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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详细介绍了演示培训模型中的注意过程、维持过程、再现过程及其动机过程的特点，并在文献综述

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基于演示培训模型的视频教程开发指南。其中，与注意过程相关的因素主要有提

示、预览、节奏、学习者控制；与维持过程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视频标注、视频分段、视频内容排序、

视频暂停、视频内容小结；与再现过程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练习和提供练习文件；与动机过程相关的因

素主要包括面向应用场景、采用会话式风格和控制视频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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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tention process, maintenance process, reproduction 
process and motivation process in the demonstration training model in detail. On the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video tutorial development guide based on the 
demonstration training model. Among them, factors related to the attention process mainly in-
clude prompting, preview, pace and learner control. Factors related to the maintenance process 
mainly include video annotation, video segmentation, video content sorting, video pause, and 
video content summary. Factors related to the reproduction process mainly include practice and 
provision of practice files. Factors related to the motivation process mainly include th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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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 the use of a conversational style, and the control of the video dura-
tion. 

 
Keywords 
Demonstration Training Model, Demonstration Video, Observational Learning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前言 

视频演示法通过录制计算机屏幕上包括鼠标运动在内的所有内容，再将它转换为演示视频，因而是

一种示范技能操作的有用方法，并广泛应用于信息化教学和培训领域。教学视频有助于激发学习动机，

可以为学习技能操作的学习者带来更好的学习体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技能操作相关的知识，并

取得比传统教学方法更好的学习绩效[1]。 
但仅仅依靠演示不足以让学习者学会如何完成一项任务，因为观察学习过程中对示范的学习存在被

动和表面化处理的风险。为了将演示转化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手段，教师需要对视频演示提供必要的教学

支持。演示培训模型作为一种设计方法，其中呈现的动态示例及其所蕴含的教学特征相辅相成，有助于

学习者掌握知识和实现操作技能的迁移。图 1 是该模型的基本框架，本文将详细介绍该理论及其对开发

演示视频的启示。 
 

 
Figure 1. Illustrating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training model 
图 1. 演示培训模型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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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演示培训模型的主要内容 

演示培训模型源于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班杜拉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

下，通过对他人的示范行为及其结果的观察学习而形成[2]。按照观察学习理论的观点，如果学习者想学

习某种操作技能，他只需通过观察，而不用真正地执行这种行为和依赖该行为的直接强化，即可达到学

习目的。与模仿只是简单的重复示范行为不同，观察学习需要观测者利用内部的行为表象来指导自己的

行为，它允许学习者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构获得信息，从这个角度看，观察学习基本上是认知过

程，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近年来，研究者在观察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演示培训理论并成功地将它用于指导软件培训领

域的视频教程开发[3] [4] [5]。根据该理论，在设计演示视频时需要解决注意、维持、再现和动机这四个

相互关联的学习过程。为了给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支持，教师必须为观察学习的每个学习过程提供至少一

个设计支持。模型显示了达到观察学习目的的可用设计选项范围。 
下面简要介绍观察学习的四个过程及对应设计指南。 

2.1. 注意过程 

根据观察学习理论，注意是观察学习的起始环节。在这个阶段，学习者需要主动加工观察到的学习

内容。由于受人类信息加工系统能力的限制，学习者需要对外部刺激信息进行控制和调节，那些未被注

意的信息会被丢失。要通过演示视频学习，学习者必须注意并准确感知到示范的行为。演示视频可以通

过快放、慢放、重放等方式呈现复杂或持续时间较长的任务序列，且在一定程度上比不可再现的教师示

范效果更好[6]。注意过程凸现了视频演示中的提示或信息醒目度的重要性，即演示视频的设计需要把学

习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预定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上。 
注意会受到视频的空间和时间特征的影响[7] [8]。认知学习领域的研究发现，演示视频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相对的空间和时间运动模式。空间指学习者可以同时处理的信息数量，时间指的是新信息呈现给学

习者的速度。很显然，视频的时间和空间特征会影响学习者的注意过程。从空间角度看，人机界面的复

杂程度是视频空间特征中影响学习者注意过程的重要因素。从时间角度看，视频的瞬变性可能导致学习

者还未完成刚呈现的内容加工，就需要面对新出现的大量信息，从而对注意过程产生负面影响。 
注意即可以是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自上而下的注意过程是一种主动的注意

过程，这时，个体是根据自己的目标或意图分配注意和支配行为[9]。其中，个体的意图或目标即可能来

源于先验知识，也可能是通过预览所获得的新知识[10]。而由视频的物理特征所产生的刺激(如视觉或听

觉信息)所引发的注意选择是自下而上的注意过程，又叫外源性注意。 

2.2. 维持过程 

维持过程主要涉及理解和存储日后行为所需的信息。在这个阶段，学习者必须将观察到的示范行为

存储在长时记忆的言语编码系统和表象系统中。借助表象系统，即使示范行为没有重现，学习者也可以

唤起与之相关的表象。学习者对内部的表象系统和言语编码系统的有效组织和整合有助于示范行为的准

确维持和再现。此外，示范行为的部分特征还可以通过言语形式存储在长时记忆中。这时，学习者只需

要听到某一示范行为的言语信号刺激，就可以唤起该行为的表象。 

2.3. 再现过程 

学习者观察视频演示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完成与演示任务类似或相关

的任务。如果学习者没有保存示范行为的观念，他们就没有能力在实践中重现观察行为。为了再现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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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学习者需要将这些稍纵即逝的示范行为以表象的形式存储在长时记忆中，并能够在需要时回忆或

重建解决方案步骤并监控其正确执行。再现过程涉及再现行为的认知组织，以及根据信息反馈调整行为

等一系列认知和行为操作，这个过程分为反应的认知组织、反应的启动、反应的监控和依靠信息反馈对

反应进行改进和调整等几个环节。示范行为能否再现取决于学习者记忆中的示范行为的组成是否完整，

以及学习者是否具备再现这些行为的技能，而监控和信息反馈能力则决定着示范行为的精确性。 

2.4. 动机过程 

动机是注意过程、维持过程和再现过程背后的推动力量，它是激发和维持目标引导活动的过程。在

提高与绩效相关情境的动机时，根据承诺与必要努力模型，动机来源于承诺和心智努力相互关联的过程。

自我效能感、情绪和个人目标价值会激励人们持续的投入某项任务。根据观察学习理论，任务的价值评

价和自我效能感在观察学习中发挥了中介性激励作用。 

3. 演示培训模型对视频教程开发的启示 

根据观察学习的注意、维持、再现和动机这四个相互关联的学习过程的特点，在利用演示培训培训

模型设计演示视频时，研究者可以参考以下设计指南。 

3.1. 注意过程对视频教程开发的启示 

3.1.1. 提示 
提示是一种支持自下而上注意过程的教学手段，它是在不添加内容的情况下，让学习者注意演示视

频中的关键信息。多媒体演示文档可以提供文本或视觉提示。提示性引用(例如，“在右侧……”)、强调

相关性的关键词语(如“请注意”、“这个很重要”等文本)属于文本提示。视觉提示主要利用色块、弹幕、

动画、箭头等提示信息，以便突出显示特定的结构、位置或对象。针对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眼动记录的

研究显示，提示对注意具有导向效应，能显著提升多媒体学习效果[11]。 

3.1.2. 预览 
预览是另外一种支持注意过程的教学手段。在演示过程中，设计师对于自上而下的注意过程没有影

响，因为它取决于用户的已有知识。因此，演示中包含的教学措施始终涉及自下而上的注意过程。然而，

仅仅依靠这些措施可能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预览加以补充。预览是示范前的简短演示，

主要向学习者概述学习目标、相关术语、识别和确定重要的学习对象，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影响注意

过程。在多媒体学习过程中，与预览相关的设计指南就是预训练原则。根据该原则，如果提前就学习内

容中的主要概念名称和特征对学习者进行简短的教学，会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研究表明，即使是相对

较短的预训练时间也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影响学习者的注意过程[12] [13]。 

3.1.3. 节奏 
节奏是另外一个影响注意过程的重要因素。节奏是视频中不间断的信息流，它由内容的呈现速度、

镜头、过渡效果、解说词、图形和音频等对象所决定，且会影响学习者的认知过程和动机过程。部分研

究者还分析了与速度变量有关的设计特征(如快速剪辑与慢速剪辑)、演示速度(剪辑的慢放或快放)、系统

控制和学习者控制进度对学习的影响，他们建议演示视频应该选择适当的播放速度[14] [15]。研究发现，

适当加快播放速度有利于学习者的认知加工,但过快的速度会加重学习者的认知负荷，降低学习者的学习

满意度和学习效果，但速度过慢会让学习过程变得枯燥，进而降低学习者的注意力。 

3.1.4. 学习者控制 
学习者控制是视频播放过程中另外一个支持注意过程的教学手段。当今主流的视频播放器工具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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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播放、停止、暂停、前进和后退等功能按钮，为学习者提供了观看视频的用户控制选项。研究发

现，学习者对学习资源的播放控制程度越高，他们对学习内容的认知记忆效果就越好。在相对困难的学

习任务上，学习者控制组在再认成绩和迁移成绩上显著高于系统控制组；学习任务越复杂，学习者使用

交互式控制按钮的频率就越高[16]。 

3.2. 维持过程对视频教程开发的启示 

根据演示培训模型，维持过程对演示视频的设计带来以下启示： 

3.2.1. 视频分段 
根据维持过程的特点，开发视频教程时的一个设计指南就是视频分段呈现。目前，诸如 Camtasia 

Studio 等软件均提供了视频分段功能。研究者即可以按照时间，也可以基于概念或任务的意义，将长视

频划分成多个更短的视频剪辑或具有明显开始和结束特征的视频片段。研究发现，视频分段有助于让学

习者在认知系统不超载的情况下进行基础性的认知加工活动，能够降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负荷，

增强多媒体学习效果，可以有效地支持维持过程[17] [18] [19]。 

3.2.2. 视频标注 
另外一个支持维持过程的措施就是标注，它是对短视频片段中关键内容的概述。研究发现，视频标

注能够降低学习者的认知负荷,提高学习效率。另外，标注对整个视频剪辑内容的结构性概述有利于学习

者对视频内容的重组联结与主动建构,对学习者的深度学习提供支持[20]。 

3.2.3. 视频内容排序 
视频内容的排序是另外一个支持维持过程的教学手段。对于视频内容的顺序，一般遵循由简单到复

杂的顺序加以组织，即要先呈现简单任务，再显示复杂任务。实证研究也证实，按照由简到繁的顺序安

排教学内容对学习是有益的[21] [22]。 

3.2.4. 视频暂停 
另一个有助于维持过程的教学特征是暂停。暂停是视频中 2~5 秒钟的短暂停顿。视频在暂停期间不

会呈现新的信息，这有助于减少学习者同时加工的信息数量，帮助组织信息所传递的概念或事件边界，

让学习者有更多的时间消化所呈现的内容。研究表明，在教学视频中插入暂停可以帮助学习者建构、组

织从教学视频中学到的信息，并将它整合到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学习者在视频学习过程中对暂停功能的

使用和任务难度显著相关，它有助于降低动态表征的难度层级，并显著提高学习效果。 

3.2.5. 内容小结 
小结是另外一个有助于维持过程的教学特征。小结是以概述的形式复述完成操作流程的主要步骤，

由于它出现在演示视频之后，因而不会影响演示视频的设计。从理论上讲，小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促

进学习：首先，小结通过总结关键的知识点支持维持过程；其次，小结可以作为学习者自己总结的参考

框架，用于对预定义的小结和自我构建的小结进行对比；第三，小结是一种可以强化记忆痕迹的排练。

因此，在视频教程中添加小结有助于维持过程和强化学习效果。 

3.3. 再现过程对视频教程开发的启示 

学习者观察视频演示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完成与演示任务类似或相关

的任务。如果学习者没有保存示范行为的观念，他们就没有能力在实践中重现观察行为。为了再现示范

技能，学习者需要将这些稍纵即逝的示范行为以表象的形式存储在长时记忆中，并能够在需要时回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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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解决方案步骤并监控其正确执行[2]。再现过程涉及再现行为的认知组织，以及根据信息反馈调整行

为等一系列认知和行为操作，这个过程分为反应的认知组织、反应的启动、反应的监控和依靠信息反馈

对反应进行改进和调整等几个环节。示范行为能否再现取决于学习者记忆中的示范行为的组成是否完整，

以及学习者是否具备再现这些行为的技能，而监控和信息反馈能力则决定着示范行为的精确性。 

3.3.1. 练习 
练习是一种支持再现过程的教学手段。多位研究者均发现了在多媒体教学中利用练习增强学习效果

的证据[23]。研究者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练习对于学习的促进作用。一种观点认为练习能激发反思。由于观

察学习对范例的学习存在被动和浅层学习的风险，而练习可以通过刺激深度加工抵消这种影响。练习可

视为是学习者观看行为示范后对理解的一种检验。它可以支持维持过程并强化学习者的记忆。另外，练

习还能发现学习者学习中存在的错误或遗漏的地方，从而促使他们再次学习相关的视频。针对测试效果

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练习对学习的作用。人们通常认为测试时的信息检索是一个相对中立的事件，并且只

有在人们编码材料时学习才会发生。而实际研究发现，测试比重复学习能够产生更好的保持效果。 

3.3.2. 提供练习文件 
提供练习文件是另外一个可以促进再现过程的手段。练习文件通过呈现典型问题或执行任务所必须

学习的内容，并尽可能的降低可能分散注意的信息，从而使学习者专注于必需学习的内容。 

3.4. 动机过程对演示视频的设计的启发 

3.4.1. 面向应用场景 
一个有助于提升学习者技能培训活动动机的教学手段是将技术培训面向实际应用情境，通过问题解

决过程，让学习者获得融会贯通的知识结构和灵活的技能。著名的 ARCS 教学设计模型中的关联动机模

型就强调要建立教学与学生的知识背景、个人需求和生活经验的联系，以激发学生的动机。对大多数学

习者而言，应用软件是实现学习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最终学习目的。诸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

项目、微软助学项目和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等都很重视技术学习过程与教学理念和学习方式的融合设计,
注重学习者的体验和参与。 

3.4.2. 使用会话式语言风格 
第二个是采用会话式的语言风格。根据数字化学习设计原则，如果将相对正式的在屏文本或解说改

为会话风格，有助于学习者进行适当的认知加工和增强学习者的动机[19]。会话风格的特点是经常使用诸

如你、我、我们等人称代词，这些文本中所包含的社交线索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社会依存感。社会依存

感反过来又会促进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更深层次的认知加工，由此产生更好的学习结果。实证研究

显示，如果视频不超过 35 分钟，会话风格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3.4.3. 视频时长 
另外一个影响学习者动机的是视频时长。针对教学视频的大数据研究表明，学习者观看视频的中位

数时长不超过 6 分钟，其中，6~9 分钟的视频是零界点，超过这个时长的视频实际浏览中位数时长会导

致学习者的离开[24]。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建议制作的视频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4. 后续研究计划 

本研究详细介绍了演示培训模型的内容及其对视频教程的开发启示。研究有助于视频教程开发者提

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本研究的局限在于缺乏基于该分析模型的完整数据过程数据。后续研究

可以进一步分析设计特征对学习的影响，重视收集广泛的过程数据，以便更加深入的理解观察学习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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