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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苏贝尔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学生的认知过程及影响学生学习的心理因素，提出了意义学习

理论。其中，“认知同化”是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提出的理论基石，强调新旧知识不断进行相互作用，

形成新的心理意义，从而促进学习者对知识的习得、巩固、内化与迁移。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奥苏贝尔

意义学习理论包含意义学习的基础概念，内部心理机制，两大教学原则、应用策略及三大心理驱力理论，

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知识背景及心理特点。目前，初中道法课存在着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方式单一、

学生兴趣减退等问题。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初中道法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将二者有机融合，有助

于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切实了解学生认知的心理过程和情感因素，从而优化初中道法课教学理念、教学设

计及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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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Ausubel studies students’ cognitive process and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meaning learn-
ing. Among them, “cognitive assimilation” i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Ausubel’s meaning 
learning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of old and new knowledge to form 
new psychological meaning, so as to promote learners’ acquisition, consolid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transfer of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Ausubel’s theory of 
meaning learning contains the basic concept of meaning learning, internal psychological mechan-
ism, two teaching principles,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nd three psychological drive theories, which 
are in line with students’ cognitive structure, knowledge background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
ristics. At present, the moral and rule of law cours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boring teaching content, single teaching method, and students’ decreasing interest. The 
meaning learning theory of Ausub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iddle school Daofa cours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and emotional factors of 
students’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so as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concept,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eans of the middle school moral and rule of law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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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奥苏贝尔是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及教育学家，其在认知教育领域中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奥苏

贝尔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关注学生的心理过程，主攻学生在学校课堂教育中的认知学习过程，其

在研究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且形成了系统的学习理论。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继承并发展了瑞士儿童心

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同化概念，强调“认知同化”是知识学习的内部过程，将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学有机

结合，从学生的知识获得、知识迁移、认知结构以及情感因素等方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深刻剖析了学

生的学习过程，寻找影响学生学习的多重因素，并提出符合学生认知背景及心理特点的有意义学习理论、

意义学习的内部心理机制、组织原则与教学策略及学习动机理论。现代教育教学倾向于采用更加科学的

论断加之实践来辅佐新的教学理念、教学理路的革新。在此背景下，心理学对于教育学的辅助功能日益

彰显。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是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学有机融合的典范，深耕学校教育，剖析学习者的认

知心理并提出有效的教学策略，帮助学习者构建良好的认知结构，优化其认知过程，在激发学习者学习

动机的同时提升“学与教”的双重效率。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系统的包含着“学”与“教”两大方面，

因此，其对现代学校教育教学有着重要的启示功能与借鉴意义。 
初中道法课全称为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它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此课程主要围绕这中

学生的日常生活展开，对中学生进行相关的思想道德素养教育与法治知识教育，旨在培育中学生的思想

道德涵养与法律意识，使其树立正确的三观和健全的情感态度。初中道法课同一般思政课程一样，在内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946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朱彧彤 

 

 

DOI: 10.12677/ap.2023.139463 3714 心理学进展 
 

容上稍显枯燥与抽象，因此需要教育者在教学中密切关注学生的知识内化效率、学习心向、情感态度等，

积极调整教学策略，克服学科特性，切实提高道法课教学的实效性。这些与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的核

心理念具有内在联系性。将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融入初中道法课的教学中，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切实帮

助学生优化认知结构、提升初中道法课教学效率。 

2. 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概述 

2.1. 有意义学习理论 

奥苏贝尔提出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内在的包含着两个维度的学习，即意义学习与机械学习，接受学习

与发现学习。要想真正理解“意义学习”的概念，首先要厘清这两对基础概念。对于这两个维度学习的

划分奥苏贝尔采用了不同的、独立的依据。“意义学习与机械学习”是按照学生学习的效果划分的，而

“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则是根据学生实现学习的途径进行划分的。 
奥苏贝尔提出的“有意义学习”从语意上来解释就是获得“新意义”的学习(韩婷，2021)，他认为“新

意义”是通过新的学习材料或新的知识和学习者原本认知结构中已经存在的相关概念建立实质性的、非人

为的联系后所产生的。获得新意义的过程就是意义学习的过程，即学习者将新知识的意义与其原有的认知

结构中的相关概念发生积极的、综合性的相互作用，使得新旧知识的意义相互连接，从而实现认知同化的

过程。反之，机械学习中学习者所学的新知识与其原有的认知结构中的知识建立的是一种任意的、非实质

性的联系，即一种牵强附会的联系。而意义学习所建立的联系是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因此，进行意义学习

需要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学习者有进行意义学习的心向，即学习者愿意主动将新旧知识建立联系；二

是新的学习内容具有潜在意义，即新知识中存在可以和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进行联结的内容。具有潜在意

义性的学习内容必须是科学的、合乎逻辑的且具有价值的(任蕊，2021)。学习者是否拥有意义学习的心向，

取决于是否能够通过意义学习将新的学习内容的潜在意义转化为现实意义，从而获得心理意义。 
接受学习是指学习者所学的知识或经验是来自于他人已有的知识或经验，是一种将学习材料以既定

的形式呈现给学习者的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是不需要学习者进行任何独立发现的，学习者只需要被

动接受学习内容后再将知识进行内化，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过程。教师将已成定论的知识向学生进行

传授，这就是接受学习。而发现学习是指学习者独立发现学习材料，进行学习后将所得知识进行内化的

一种学习方式。接受学习相较于发现学习缺少了一个学习者自主发现的阶段。简言之，二者的外部条件、

心理过程及其在认知活动中作用都不相同。 

2.2. 意义学习的心理机制与应用策略：认知同化与“先行组织者”策略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奥苏贝尔强调学习过程新旧知识的联结。认知同化是奥苏贝尔意义学习

的内部心理机制。奥苏贝尔将学习者进行意义学习的过程视为是学习者进行认知同化、塑造认知结构的

过程。学习者进行意义学习的过程的实质就是新旧知识不断进行相互作用的认知过程。他认为学习者若

想获得关于某一新事物的心理意义，则学习者的意识中要存在与该事物相关的“东西”，这里的“东西”

代指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即意义学习需要满足内外双重条件，内在条件是学生的固有认知背景，外在条

件是与固有知识存在联结的学习材料(郭馨泽，2022)。意义学习除了注重新知识的输入，还注重新旧知识

交互后的重新整合，以此促进认知结构的不断发展。 
基于“塑造良好的认知结构”这一目标出发，奥苏贝尔提出了两大教学原则——“逐渐分化”与“整

合协调”。逐渐分化，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教学安排理念，“具体”的新知识处于“一般性”

的旧知识的涵摄之下。奥苏贝尔的逐渐分化原则认为，学习者对知识的学习应当始于一般性的，包摄性

广的概念，然后逐步分化到具体的、特殊的概念进行学习，采用这样的教学原则能够降低学习者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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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以及其对知识的保持和迁移。整合协调，旨在帮助学习者将所学知识进行重组、归纳、整合，使其

形成相应的知识体系。这一举措有助于学习者理顺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厘清一些错误的、易混淆的

知识，从而明晰认知结构，将习得知识系统化，帮助学习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吸收与内化，促进认

知的动态发展与完善。 
“先行组织者”策略是奥苏贝尔基于上述意义学习的心理机制与教学原则提出的具体应用策略。奥

苏贝尔认为，影响学习者在学习新知识时的难度的重要因素是：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中是否存在可以

起着有效固着作用的概念。“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就是针对这一难点采取的具体措施。“先行组织者”，

顾名思义就是在进行教学任务前针对即将要传授的知识所组织的一个引导材料。引导材料的包摄度高于

新知识且能够与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建立联系，在新旧知识之间搭建桥梁(郝琦蕾，姜晋国，2003)。引

导材料会为新旧知识提供一个“固着点”。“固着点”的含义如图 1 所示，学习者将要所学的新的学习

内容与其原有的认知图式存在重合的部分，重合的部分就是“固着点”，它为学习者学习新知识提供承

上启下的作用，呈现出桥梁般的过渡功能，能够有效地将新的学习内容被学习者理解、消化，从而纳入

其认知结构中。 
 

 
Figure 1. “Fixation point” meaning diagram 
图 1. “固着点”含义图 

2.3. 促进意义学习的心理因素：三大驱力 

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有很多，除去智力因素以外，心理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奥苏贝尔从心理

学的角度出发，观察学习者的心理动机，探究促使学习者进行学习的动机因素，而后提出学习动机理论。

该理论认为促使学习者学习的动机因素由三个方面组成，即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及附属内驱力。 
认知内驱力是学习者主动要求获取知识、认知事物，阐释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一种内在需求。认知内

驱力在学习活动中指向学习任务本身，即获取知识(陶薇，2022)。认知内驱力通常表现为学习者对某些事

物或知识的兴趣、好奇心及探究欲。随着年龄的增长或个人经历的增加，学习者希望通过提高学业水平

获得在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的更高地位的学习动机就是自我提高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相比认知内驱

力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动机需求，处于该动机因素下的学习者追求的不再是知识本身，而是由于知识所带

来的地位的满足。附属内驱力是学习者渴望得到周围人(家长、教师)的肯定和赞扬从而努力学习的一种需

求，这同样也是一种外部动机。奥苏贝尔所提出的三大学习驱动力在不同的学习者身上所呈现出不同的

占比，具有个体差异性。三大驱动力的占比会随着学习者的性格、所处的年龄段、家庭氛围、社会环境

等多方面的因素动态变化。 

3. 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中运用的可行性 

3.1. 教材的内容设计契合学习者的学习心向与原有认知结构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培养目标旨在着重培养中学生的道德意识和法治思维，从而提高初中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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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素质与能力，其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类的课程。在“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的思政改革背

景下，各学段的教材编排更加注重衔接性，这一点在教材内容和教材所传递出的价值体系都有所体现。 
奥苏贝尔的意义学习理论强调新知识与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的联系性。小学思政课主要是围绕道德

教育展开，同时辐射普法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这与初中道法课的教材内容有所重合，初中道法课与小

学思政课在教材内容上满足新旧知识的包摄性，有利于初中生展开对道法课的意义学习。初中道法课的

教材编写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上接小学，下接高中，教材内容结构的安排兼顾初中生身心发展的

规律，注重结合初中生成长的生活背景，一来使得知识点呈“螺旋上升”的形态，二来从价值启示促使

初中生不断产生意义学习的心向。无论是从教材的知识点还是教材传递的核心价值来看，教材的内容都

为奥苏贝尔意义学习提供了基础条件。 

3.2. 意义学习的心理机制及应用策略可为传统课堂的转型注入新活力 

在新课标的理念下，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是当前教育教学的重点。素质教育强调关注学生的实际需

要，以学生为中心，综合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素质。理念的转变意味着传统课堂也需要改变。传统课堂以

教师为中心，常采用理论灌输式的教学，学生进行的是机械学习。传统课堂应当向启发型课堂进行转变。

意义学习的心理机制是认知同化，强调学习者对知识的内化及认知结构的构建。初中道法课由于其学科

特性，内容涉及道德和法律两大模块，知识点多而碎，稍显枯燥、抽象。面对这样性质的课程，应当注

重学生思维方式、逻辑推理、自主思考等能力的培养。 
奥苏贝尔基于认知同化提出了“逐渐分化”和“整合协调”的教学原则，通过有意识的教学安排，

帮助学习者更好的内化知识点，形成科学系统的认知体系，提高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先行组织者”策

略则是具体的应用策略，通过教学者设置的引导材料形成承前启后的“固着点”，帮助学生在原有的认

知结构上通过“固着点”进行认知铺垫，既为学习新知识做准备又能巩固原有的知识。通过科学的教学

安排和具体策略的应用能够帮助初中生在道法课的学习中轻松理解知识点，优化关于该学科的知识体系。

意义学习的心理机制为传统课堂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先行组织者”策略则提供了具体的应用方式，二

者都为初中道法课传统课堂的转型注入了新活力。 

3.3. 初中生的心理特点为奥苏贝尔学习动机理论的实施提供了主体条件 

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初中生正处于形式运算阶段(12 岁以后)，在此阶段的初中生能够摆脱具

体事物的限制进行抽象思考和复杂的逻辑运算及演绎推理。因此，处于该阶段的初中生有着积极思考、

兴趣广泛、好奇心强、探知欲旺盛等特点。这些特性符合奥苏贝尔学习动机理论中的认知内驱力的来源，

新颖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设计能够激发初中生的认知内驱力。情感因素是影响初中生学习的因素之一，初

中生处于“心理断乳期”，情绪动荡且渴望接纳(刘荣华，2001)。初中生开始对自我进行审视，自尊心增

强，对他人的看法和评价非常敏感，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这些由初中生自我意识发展所衍生出来的心

理特点和行为特征与奥苏贝尔学习动机理论中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联系紧密。 
在此学段，教师应当格外注意中学生的心理变化，及时进行引导，充分利用中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

教学设计，适当设置激励措施，充分激发初中生的学习动机，这样便能收获良好的教学效果。奥苏贝尔

所提出的三大学习动机都能够在初中生的心理特点上一一对应，即初中生的心理特点为奥苏贝尔学习动

机理论的实施提供了主体条件。 

4. 奥苏贝尔学习理论对初中道法课的教学启示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对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与初中道法课的融合进行

研究。以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为基点，阅读有关书目与文献，深刻理解学生进行学习的认知机制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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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素，结合初中道法课的课标要求，整体掌握初中道法课的教材编排和知识点的内在逻辑框架，以探

索能够激发中学生心理和提升初中道法课实效性的教学启示。此外，通过对初中道法课中的知识点如何

与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建立联系进行了举例，提出了具体的应用策略，从而探究出关乎“学”与“教”

两个维度的教学启示。 

4.1. 深入分析学情，重视学生原有认知结构和知识背景 

奥苏贝尔的意义学习理论认为影响学生学习的一大重要因素是学生已习得的知识，即学生原有的认

知结构和知识背景，当新的学习材料存在能够与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产生联结的部分时，学习将有效地发

生。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设计中需要考虑前后知识的关联性，将关联的知识点形成知识网络(房雨晴，2022)。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重要基础资源，教师吃透教材有助于了解学情。在“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的背景

下，思政课程的教材具有衔接性。例如，小学道法课设置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课时，在初中

道法课中同样设置了“理解权利义务”的课时。学生已经在小学课程中学习过“公民的概念”、“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些基础性知识，因而能够与初中课程中“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新知识产生联

结，能够促进学生的理解和对知识的掌握。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分析做好学情分析是教学的前提和基础。进行问卷调查、摸底考试、谈话等都

是了解学生学情的方式，教师应当重视学情分析。学情分析不仅仅只是学生对知识掌握进行分析，学生

对于学习该课程的心理状况也同样重要。学生已掌握的知识概念乃至生活背景都能够帮助教师了解学生

的具体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以最大程度服务学生的学习。例如，在进行《道德与法治》课程

教学前，教师可以设置一份调查问卷。问卷中设置“我国有哪些法律？”“我国公民具有哪些义务？”

“你对这门课程的感兴趣吗？”“你希望在课堂中增设哪些环节？”等问题，借问卷来充分了解学生的

知识背景以及对学习该课程的心向。 

4.2. 注重意义学习的心理机制，善用“先行组织者”策略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成长中的“引路人”，更加应当注重启发式的、引导式的教学。意义学习的心理

机制——认知同化，强调关注学生原有的知识背景及认知结构，其两大教学原则及“先行组织者”策略

都强调设计具有逻辑性的、启发性的引导材料。先行组织者通常设置于新的学习内容之前，可通过语言

或适当媒体呈现出来，目的在于帮助学习者意识到新的学习内容与他们原有的认知结构存在实质性的联

系从而促进意义学习的有效发生(林明昕，王冬梅，2023)。在初中道法课的教学中，应当重视课堂引导。

合适的引导材料应当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引导材料本身或引导材料的呈现方式能够吸引学生；二是

引导材料能够唤醒学生已掌握的知识，使得新知识与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建立联系。恰当的课堂引导能

够使学习更加轻松且高效。先行组织者是具有桥梁般作用的引导材料，它分为说明性和比较性两类，在

呈现形式上有多样化的特点，既可以是文字、音频、图像等材料，也可以是教师进行口头阐述、提问、

设置情境等。 
说明性的先行组织者通常运用在学生的认知结构中不存在与新知识相关的知识的时候。例如，初

中道法课中设置的有关“我国国家机构”课时，这是学生在小学道法课中没有接触到的知识。教师导

入关于此知识点的相关说明性视频作为课堂导入，使学生对“国家机构”产生初步印象，而后进行具

体知识点的学习。比较性的先行组织者常在易混淆的知识学习时出现，以此凸显新旧知识之间的异同。

例如，在学习“我国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时，学生常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教师可

以通过列表的方式，将知识点可视化，使得学生更容易区分。简言之，要根据具体的学习内容灵活设

置先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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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丰富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心理动机 

奥苏贝尔学习动机理论认为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外部动机是影响其学习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课堂教

学是激发学生学习初中道法课的重要渠道。处理好三大驱力关系，采取适当的教学策略使得三者发挥最

佳效果，关乎课堂质量(杨萍，2018)。初中道法课由于其学科特性，存在内容抽象、枯燥等问题，学生在

进行学习时常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求知欲下降，缺乏学习激情等情况。教师针对这些情况应当丰富课堂

教学环节，而不是一味地采用传统的讲授法。通过创设情境、知识竞答、小组合作、角色扮演等多样化

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例如，“生命的思考”这一单元是教材内容中相

对比较抽象的课时，教师可以通过布置“道德小品”的方式来导入课堂。采用小品的方式，直观且受学

生喜爱，一来可以让学生投入到角色中感悟生命的珍贵，二来能够引发作为观众的学生对生命的思考。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在为课堂注入了活力的同时又激发了学生的认知内驱力。此外，合作学习

也是一种流行的教学手段，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

采用积分制的方式评比出“最优小组”、“最优个人”等。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能够激发学生的自

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通过外部动机来推动学生的学习。 

5. 结语 

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学的融合能够为现代教育教学提供更多的思考与启发。从认知的方式、内部心理

机制到影响认知的心理因素，心理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于初中道法课而言具有

重要的启示作用。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包含“学”与“教”两个维度，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下以学生

的认知结构及影响学生学习的心理因素为切入点，为初中道法课提供教学创新的实践理路，强调在新知

识与学生已有认知结构之间建立合乎逻辑的联结，促进学生内化知识，构建完善的学科认知结构。基于

认知心理的奥苏贝尔意义学习理论与初中道法课的融合能够引起对思政类学科更多启发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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