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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cognitive load in multimedia learning is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ers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studied the related literature about the study of cognitive load in the multimedia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cognitive load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cognitive load.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trend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load in multimedia learning; to give multi-media learning 
researchers much thinking and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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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媒体学习中认知负荷的研究是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笔者通过查阅和研读多媒体学习环境中，认

知负荷研究的相关文献，梳理了以往国内外对多媒体学习中，认知负荷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以此探究多媒体学习中认知负荷的研究前景。给致力于多媒体学习中认

知负荷的研究者一定的思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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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媒体是由文本、图形、图片、动态图、解说、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构成的，多媒体学习是

指学习者接受两种或两种以上形式信息的学习(刘儒德，赵妍，2007)。即当电脑呈现的材料包含两种以上

的上述元素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多媒体的呈现。依靠多媒体呈现方式所进行的学习就是多媒体学习

(丁俊霞，2010)。 
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是指人在学习或任务完成过程中进行信息加工所耗费的认知资源的总量

(Sweller, 1988)。多媒体学习中的认知负荷即学习者在依赖多媒体环境进行学习的过程中进行信息加工所

耗费的认知资源(龚德英，2009)。 
认知负荷理论，是关于学习和问题解决中的资源分配和优化问题的理论。随着网络技术、计算机技

术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不少致力于认知负荷的研究者，对多媒体学习环境中的认知负荷进行了相关实

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年，随着教育改革的兴起，有关部门呼吁，要给学生减负增效，那么，

具体减什么，增什么？又该如何减，如何增？其实，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的认知负荷，是影响

学习与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多媒体普遍运用于教学的今天，教师将怎样科学利用多媒体，有

效控制学习者的认知负荷，使得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利用其认知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学习的潜

能，以真正实现为学生减负增效？这无疑需要多媒体学习中的认知负荷理论的指导。可见，对多媒体学

习中认知负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梳理了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给多媒体学习中认

知负荷的研究者提供一定参考。 

2. 相关理论简介 

认知负荷理论以资源有限理论和图式理论为理论基础(孙崇勇，2012a)。Paas 和 van Merrienboer 提出，

影响认知负荷的因素包括以下三种：1) 任务环境特性：如任务的结构、新异性、奖励系统的类型和时间

压力、如噪音和温度等因素。2) 学习者主体特征：如学习者的先前知识、认知风格等。3) 学习者与任务

环境的相互作用：如动机或唤醒水平(Paas & Van Merrienboer, 1994)。根据影响认知负荷的三个基本因素，

认知负荷理论研究者将认知负荷划分为三种：内在认知负荷(intrinsic cognitive load)、外在认知负荷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和关联认知负荷(germane cognitive load) (丁俊霞，2010)。有效教学设计的基本

原则是，降低外在、内在认知负荷，增加有效认知负荷(唐剑岚，周莹，2008)。 
Mayer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基于双通道假设、容量有限假设和主动加工假设(毛艳姣，夏娟，2012)。

国内研究者刘儒德等人，总结了影响多媒体学习的因素，归结如下：1) 学习者特征因素(包括学习者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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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知识经验、学习者的视觉空间能力、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年龄)；多媒体表征方式(包括文本的特征、图

形的特征如图形的真实性、图形的复杂性、图形的交互程度)；图形与文本的关系)；2) 教学设计因素(包
括多媒体表征与任务目标的一致性、多媒体呈现过程的关联性、多媒体学习过程中的支持和引导) (刘儒

德，赵妍，2007)。 
认知负荷理论和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都强调个体的认知资源(容量)有限。

在任何学习和问题解决活动中，当个体加工某种信息所需要的认知资源超过个体具有的认知资源总量时，

会造成认知负荷超载而影响学习效果。因此，多媒体教学中，有效的教学设计，应该需要教师综合考虑

影响学习者学习的各种因素，通过合理科学的多媒体教学设计，对学习者的三种认知负荷，进行有效管

理，使学习者所需要的总认知资源，不超过其所拥有的总认知资源，进而为学生减负增效，实现有效教

学。 

3. 国内外多媒体学习中认知负荷的主要研究 

为了探索多媒体教学中，如何控制各种影响学习者认知负荷的因素和条件，对有效管理学习者的各

种认知负荷以及总认知负荷，国内外研究者，在认知负荷理论和多媒体学习理论基础上，对多媒体学习

中，影响认知负荷的因素以及理论本身，通过实证的探索研究，得到了一定研究成果。 
国外，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Mousavi 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多媒体教学中，使用视听两种方式呈

现几何样例，可降低学习者的认知负荷，比用视觉或听觉单独呈现的效果好(Mousavi, Low, & Sweller, 
1995)。Willman 等人利用双任务法，也证明仅以视觉方式呈现的学习材料的认知负荷比视听同时呈现高

(Willam & Lewis, 1996)。 
Moreno R. & Mayer R. E.关于背景音乐的研究发现，对前知识水平较高的学生，背景音乐会提高他们

的学习效果，而对于低水平前知识的学生来说，背景音乐的作用恰好相反。相同的教学内容，低前知识

水平的学生会产生较高的内部认知负荷，背景音乐也会增加相关认知负荷。但对于高水平的前知识学习

者，背景音乐可以降低学习者内部认知负荷。他们还发现，当背景音乐与学生的欣赏取向和教学信息的

特点匹配时，背景音乐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学习者的相关认知负荷(Moreno & Mayer, 2000)。Monica 
Macedo-Rouet & Jean Francois Rouet 等人曾对超文本的效果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低水平的学习者在利用

超文本阅读辅助内容时，由于不断切换信息源，导致了较多的“注意力分散”，增加了认知负荷，从而

阻止他们对学习材料的学习与理解(Macedo-Rouet et al., 2003)。 
Plass 的研究发现，用多媒体呈现外语课文，用视觉呈现词汇的注释时，低言语和空间能力学生的单

词回忆成绩都差于高言语和空间能力的学生，用听觉呈现注释时两组学生之间没有差异(Plass, Chun, 
Mayer, & Leutner, 2003)。Lee 等人采用将复杂材料分解成两屏呈现的形式来降低内在认知负荷。他们将

复杂的化学知识材料分成两页呈现，而学习者可以在两页之间随意查看，结果表明，分离的呈现降低了

内在认知负荷，对学习者的记忆和迁移成绩都有积极影响(Lee, 2006)。此外，Scott 研究了元认知负荷，

他们发现，当学习者的元认知技能更高时，网站学习中的导航地图会产生元认知负荷，认为这种元认知

负荷是相关认知负荷，促进学习(Scott, 2007)。 
国内，代表性的研究，如张大均等人，通过有无归纳策略和背景音乐作为增加多媒体学习相关认知

负荷的方法，研究发现，采用归纳策略会提高了相关认知负荷，减少了内在认知负荷，提高了迁移测验

成绩，对记忆成绩没有影响(龚德英，刘电芝，张大均，2008)。吕英考察了文章结构标记、呈现方式对学

生认知负荷的影响表明，文章以线性文本呈现时，低阅读水平的被试的认知负荷显著高于高阅读水平被

试的认知负荷；超文本呈现能显著提高被试的阅读成绩(吕英，2008)。龚德英、刘电芝、张大均等人，考

察了概述和音乐对认知负荷和多媒体学习的影响，结果表明：两因素无交互作用；概述组的认知负荷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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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低于无概述组，迁移成绩显著高于无概述组，两组记忆成绩没有显著差异；有背景音乐组的记忆成绩

显著低于无音乐组，两组认知负荷和迁移成绩没有显著差异(龚德英，刘电芝，张大均，2008)。 
之后，龚德英的博士论文，对于在多媒体学习中，怎样对认知负荷进行优化控制进行了探索，研究

结论显示：在通过多媒体教学设计控制认知负荷的过程中，学习材料和学习者个体差异在其中起着重要

的调节作用，因此，多媒体学习中认知负荷是由教学设计，材料和学习者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龚德英，

2009)。 
吴岚探索了，信息呈现方式与经验水平对多媒体学习中认知负荷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多媒体学习

中，信息的不同呈现方式所产生的认知负荷不同。在以听觉为次任务的双任务范式中，当信息以图片加

文本的方式呈现时，被试对次任务反应时更短，学习效果更好，多媒体学习的认知负荷更少；对于低知

识经验者以不同方式呈现信息，学习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图片加文本的信息呈现方式更利于低知识经

验者获得知识。研究还发现，丰富以听觉刺激为次任务的双任务范式能够有效考察多媒体学习中认知负

荷的研究结果(吴岚，2011)。 
丁俊霞考察了，学生在学习人文科学材料和自然科学材料时，呈现方式和背景音乐对学生认知负荷

的影响。研究表明：文章以视听结合呈现时被试的阅读成绩优于以纯文本呈现时的阅读成绩；呈现方式

对学生认知负荷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以视听结合呈现时被试的认知负荷比以纯文本呈现时的认知负荷

低；学生在无音乐条件下的认知负荷比轻音乐条件下的认知负荷低，在轻音乐条件下的认知负荷比流行

音乐条件下的认知负荷低；音乐偏好与音乐类型存在交互作用，有音乐偏好的学生在三种音乐条件下的

认知负荷低于无音乐偏好学生在三种音乐条件下的认知负荷(丁俊霞，2010)。 
文月对多媒体学习中，定向帮助信息呈现方式对认知负荷影响。结果表明，在学习较难的学习材料

且先前知识较为缺乏时，为学习者提供提示所学材料核心内容的定向帮助信息，能够增加学习者的相关

认知负荷；当学习者对所学材料先前知识掌握的多，且材料较为容易时，提供定向帮助信息没有增加学

习者的相关认知负荷；定向帮助信息不同呈现方式增加相关认知负荷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听觉呈现最好，

其次视听呈现，最差是视觉呈现。当学习图像动画类多媒体材料时，在内在和外在认知负荷相同条件下，

客体工作记忆容量大的被试比小的被试相关认知负荷更高。但词语工作记忆容量不同的被试则在三种认

知负荷上都没有差异(文月，2011)。 
孙崇勇还考察了，不同的归纳类型对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及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者归纳

降低了学习者的内在认知负荷，能提高各种学习成绩，而自我归纳提高了学习者的相关认知负荷，但只

能提高迁移成绩，教育者归纳组在两种材料下的各种成绩都好于自我归纳组与不归纳组在归纳与材料类

别在对认知负荷与学习成绩的影响上有交互作用，并将元认知负荷与关联认知负荷进行了探讨(孙崇勇，

2013)。 
孙崇勇在博士论文中，从元认知的新视角，探讨了元认知负荷，将其与关联认知负荷进行了区分，

将元认知负荷纳入了认知负荷理论结构，得出认知负荷的新的结构模型(孙崇勇，2012b)。这不仅打开了

研究的新视角，也丰富了认知负荷结构模型，是对理论结构本身的拓展和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见，多媒体学习中认知负荷的研究受到关注，总结以往研究，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对影响因素的

探究和对理论本身的探讨。但本土化的研究中，还为数不多，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 

4. 几点思考 

笔者认为，在多媒体学习中，不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还是对理论自身的探讨，都有待未

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结合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和认知负荷理论，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依据教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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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机整合对影响学习者学习的多媒体的重要因素(如图形、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及影响认知负

荷的自身因素(如材料性质、学习者主体因素、材料与学习者主体因素的交互作用)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并

在过去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视角研究，如随着积极性理学的兴起，将积极情绪的介入及不同程度的

积极情绪启动下，对不同的个体对不同性质的学习材料学习时的认知负荷进行考察等，这些都将是未来

多媒体学习中，认知负荷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以往多为实证研究，未来，可以考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问题，如将定性研究

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同时，为了研究的生态效度，还可以进行课堂的大样本研究。 
最后，就理论本身的拓展而言，在以往基础上，从广度和深度探讨各种教学情境下的元认知负荷，

以丰富和拓展理论本身，将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同时，还为多媒体教学实践中的一线教师，提供更为

多的心理学理论指导和支持。切实实现在多媒体学习中，给学生减负增效，高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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