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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为特征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正成为培养学生的新趋势，为此对学

习者的学习体验关注显著增多。本文通过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对“体验”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初步界

定了学习体验的定义；其次通过呈现学习体验的意义，指出让学习者获得更多的高峰体验的重要性；最

后结合实作经验，对丰富学习者学习体验进行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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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developing literacy of Chinese student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 foundatio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communal engagement, is becoming the new trend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Therefore, people’s attention paid on learners’ learning experience is notably increasing. 
This article uses the top-down research guideline to sort out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experience” 
and initially define the definition of learning experience. What’s mor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more peak experience for learners by presenting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experience. Finally, by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enriching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512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5124
http://www.hanspub.org


王琦 

 

 

DOI: 10.12677/ae.2020.105124 762 教育进展 
 

learners’ learning experience prelimina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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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体验之界定 

1.1. 何为体验 

“体验”一词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指“通过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经验”、“亲身经历、实地领会”。

在《辞海》中则是指“从已发生的事件中获取知识”。“体验”的近义词包括“体会”、“经历”、“经

验”、“阅历”等。但是，“体验”与“经验”不同，如果一件事情我们亲身经历但是却没有引起内心

的波澜，那么这种经历只是一种经验。“体验”更多是强调一个人通过自身经历而形成的对事物独特的

感受、情感和领悟。“经验”一般是一种前科学的认识，它指向的是真理的世界；而“体验”则是一种

价值性的领悟，它指向的是价值世界。 
“体验”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视域下有不同的理解。在哲学领域，体验是人存

在的方式，具有本体论意义，主要是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状态[1]。在心理学领域，体验

则是一种特殊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是由感受、理解、联想、情感、领悟等诸多心理要素构成的，并

由主体以全部的“自我”去感受和理解事物，从而产生情感反应深刻的领悟[2]。在教育学领域，从教育

活动的综合性出发，有学者认为体验是多方面交织的复杂过程，是主体内在的历时性的知情意行的亲历

与验证。体验是一种活动，更是一种过程，是生理和心理、感性和理性、情感和思想、社会和历史等的

复合交织的整体矛盾运动[3]。上述三个领域中关于“体验”概念的理解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强调体验是

个体在亲历的基础上通过内在生命与外在世界融合生成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体验不仅与人的认知密切

相关，同时也是产生情感反应的一个过程，它包含了认知和情感的双重内涵。 

1.2. 学习体验的概念 

美国内力美教育基金会(Nellie Mae Education Foundation)资助建设的美国教育改革术语表(The Glos-
sary of Education Reform)对学习体验作出了一个较为粗略的界定：学习体验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课程、

教学以及学习环境等环节所产生的联系与体悟[4]。该定义认为，学习体验有可能来自于学校或教室等正

式学习环境，或来自于咖啡厅、户外环境等非正式学习环境，还有可能来自于传统的教学交互(学生可从

教师获取知识)或是非传统交互(学生从游戏和互动软件活动的交互)。学习体验是学习者在正式或非正式

学习场景中的主观感受。该定义初步确定了学习体验的来源，但对于学习体验的具体内涵没有作进一步

阐释。在教育学领域中，有学者认为学习体验发生于学生对外在世界的接受和内化过程，强调的是学生

在教育活动中活动的主体参与。基于对体验及其相关概念的解读可以发现，学习体验首先是一种学习过

程，包括学习者在学习环境中外在亲历学习活动及其内在所形成的心理活动；其次是一种学习结果，包

括认知和情感反应[5]。换言之，学习体验可以理解成学习者在学习前、学习中和学习后产生的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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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象。也有学者认为，学习体验是衡量学习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它关注的是学习者在自身学习

过程与结果真实感受。 
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目前人们对学习体验的概念并没有达成共识。在本文，笔者认为，学习体验

是体验的具体化，是学习者在正式场合或非正式场合下，在学习前、学习中和学习后产生的对于学习结

果的一种感知经验。学习体验更加关注的是学习者的内心的真实感受。 

1.3. 学习体验和体验学习的关系 

“体验学习”和“学习体验”初看似乎只存在着语序的不同，但仔细斟酌、推敲，两者所表达的涵

义却大相径庭。 

体验学习是指学习者自身通过实践而产生的认知、体验和感悟，并在其中获得新的知识、技能和态

度的方法[6]。从教育学的角度看，体验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学习内容进行内化后，在特定的教

育情境中的内心反省、内在反应或内在感受[7]。而学习体验是体验的具体化，是学习者在正式场合和非

正式场合下，在学习前、学习中和学习后产生的对学习结果的一种感知经验。学习体验关注的是学习者

的真实感受。学习体验不需要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下才能发生，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场合、任意时间段，对

学习者而言，学习体验实际上是一种感知经验，更加关注学习者内心感受。 

“体验学习”和“学习体验”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体验学习”中增强学习者的“学习体

验”。“体验学习”强调的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其聚焦于“学习”，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中而

发生的内心反省与感受，是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学习观点。而“学习体验”强调的是对学习过程、学习结

果的感知与体验，聚焦于“体验”，关注的是学习者的真实感受。但是两者也有联系,第一，都强调亲历

性。亲历不同于亲身经历，它包括：实践层面的亲历和心理层面的亲历[8]。实践层面的亲历，是指学习

者通过实际行动亲身经历某件事；心理层面的亲历是指学习者在心理上虚拟地“亲身经历”某件事；第

二，两者都强调自主性。两者都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一种感悟或是顿悟。 

2. 学习体验之意义 

2.1. 获得多元化的学习体验 

学习体验强调的是对学习过程、学习结果的感知与体验，聚焦于体验，更加关注学习者的真实感受。

对学习者谈之学习的体验与感受，听到更多的词语是枯燥、单调与苦涩，当学习者在单一的学习体验中

成长，不利于身心的发展需求。尤其是中国现代考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并继

而衍生出一种对极少数“精英”的筛选模式，并伴随着一种异化的考试文化。在应试教育的氛围下，施

教者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无视学生个性发展，学生缺乏多元的学习体验。 
在素质教育阶段，我们一改往日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活动和教育培养对象被严重扭曲的应试

化教育阶段，迎来的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素质教育阶段，这与注重学习者的多样化体验不谋而和。过往的学习追求精英教

育，可是现实中更多人还是无法做成精英，只能是大众，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精英的崇拜，至少也表达了

一种追赶潮流，向往上进的积极姿态[9]。这种教育本身就是不公的教育，只让极少数学生体验到成功，

而绝大数孩子实则成为衬托这些成功学生的绿叶，对于绿叶而言，他们所体验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不

被认可与失败。注重让学习者获得多元化的学习体验，是让每一个普通人拥有高峰体验的途径之一。 

2.2. 实现动机性的主体体验 

以成绩论英雄的评价制度并没有因此改变，学生的学习体验依旧是以苦涩居多，这样的学习体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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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是被动的。只有施教者认识到体验在教育活动中的意义和地位，并且相信学习体验的过程是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组织与引导，学习者才能有途径将被动的学习状态化成动机性的主体体验。只

有学习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地去要求获得学习体验，施教者予以一定的平台，学习者才会对学习充满热情。 
在素质教育阶段，学生主体地位有了明显的突出，我国学者林崇德在素质教育实施十三年后指，素

质教育改革虽然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反映出我国所培养出的学生身体素质滑坡、

社会适应能力不强、负面情绪较多、实践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素养发展不全面等问题仍然不容小觑[10]。只

有将被动地接受转化为主动的获得，学习者才会获得更多的主体体验，同时自我效能感也会随之增加。 

2.3. 激发学习的潜能与乐趣 

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获得多样化的学习体验才能激发学习者学习的潜能与乐趣。国家在课程改

革的重要文件中首次明确使用“核心素养”一词，意味着党和国家把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问题放到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教育学者对此各抒己见，林崇德将核心素养界定为：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

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它是关于学生知识、技

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结合体。 
对于核心素养的研究是国际共识，它关注过程、关注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的体悟，这一点与笔者所说

的增加学习者的学习体验的建议不谋而合。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与知识社会的背景下，各国综合国力

的竞争愈演愈烈，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例如，英国、美国、德国、芬兰等也纷纷启动了基于核

心素养为教育目标的体系研究，希望能制定出符合自己国家需求的核心素养指标，并进一步开发完善以

此为基础的课程改革方案，提升教育质量[11]。在这一潮流引领下，单单凭借纸笔成绩致胜的培养模式恐

怕是难以应付这一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所以，笔者认为只有紧随世界共识，在国际视角下探寻核心素

养，从现实需求中归纳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核心素养，增强与丰富我国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在以核心素养

为教育目标的阶段，每个学习者都能获得学习上的高峰体验，使其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同时这一阶段

也是增加学生学习体验的一个质的飞跃阶段。 

3. 增加学习者学习体验之探索 

3.1. 基于知识设计课堂 

在国内整个大环境下，施教者和学习者均以知识的获取为学习的主要目的[12]。所以，我们可以基于

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为视角来设计传授知识的课堂，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1996 年美国的普斯特曼

(N. Postman)和温特纳(C. Weingartner)提出：“当学生将学习方法从直板化接收转入询问式、探究式的学

习，并且将询问式的学习融入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就不再把任何问题都看作是外部给予的，而是有了

一种内在的探寻动力[13]。”教师可以用询问的方式开启师生互动与交换知识经验的新局面，教师的教学

形式也可以从“直线式教学”转为“多元化教学”。 
在我国，早期的教育就是教师习惯性的将一门课程的内容组成一条逻辑上前后联系的直线，将直接

经验和间接经验，以单一的、输入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学生在接受与被动中获取所谓的知识体系，但是

知识是否实现了它真正的价值，我们却无法去解释[14]。因此，在核心素养教育阶段，我们更要以学生为

中心，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用“提问”激发学生的思维和创造力，

通过生生互动的形式来习得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感。提问的主体应该由教师转换成学生，因为学

生在提问的过程中不仅是对教师教学内容的反思也是对自身批判思维的一种锻炼，同时学习者还可以从

众获得成就感和短暂的高峰体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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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非正式的学习 

随着信息时代不断的发展，学习的形式、空间也是在不断的演变，在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对原

有学习模式的一种挑战。学习不单单只发生在设备齐全的教室，只要连接上网络，咖啡厅、动车上都可

以是学习的空间，学习的形式和意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更加丰富。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让学习内容可以

多渠道获取，学习者的学习体验也会随之发生转变。课堂中的学习体验常常伴随着压力与枯燥，但是随

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学习者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学习方式、学习空间，学习体验会更加丰富。非

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已经不能单纯被当作一种补充性学习，它在满足学习者需求中，已经不知不

觉地成为人们生活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存在[16]。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提出“二八定律”，在任何一组事物中，最重要的只占

约为 20%，其余的 80%尽管占大多数，但却是次要的。不仅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二八定律”，学习中也

不例外。有调查现实、、显示，80%的知识习得来自于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 [17]。在非正式学

习这种没有压力的学习环境下，学习者可以真正释放自己，他们可以通过在与他人毫无束缚感的聊天中

获得知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网络课程也逐渐丰富起来，学习者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感受获得知识的喜悦，体验属于自己的高峰满足。 

3.3. 基于环境设计课堂 

将学习者置身一定的学习氛围中，钟志贤认为学习环境是为了促进学习者发展特别是高阶能力发展

而创设的学习空间，这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式，是学习者在追求学习目标和问题解决的活动

中获得合作和支持的场所[18]。钟启泉认为学习环境是基于多种多样的物的要素、人的要素而形成的动态

构成的“信息环境”。教师不要试图将所有的知识都塞入学习者的脑袋，应该思考一下是否能够将一些

知识放置在相应的学习环境里面，尝试将知识放置在尽可能接近学习者行为的地方。 
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在他的经典著作《设计心理学》中有一个章节叫“头脑中的知识和外

界的知识”。他谈到记忆的负担(大脑中的知识)以及放置在环境中的信息(外界知识)。唐纳德·诺曼给的

例子是厨房电炉的炉膛及其控制旋钮的排列，有四个炉膛和四个控制旋钮，但你能知道哪个控制旋钮点

燃哪个炉膛吗？充其量，你能够缩小到两种方式，第一，每次使用电炉的时候都花时间尝试一次；第二，

记住哪个旋钮控制哪个炉膛。诺曼指出，在设计电炉时可以使用某种方式使用户不需要记忆任何信息，

那就是改变环境，让用户置身炉膛的使用环境中，这样能够弥补相应知识或技能上的差距。将知识嵌入

外界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大大减少学习者所需要携带的信息量[19]。基于环境来设计课堂，缩短为适应新

环境而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让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下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样的设计能够为学生获得高峰体

验，丰富学习体验搭建平台。 

4. 结语 

因我国长期形成的以中考、高考成绩作为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观念引导，以成绩论英雄的社会风气

占据着舆论的主流。中国学生学习体验感槽糕的背后是整个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出现了缺位，

单凭考试成绩获得的体验或许能得一时之快，但绝不是孩子应对变化莫测的未来最好的方法。那么该如

何让学生获得更多丰富的学习体验呢？如何让学习者获得更多的高峰体验呢？那些在笔试成绩中获胜的

学习者的人生真的就一帆风顺吗？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从事教育行业的人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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