥墩太多了，会影响水上交通⋯⋯”教师又

质疑：“那么，如何才能既不影响水面交通，又能增加桥的承重能力呢?”学生

们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有的说：“我明白了，为什么要造斜拉桥，那就是把桥墩

放到桥面上去了。”也有的说：“斜

����x



(三)对训练过程的反思与效果的评价

l、对训练过程的反思

在学习策略训练教学中．不能一味单独地、孤立地训练某种策略，而应该创

设学习情景，训练学生灵活地、综合地应用各利t策略。例如：在上述训练中，就

综合应用了坐标结构、网状结构的组织策略与精制策略。这可使学生意识到：策

略的使用不是孤立的，如能对同一种学习材料应用多种策略，则能更有效地提高

自己的理解与记忆水平。另外，在训练过程中，不但要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的培

养，还要注重对其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2、对训练效果的评价

通过有关策略的综合应用，加强了学生将已习得的策略迁移到其它学习情景

中去的意识。例如：有的学生说：“我可以将学到的策略用到数学学习中去。如

在解应用题时，可以利用图示法，将有关数量的关系搞清楚；也可以利用符号转

换法，将内容精简；还可以利用实例法，将难懂的内容与自己熟悉的事例相比较，

这样就可以将问题简化了。”

另外，在训练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教师向学生提出质疑：

“从实验结果中，我们知道：桥墩越密，桥的承重能力越大。那么，是不是桥墩

越密越好呢?”学生回答：“不行，桥墩太多了，会影响水上交通⋯⋯”教师又

质疑：“那么，如何才能既不影响水面交通，又能增加桥的承重能力呢?”学生

们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有的说：“我明白了，为什么要造斜拉桥，那就是把桥墩

放到桥面上去了。”也有的说：“斜拉桥的两座桥架就像两个巨人，条条钢索就像

巨人的只只手臂，紧紧地拉住桥面⋯⋯”

总之，通过训练，不但提高了学习困难学生的现有认知水平，更为重要的是：

丰富了他们早期的认知经验，这对于他们今后有效的学习与生活均具有不可估量

的作用。

第八章学习资源管理训练

一、学习时间的管理

(一)学习时间管理概述

学习时间的管理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用，它也是反映学生元认知能

力的一个主要标志。已有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学习困难学生对学习时间的管理

能力较低，是影响其学习成绩的重要原因，因此，训练与提高其学习时间管理能











三、 自我意志的管理

(一)意志概述

1、什么是意志

人在从事任何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完成的活动过程中，都会有意志及意志行动

的参与。这里，我们仅对从事学习活动中的意志及意志行动做出定义：意志是自

觉地确定学习目的，并为实现此目的而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学习困

难的心理过程。由于意志与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也把意志参与的行动叫做

意志行动。

2、意志的特征

从上述意志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意志具有i个明最的特征，即：

(1)自觉的目的性

意志行动目的的自觉性有两个根本的特点：其一是要确定的学习行动日的符

台自己现有的学习状况。例如，将学习的目的定的过高，脱离自己目前的学习能

力，当然不可能达到目的；同样，定的过低，既不能激发学习兴趣，也不能达到

不断提高自己的目的。其二是学习行动目的要服从于目前学习的主要内容与方

向。例如，有的学生对生物学科特别有兴趣，想长大当生物学家，阏而不重视其

他学科的学习。

(2)支配调节自己的学习行动

意志对学生学习行为的支配调lI!『作J|J主要表现征：(1)_{{}{极行动，执行自

己的学习行动计划：(2)排除与学习行动无关的干扰吲素；(3)控制自己学习行

动的进程，通过自我反思，调节校难学习行动中的偏差：(4)通过意志努力，百

折不挠地实现自己的学习目的。意志的支配调节作用，是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培

养学生品德素质的重要因素。

(3)克服各种学习困难

在学习活动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要克服困难，就会有意志行动的参与。

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内部困难，如：缺乏基础知识、学习能力较差、情绪

波动、对学习没兴趣等。能否克服困难，主要取决发挥自我意识能动作用的程度，

它取决于二方面的因素：(1)学习行动的目的是否有意义，如意识到意义越大，

克服困难的毅力也就越强。(2)是否有克服困难的计划，如：意识到根据自己现

有的水平，求解这类数学题有困难，但已有克服这一困难的方案。如：先自己复

习有关的基础知识，然后查找参考书，如仍不能解决问题，就向同学请教等。解

决困难的方案越明确，克服困难的信心也就越足。



(～) 自我意志管理策略的训练

l、学习过程中的意志品质

在训练教学中，创设学习情景，有意识地培养与提高学生学爿中的意志品质

十分重要。学习中的意志品质包括：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与自制力。自觉性

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明确的目的性，并充分认识学习对自身、家庭与社会的

意义。果断性是指学生能辩明当前学习的主要任务，迅速而合理地做出有关决定，

并立即实施这一决定的品质。坚韧性是指在实施学习行动中，能始终保持充沛的

精力，坚韧的毅力，顽强地克服种种困难的品质。自制力是指能自觉、灵活地控

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言行方面的品质量。

2、对自我意志行动的监控

为培养与提高学生学习中的意志品质，我们主要采用如下方法：(1)使学生

明确学习的目的，端正学习态度。(2)在每次训练课中，首先使学￡}三明确学习任

务，分析完成任务的困难所在，制订相应的解决方案，并鼓励他们立即执行这些

方案。(3)利用内心导语的方式，要求学生对自己的意志行动过程进行反思、监

控与调节。例如，进行冥想训练。即要求学生进行自我质疑与自我提示，如自问：

“我对这堂课的要求与任务是否明确?”、“对我来说，有哪些内容是困难的?是

否有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有办法，但不能拖，我必须直|；i|J去I矧书室褒⋯这

个词的准确意思。”、“在今天的学习中，我的精神是否饱满?有无走神的情况?”、

“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我是否感到疲劳?在什么时候感到疲劳?是什么原因造

成的?”、“我对学习是否感到厌倦?这是很危险的，必须想办法克服。”等等。

通过训练教学，我们认识到，许多学生学习成绩差，有其学习方式方面的问

题，而最主要可能是因其心理发展水平落后造成的。通过督促他们经常进行内省，

反思自己学习中意志行动的过程与状况，逐步养成这种习惯，对于有效提高他们

的元认知水平、认知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部分《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评价与本研究总结

第九章追踪调查结果与案例分析

一、 学习困难学生训练结束一年后追踪调查结果与评价

(一)前言

国外已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学习策略的训练到自觉应用是一个不自觉

的迁移过程。因此，学习策略的训练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反应出来。我们在

训练结束近一年后，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其目的在于：对《认知与监控》

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总体绩效做一评价，旨在从结果反思过程，从而力求使训练

过程更加合理与完善。

(二)调查对象

接受调查的共有51名学生，他们曾于2003年9月至04年7月在_j：海闸

北区芷园路小学接受每周两次的学习策略训练。51名学生中，已有11人进

入初中预备班(小学6年级)，其余学生仍在校就读。其中：男生28人，女

生23人，平均年龄11岁。

(三)调查方式与内容

17位教师于2005年5月问与上述学生家长进行}乜话访谈，每位教jj|lj做

访谈三次，将每次访谈的内容记录在相应的凋查表上。调查表的内容包括：

学生姓名、原来的学习情况、目前的学习行为、¨前的学习成绩、F1前的学

校适应能力。

(四)调查结果

将原始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归纳，，f记入以下凋镬结果统计表



目前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结果统计表

学生编号 目前的学习行为 目前的学习成绩 目前的学校适应能力

进步 原状 退步 进l；原状 退步 进步 原划 ： 退步

l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余略)

共计 23 27 1 26 24 1 35 16 0

百分比 0．45 0．53 0．02 0．5】 O．47 0．02 0．69 0．3J 0．00

现将上表中“进步、原状、退步”的评定标准分别说I!f'|血u『、

1、刘XX学生家长的电话访谈记录

“刘xx原先学习成绩较差，语、数、外成绩一直在合格线上徘徊。现在他上课能认

真听讲，课堂作业与回家作业都能按时完成。学习成绩有很大提高，在最近的期终考试中，

数学成绩90分；语文74分；英语76分。对有兴趣的问题，会与同学进行争论，能说出自

己的观点。”

根据以上的访谈内容，将刘xx目前的学习行为、学习成绩、学校适应能力均评为进
步。

2、X学生家长的电话访谈记录

“吴xx原先学习成绩落后．基础较差．学习很不自觉，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进中学后·学习习惯有所改善，但不明显，学习成绩基本能跟上班级其他同学。能和同学

和睦相处，并能主动关心有困难的同学。”

吴x同学进中学后，学习行为与学习成绩有所改普．但不明显，故将此两项评为保持

原状；其助人行为有明显改善，故将其学校适应能力评为进步。”

3、Xx学生家长的电话访谈记录

“郁Xx反应较慢，比同龄孩子晚一岁才入学，我们家长文化水平较低，对孩子的早期

教育也存在问题．她上课时不能准确回答老师的提问。在小学毕业时，语文考试成绩合格，

但在中学学习中，语文成绩不合格。能与同学交往，堰意帮助同学。在班级打扫除中，表
现很勤快。”

根据以上的访谈内容，将该同学的目前学习行为评为与学习成绩评为退步：学校适应
能力评为保持原状。



(五)结果分析

从上表的统计结果可见：51名学生中学习行为有进步的占45％，维持原状的

占53％，退步的占2％；51名学生中学习成绩有进步的占51％，维持原状的占

47％，退步的占2％；51名学生中学校适应能力有进步的占69％，维持原状的占

31％，无人退步。以上结果表明：已有近半数的学生在学习行为、学习成绩上有

明显的进步，这～结果已超出了训练前的预期目标，即从整体上表明了，《认知

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在理论构架、执行原则、训练内容、训练方法的制订

与选择上是合理的，训练所起到的效果是明显的。

另外，有两点需要说明与讨论：～是在上述评定中，学生原来的情况是指训

练前及训练前期，大约为学生一年前的情况。第二，训练结束至目前为止，大约

10个月。那么，学生的进步是否应归结于自然成熟或是其他有关因素的影响?

有关资料显示：对训练效果可从训练的及时效应与延迟效两方面进行评定。在本

研究中，我们对及时效应的评价主要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延迟效应的评价主

要采用上述追踪调查研究法。国外有许多类似研究甚至在训练后二年或更长的时

间进行追踪调查。本研究中，在接受训练10个月后，有近半数的学生在学习行

为、学习成绩、学校适应性上有明显提高，这是自然成熟或其它因素所不能完全

解释的。

如上所述，在对《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做出总体评价的基础上，

我们又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对该模式的绩效进行评价，以

下报告的是从众多个案中选取的两个个案。

二、 多动倾向伴学习困难儿童课堂自我监控训练绩效的个案研究

(一)前言

对多动倾向伴学习困难儿章(ADHD／I．D)的研究近年柬倍受关注。有关研究和

教育实践均表明：ADHD和LD有许多共同特征，如：注意力不集中、无意义动作

多，表达性语言障碍、自我监控能力低下以及学业成就低下等。研究表明，ADHD

儿童大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学习障碍，如果以广义的学习困难的定义为标准，大

约有80％的ADHD儿童是学习困难者：如以狭义的学习困难的定义(参见美国学

习障碍协会的定义)为标准，大约有10～25％的ADHD儿童足学习困难者。在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中，LD儿童是各类特殊儿童中发生率最高，数量最大的一

类。目前，有资料显示：LD与ADHD的发生率有明显呈上升趋势。因此，加强这

方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十分必要。



本研究以元认知理论为依据，设计方案，训练‘名多动倾向伴学习困难儿章

的自我监控能力，以单一被试实验为研究方法，监控与评价该生的课章自我监控

能力以及学习成绩，以期探讨对该类儿童进行个别训练与教育的有效方法。

(二)研究对象

1、对象的一般情况

史××，男，1992年10月出生，98年9月入普通学校(卜海闸北区芷园路

小学)接受义务教育。该生肢体、感觉器官发育JF常，智力m常。该，|÷学习懒散，

常常半途而废；易受外界变化影响，注意力很不集中。

2、对象的有关特点

(1)该生无论在课堂学习上，还是在家庭作业上，无论是文化课学习还是文

娱活动，手脚总是不停，并且不分场合，角色管理失控，缺乏克制力；问他为何

如此多动，如他回答说：“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2)该生学习成绩很不理想。从进小学至今，语文和英语成绩总是全班倒数，

数学常常徘徊在及格边缘。三年级第二学期前，老师和家长均认为该生贪玩，懂

事晚，未采取特别教育干预措施：三年级第_学期厉的两个学期一汽是学校“补

差补缺”对象，但未取得明显效果。

(3)该生吐字清晰，能明确地表述C1已的意图。

(三)研究方法

1、评估

由专业研究人员、班主任、语、数、外3位任课教师组成评估小组，对史×

×进行有关测量与评估。评估的依掘与结果如下：(1)用瑞文测验进行智商测验，

IQ为92，排除智力落后；(2)参照美国精神疾病协会(APA)DsM—lV有关ADI{D

诊断标准，初步判断该生具有多动倾向：(3)以最近1 1次语、数、外二)_三门学科考

试成绩为准对该生进行学业评估。该次考试用全区统测试卷，该乍l：述i门学科

平均成绩低于平均数2个标准差以下。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以往同常学习行为

及表现，评估小组判定：该生为多动倾向伴学习困难。

2、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取3个单基线A—B实验设计，相应的三个观察记录指标是：(1)

学习情境敏感性(sensitivity of learning environment)，该指标测试该生进入



学习状态所需的时间记为sT，精确到秒：(2)无关行为的频率(frequency of

no—sociality behaviors)，该指标测试记录该生在舰定的完成学习任务时问段

中无意义行为发生的次数，记为F；(3)无效学习时间(waste time，)，该指

标观察记录该生自学习丌始至学习活动结束(下课)过程中叶良费的时间，n为

wT，精确到秒，该指标反映其学习时效。

3、数据收集与处理

(1)基线期

从四年级第二学期丌始的第一。个月起，埘被试的行为观察与地求在3()分钟

的自修课中进行，被试的学习任务是做数学练习或语文练习，任务足量。在此期

间，教师无任何干预。而研究人员则在自然状态下进行观察、并在多边图上，记

录该生各基线期数据(ST—A、F—A、wT—A)，共8次。

(2)处理期

对班主任老师进行培训，使其掌握训练及数据收集的方法。此后，对该生进

行2个月的自我监控训练，收集处理期相关数据(sT B、卜B和wT—B)，并及时

绘制在多边图上。

(3)计算各基线期与处理期的Bartlett比值。确定各组数据是否呈自我相关

如非自我相关，则进行C检验，推断处理期与基线期的差异是否显

4、训练方法

监控训练由班主任老师(语文老师)实施。训练内容和方式如下：

研究人员与老师将制作好的sT～A、卜A、wT—A多边图给史××看，让他了解

自己在这三个方面的现状，并告诉他S’r、F、wT的含义以及良好的学习行为对提

高学业成绩的重要性。在训练过程，老师与该生及时研究和分析多边图，让该生

及时了解自己的上述情况，强化训练效果。

实验干预主要通过师生交谈的形式实施，按自评一核对一反馈模式进行。交

谈内容涉及三方面：(1)学习的计划性、(2)课章学习无关行为的发生情况、(3)

课堂练习完成的情况。下面以学习的计划性为例，介绍如何进行训练。

(1)引导学生“自评”的师生交谈：

老师：“上一节课预备铃声响后，你觉得自己做好了上课的充分准备吗?”

史××： “什么准备?”



老师：“比如说课本，练习本和其他学习用具：还有一0理上的准备，如想一想老师昨天

布置的预习任务自己完成的怎样?是否有疑问?是否期待着老师的解答，注意力是否完己全

集中在即将开始的课堂学习呢?”

史××： “满好!”

老师：“如果说充分做好了上课的各项准备可以评定为1 D分，你该给自己打多少分?”

史x×： “8～9分。”

(2)进行“核对”的师生交谈：

老师：“我站在讲台上时，听到你在问前面那位同学什么问题，好像是关于分组的事情?”

史x×： “分组?哦．春游我想和她换下组，就说了这一句话，上课铃还没有打。”

老师：“马上就要上课了、你还在想下一周春游的事，你说你做好7上课的心理准备了

吗?”

史××：(不做声)

老师：“现在你给自己的上课准备情况打几分?”

史x×：“嗯⋯．．．，大概3—4分吧?”

(3)进行“反馈”的师生交谈：

老师：“我觉得可打6～7分，因为上课开始后你还是能够比较快的进入状态：说明你分

心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且课堂学习用具都准备好了；扭来扭去的动作也比以前少了。你想

想看，是这样的吗?”

史x x： “是的，课本、练习本我早就准备好7。”

(四)结果与分析

l、将有关数据统计结果例入表一

表一：史××3种行为基线期(A)与处理期(B)数据统计处理结果



注： M一平均值：sD一标准差： B，一Banlett比值；l，一T检验的P值

上表显示；被试3种行为的基线期及处理期数据的Bartlett比值均小于1，

说明各组数据是非自我相关的，属于有效数摒；经T检验结果表明：被试的3

种行为，即：进入学习状态的时间(sT)、学习中的无关行为发生率(}?)与学习

中无效学习时问(wT)的基线期与处理期数掘均具有极鼹并芹芹。

2、将实验结果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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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又根据教师“核对”的情况重新进行自评。由此可见，“核对”是一个关键环

节，在这一环节的执行中，教师的问题既要准确，又要有针对性。这就要求教师

做好学生课堂行为的详细观察与记录，并依据学生的外在行为，揣摩其心理状态。

在交谈中，既要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不足方面，也要认识到自己好的及有进步的

方面，逐步引导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与评价自己。

三、 助学伙伴对学习困难学生学习行为影响的个案研究

(一)前言

学习伙伴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如何利用这一资源，改善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

行为与学习成绩，是学习困难研究领域中的一项子课题。对于学习困难学生来说，

学习伙伴所起的作用是教师与家长无法替代的。首先，他们是同学关系，这就有

助于减轻学习困难学生的精神压力，可以在一个相对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合作学

习；第二，他们的相互接触在时间上更加充裕，在空问上更为紧密；第三，对于

助学者自身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巩固、提高的过程。

本研究试图通过建立学习困难学生与助学者的学习伙伴关系，探索助学伙伴

对学习困难学生学习行为的影nm期望通过助学伙伴的有效干预柬达到改善学习

困难学生行为与成绩的目的。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将质的分析与单⋯被试实

验方法结合起来。现将研究的过程及结果报告如下：

(二)研究对象

1、对象的一般情况

祝××，男，1995年10月生，2000年9月入学。浚生身体发育及智力正常。

该生父母长期在国外，自小随爷爷生活，倍受宠爱；爷爷奶奶对他的学习很少过

问，因此，该生比较懒惰、缺乏上进心。

2、对象的基本特点

由于该生好动，教师怕影响他人。故专为他安排一个座位。该生，卜课经常心

不在焉，对学习毫无兴趣。课堂练习大多不会，且懒得动笔，几乎没有与教师的

交流，教师也很少提问他。该生学习懒散．作业经常不能按时完成；易受外界环

境变化的影响，注意力不集中。但该生智力正常，吐字清晰，能明确表达自己的

意图。

该生从进小学至今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语文、数学、英语成绩总是在全班

倒数之列，英语成绩经常不及格，三门课成绩低于两个标准差以下。尽管老师将

其作为“补缺补差”对象，但未取得明显效果。





(三)研究方法

l、评估

由专业人员、班主任、语、数、外三位任课教师纰成评估小组对该生进行有

关评估。用《瑞文》量表进行智商测验，该生IQ为95，排除智力落后：另外，

该生在学习伙伴介入前一次的三科考试平均成绩(全区统‘测试)低I丁i全年级甲

均成绩2个标准差以下。参照有关的学习困难诊断标准、学习行为、学业成绩，

评估小组将该生暂定为学习困难。

2、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取3个单基线A．B实验设计，需要观测与i己录的三个指标是：

(1)课堂无关行为(又分为5项，具体见实验结果)，指被试课章中无关行为

持续的时间，记为sT，以秒计。

(2)被试课堂学习效率，具体分两项，即：完成课常练习的酉分率与完成课堂

练习的iF确率。

上述3个指标的记录均在35分钟的课堂教学期间进行，助学伙伴在此期问不

做任何干预。

3、数据收集和处理

(1)基线期

四年级第二学期，r始的前10天，利用每天语、数、外课。精35分钟时州，在

自然状态下，观察与记录该生在各基线期的行为与数据，共10次，将有关数据

填入相应的多边图。

(2)处理期

处理即指助学伙伴干预该生的课堂行为及为其提供有效的学习策略。助学伙

伴经培训，先经过l周的适应性“试岗”，掌握干预

����x





陈xx：(微笑)

访谈者；我注意到现在小祝上语文课时活跃多了，你是用什么办法让他对语文感兴趣的?

陈xx：我和他比赛啊，老师布置的题目看谁先完成．然后再比谁写的句予好，谁问题回答

得好。一开始，他上课经常开小差，连老师布置的题目都不知道，我就先从告诉

他老师布置的问题开始，一点点教他把句子写通顺、写具体、写生动，还告诉他

回答问题要有顺序不要跳着说。(微笑，得意)有几次老师提问他。他就用我给他

修改的句子回答，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后来，他上课就经常请教我，现在老师

常常让他回答问题．我想这就是他积极性提高的原冈吧。

访谈者：我知道英语课是他壤讨厌的一门课，但我看了他最近几次考试的成绩，感到很惊

讶，成绩基本都及格了．你又是怎样帮助他进步的呢?

陈xx：其实，英语成绩要进步最容易了，只要肯背肯敬就行。以前他没有记忆单词的好方

法，再加上每次默写都错很多，上课又不认真听，所以老师教的句子、对话都没

记住，自然回家也没办法背。现在这种情况好多了，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会教他学

习英语的方法。现在他学习英语基本都用我教他的记忆法，碰到对话练习，我就

和他一起练，一有说错的句子我立刻纠正他。

访谈者：你上课帮助祝xx，你觉得他会感激你吗?这对他的学习有什么促进?

陈xx：他的进步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其实他是不是感激我不重要，只要他有进步我就很高

兴。我不断在课堂上提醒他一定会对他的学习有帮助。比如，最近他上课的积极

性很高，会主动举手发言了。作业的错误也减少了。

访谈者：你刚刚说他在学习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其中有你的功劳，那么你觉得这样帮助

他会不会影响你的课堂学习呢?

陈xx：一开始会，他在我没做完练习题的时候就急着问我：小过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他会在问我之前自己先看看例题，等我做好了再问。有时候我也会主动帮助他，

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访谈者：你认为老师为什么会选你来当他的“小老师”昵?

陈xx：可能是我一直是班干部的原因吧，看到上课不守纪律的就想管一管。知道学习上有

困难的就想帮一帮，当我看到别人在我的督促下有进步就很高兴。

访谈者；这次你成功地当了回“小老师”。使一个本来学习落后的同学有了进步，从这次经

历中你收获了什么呢?

陈Xx：你已经说了。同学有进步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访谈者：还有吗，比如对你今后的学习有什么影响?

陈xx：有吧，我要帮助别人首先自己应该对上课内容很熟。我以前上课，也会偶尔思想不

集中，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不发生了，因为我知道连自己都没认真听又怎么能督促

别人认真呢学习?另外，一道题目在课上给他讲解一遍就好像自己又学了一遍一样。

访谈者；你的意思是讲解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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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祝Xx双眼注视黑板但眼神木呐A—B比较 埘嚓次数

由图五可见：处理期的水平总体上较摹线期低，1：f=l统汁结果表叫：两期数据

的均数无显著差异。从两期数据的回归趋势看，基线期回归线的斜率为m值，处

理期回归线的斜率为负值，说明：如果延长处理期，被试的这一行为可能进一步

下降，并在统计处理上显示出差异来。

2、被试课堂学习效率干预前后有关数据比较

在本研究中，被试的课堂学习效率，用被试完成课。迸练习的百分率及完成

课堂练习的正确率来显示。现将有关数据显示并统计处理如F：

(1)F(完成练习的百分率％)

A(基线期，N=lO)： 67、40、67、100、62．2、67、IOO、5()、100、12．2。

B(处理期，N=18)： 83．3、75、50、70、87．5、100、80、100、100、50、87 5、

100、 100、50、25、80、86．6、100。

基线期均数(MA)：66．54i基线期标准差(sDA)：28 50；

处理期均数(MB)：79．16；处理期标准著(SDB)：22．23；

B广比值：0．66；T检验P值：0．20。

(2)R(完成练习的正确率)

A(基线期，N=10)： 56、O、33、100、O、47、O、50、80、0。

B(处理期．N=18)： 66．7、75、50、40、75、100、50、100、87．5、50、75、

100、75、 100、 100、60、66．7、 lOO。

基线期均数(MA)：36．6； 基线期标准著(sDA)：36．42

处理期均数(MB)：76．16；处理期标准芳(sDB)：20．79

卧比值。-0．71：T检验P值：O．001。

根据以上数据统计结果，分别作图并说明如下I：



(1)被试完成课堂练习百分率干预前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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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祝Xx完成课堂练习率A—B比较

由图七可知，处理期的总体水平高丁綦线期：但统计结果表明：两期数据均

数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在助学伙伴的帮助下，被试在完成课掌练习方面有进步，

但不明显。从两期数据的回归线看：基线期回归线斜率为负：处理期回归线斜率

增大，说明：如果延长处理期，被试完成课堂练习的情况可能进一步改善。

(2)被试完成课堂练习正确率干预前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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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祝xx完成课堂练习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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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见，处理期的水平明显高于基线期，统计结果也表明：两期数据

均数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在助学伙伴的帮助下。被试完成课带练习的正确率有

明显进步·从两期数据的回归线看：基线期回归线斜率为负：处理期同归线斜率

为正，说明：如果延长处理期，被试完成课堂练习的f卜确率还可能进一步提高。

3、被试学习成绩干预前后的对照

比较被试四年级第一学期期末和第二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可以看出：他

从原来的数学与英语不及格(见表1)到现在三门功课全部及格(见表2)，可见

其学习成绩的进步是较大的。但从全年级的整体水平来看还是没有达到平均水



平。由此认为：助学伙伴的课堂助学行为是有效的；但是，被试学爿成绩的提高

是～个渐进的过程，实验干预的效果还需要进‘步巩吲与提高。

表1祝xx四年级第一学期末3科考试成绩(全区统一测试)

表2祝Xx四年级第二学期期中3科考试成绩(全区统一测试)

语文 数学 英语 合计

祝xX 74 83 62 73

全年级(N=102) 84．5±11．3 91．5±9．6 86．7±IO．8 87．5±10．2

Z分数 ，O．93 ．O．89 —2．28 -1．42

4、干预前后被试课常无关行为、学刊效率变化的挑迷。盹比较

在实验干预前，被试上课懒散，嘴晕常常发出喇l哝声．手卜小动作不停，双

脚抖动不定，对教师授课丝毫没有兴趣：有几次尚朱F课，他已丌始收拾课本文

具。在干预期中，被试嘴巴里发出无关声响、上课做小动作、腿脚摇摆不定的现

象有明显减少；长时间不听课的情况已基本消除。并在助学伙伴的帮助下．逐渐

养成了课前准备好课本的习惯，并能够积极与助学伙伴交流匕节课教师留下的问

题。

在实验干预前，被试从不积极二]：动发高，即使发ili也是J{i音禽糊且极彳州I信，

甚至在其他同学交流时，他还会插嘴、起哄，影H向课’鼗秩序。二F1顶期巾，在助学

伙伴榜样作用的鼓励下，被试能够积极发苦，发言受到鼓励，又使被试自信心增

强，就连在他平时最讨厌的英语课_j：，都敢于表现自己，并能’i助学伙伴一起进

行英语对话。

在实验干预前，被试由于缺乏学习策略，学习效率很差。表现在遇到难题不

知对照例题或请教他人；做课堂练习时，东张西颦，很少动笔，即使动笔也是草

革了事；等到交流答案，他又心不在焉，一脸茫然，结果每次做题的错误率部很

高。在干预期中，助学伙伴用有效的助学策略，如：引导、比赛撇题、鼓励、举



例子说明等方法帮助被试，增加了他解题的自信心，圳此做题的I}'I确率也随之提

高。

(五)结果分析与讨论

目前，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及教学干预的形式很多。但在现有的研究中，

采用助学伙伴对学习困难学生进行干预的研究尚属鲜见。本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

探索，结果表明：在助学伙伴的二f二预F，被试的课堂无关学习行为下降，交流能

力明显提高。另外，由于助学伙伴的帮助，被试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策略的应

用水平及主要学科的学习成绩有明显提高。

1、决定助学伙伴干预成效的关键因素

根据本研究的经验，以下两条是关键：

(1)助学伙伴的选择

选择一位优秀的助学伙伴是使实验干预能发挥其最佳效果的6口提。助学伙伴

的选择条件应有以下几条：学习优秀、乐于助人，工作责任心强、能尊重他人尤

其是学习困难的学生、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独奇：丌展：【作。另外，助学伙伴的

家长也要能够积极配合其孩子的助学T作。

(2)对助学伙伴的培训

首先，要使助学伙伴明确其助学的意义，使他们1i动与学列嘲难学生沟通，

逐渐成为朋友，把帮助学习困难学生当作一件愉快且有意义的事。其次，研究人

员和教师要教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助学原则，如：语速要慢磐、忌讳的语苦’定不

能说等。还应告诉助学伙伴：在辅导学习困难学生的过程rh应注意三点：辅导

时机、辅导程序、与辅导技巧。另外。从研究人员与教师这个角度税，在剥助学

者的培训中，要举持“两多～少”的原则，【!I：J：表扬多，批评少；指导多，训斥

少，要保护和激发助学者的积极性。另外，要注意处理好“一个关系”，H|J：助

学者自身学习与辅导学习困难学生之闯怕关系。使助。#伙伴能得，搞好自己的学

习是帮助他人学习的前提，只有先把自己的学习搞好，彳能更有效地辅导别人。

2、学习伙伴是学习困难学生可利用的重要的学习资源

学校学习主要是一种集体活动，它包含着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

动、人与环境的交融。学习者就是在互动中，不断汲取知识、积累经验、逐步提

高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学习者面临着各种学习资源，学习资源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人的资源：即教师与嗣学；另一‘类建物的资源，即：教学l歧备、教学环境

等。我们认为：在现有的教学过程中，“同学”这一重要教育资源的利用并不充















了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在对《认知与j剐空》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评价中，尝试了

多元评价的方法，既注重对结果的评价；同时，更注重对过程的评价。例如：在

《注意与监控》、《精制与监控》、《组织与监控》训练过程中，通过访淡、出声思

维等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的内心活动，并结合其外显行为，来推断与评价训练的效

果。

四、本研究的局限性

1、由于本研究的《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的实践处于自然教学环境之

中。因此，涉及变量较多，部分变量难以严格控制。例如：实验教师对研究意义、

目的、过程的理解程度与执行水平：训练课程与其它学科课程安排之间的协调等。

回顾整个实践研究过程，笔者认为：每周的训练课时还太少，应浚增加训练课时

数。另外，需要对家长进行有关的培训．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2、国内外大量的相关研究结果均表明：对学习困难儿章学习策略的训练足一个

长期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本研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因此，对学习困

难儿童学习效率的评价也只能看成足过程性、形成性或阶段。P【：评价。Fj fji『，参与

本研究的实验学校仍在继续实践探索，并对学生进行进一步的追踪调查与评价。

五、本研究的后续研究方向

l、本研究的实践已证明：《认知与监控》学习策略训练模式能有效地提高学习困

难学生的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以及学习效率。同时，浚模式应具有静适性，即

也可用于其他特殊以及普通儿章。目前，本人作为20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

大攻关项目(人工耳蜗术后汉语言康复教育机理和方法研究)子课题(听障儿南

语言教育规律及方法研究)的负责人，已在全国四所聋校中高年级进行(聋校新

概念语文教学法)的实践研究，主要内容就是：将《认知与临控》学刊策略训练

模式与聋校中高年级的语文教学结合起来，探索组织策略、自我倚控策略在阅读

理解中的作用，目的在于：提高聋生阅读的绉休理解能力，挺l镯|fIji『聋校语史教

学的质量。

2、鉴于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笔者已丌始尝试将那些行之有效的训

练方法与材料开发成系列的多媒体软件。例如：将建立起教师教学过程控制平台，

该平台既能对每个学生教学训练过程进行监控，也能对个别或全体学叫i的教学训

练结果进行及时的评价与反馈。总之，相应多媒体软件的丌发，能减轻教师：I：作

量、提高教学与训练的效果。笔者预计：孩系列软件的研发成功，将具有重要的

应用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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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我想：父亲乃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于他的离世，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人

前来悼念?会有如此多的人伤心不已?中弼人“跪天、跪地、跪父母”，怎么还

会有他人给已离去的父亲下跪昵?一位诗人说得好：“有的人活着，但他己死去，

有的人死了，他仍活着⋯⋯。”是的，父亲，你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活在所有怀

念你的人的心中。

当给论文标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深深地吸了口煳，再悠悠地吐出去，望着

串串烟圈，由小及大，由圆渐缺，逐渐飘散时，突然想起了儿时父亲曾要我念过

的诗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是啊，父亲，我的这篇论文已无法让您评阅指点了，只有待到来年春暖花

开，我去您的墓前，焚香燃烛，借一缕青娴，将它献给您，安息吧．敬爱的父亲!

第二，将这篇论文献给自己50岁的生目。“光阴似箭，F{月如梭”，50年光

阴，弹指一挥问。我刚过“知天命”之年，学生们为我过生r1，祝我睦寿，他们

是好意，可我却有些悲哀，我当年懵懵懂懂祝他人／j寿无疆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而转眼之间，已到了学生们祝我长寿的年纪了。追忆往事，似炯二怍烟⋯⋯。

我生在“红旗一卜．，却长存“黑手高悬霸_丰鞭”|||勺年代，彳丁。≯没法卜．彳『忙

不能念。16岁进厂做工，年龄最小的我，二f二的却是全厂最重的活。在政治上，

招人“白眼”，受尽歧视。想要入团，要写对父亲的认{_j{：想当j]．农兵大学￡Ii，

就得“改变”成分。真是“满世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曾记得，我在读完章怡

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后，感慨万千，激情难抑．展纸提笔，遂成如下八句：“谁

说往事必成烟，尘飞埃落有人怜。秀笔一枝千滴泪，穿肌透骨沁心寒。自古忠

良多蒙难，只缘魍魉舞翩跹。皆谓道义千斤重，岂能试目一人担!”

“雄鸡一唱天下白”，77年恢复高考，原本心灰意懒的我，心中又重新燃起

了希望之火。然而，我当时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要想考大学，只有

一条路——拼命。我白天做工，晚』二读补习班，每天大约只能睡4小时。“春风

浩荡，苍天有眼”，78年，当我接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双手



微颤，两眼模糊，久久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就在当晚夜深人静之时，我还揣着入

学通知书，在华师大丽娃河畔徘徊，眼望水平如镜的河面，不出地想起了那些在

“文革”中不堪忍受凌辱，已葬身河中的“冤魂屈鬼”，我面对河面，颔首闭目，

默默祈祷：“安息吧，不幸的人们，你们将不再寂寞，在这里陪伴你们的又将是

朗朗书声、万室灯火⋯⋯。”

自78年之后，我便踏上了一条求学之路。拿学士、读硕士，一路走来，虽

未“绳床瓦灶”，但也风雨兼程，甚是艰辛。说起教授念博士，着实羞愧，图此

虚名，并非初衷，无奈身在“学府”，只能顺势而下，贴个“标签”，佯装“门面”

罢了。本人先天不足，后天驽钝难化，方导俊明，提携后学，纳入门下。在此，

本人借助点墨，聊表感激之情。如今，“拙作”已成，拿给他人看，实在汗颜，

而“娘”不嫌“儿”丑，就权当上苍的恩赐，献给自己50岁的生F：_I吧!

第三，将这篇论文献给有学习困难的孩子们。讵如本文前言。所述，儿章学习

困难，表现形式多样，究其形成原因，可能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以及个人认

知因素等诸多原因。因此，对学习困难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共同努力，

才能逐步达到“聚沙成塔”的目的。本研究只是理想之“塔”中的一粒“沙”，

我愿将这粒“沙”献给有学习困难的孩子们，并衷心希望理想之“塔”早同建成。

最后，还想说明的一点是：这篇论文的研究内容也是我承担的教育部的十五

课题。完成这篇论文，真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王和平老师是课题组的

主要成员，也是我亲密的合作伙伴。在近三年的艰苦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始终风

雨同舟，同甘共苦。有多少个同f1夜夜，和平查资料、编教案、写报告⋯⋯，常

常通宵达旦。和平常对我说：“每当我看到教师们能正确运用现代教育心理学原

．理进行有效韵学习策略教学时：看到那些有学习困难的孩子们有点滴进步时，我

的心中便充满欣慰与自豪⋯⋯。”是的，我们所见略同，志趣相投。我们已约定：

将继续携手，在此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补充，并根据其中的部分内容，开发多媒

体学习软件，为造福更多的有学习困难的孩子们再献绵薄之力。

2005年5月31日晚草于“寒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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