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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创赛事旨在激发学生的个人科研能力与创造力，与传统的授受式学习具有极大的不同。转化性学习的

核心三要素是经验、批判性反思和理性对话。在转化性学习理论视角下，科创赛事对大学生经验的积累、

批判性反思及理性对话方式的培养都具有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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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s aim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dividual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creativity,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receiving 
learning. The three mental elemen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rning are experience, critical reflec-
tion, and rational dialog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hemical learn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have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ational dialogue among seni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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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大学生科创实践愈发得到重视。《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指导意见》)曾指出，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1]。一直以来，国家全力支持大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创新创业，并明确提出大学阶段的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支持大学生

不断参与创新创业活动，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最根本的还是各大高校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的不断提

升与改革，不断将创新创业思维的提升纳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不断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

型人才培养模式。 
大学作为一所培育高等教育人才的摇篮，理所应当地承担起未来科技人才潜在者的培育任务。深入

研究和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对于我国如今的高等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当下，授受式的教

学学习方式是我国当代教育的主要方式。有学者指出，在这一环境下，我国当代大学生呈现出缺乏自我

学习、自我思考的习惯以及能力的特点。一方面，大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比较弱，学科之间缺乏整合，

学科的单一认识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呈直线式特点， 思考问题缺乏全面性和开创性。另一方面，在授受式

教育模式下，教师容易形成“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让讲授的知识、理念局限在课本上。这既难以满

足现今不断发展的社会对大学生素质能力的需求，又无法使学生对自己的水平做出正确的评估，无法运

用自己所学习到的知识进行实践。 
科创赛事旨在激发学生的个人科研能力与创造力，其对团队合作、实践研究、自主探索等方面的要

求都与传统的授受式学习具有极大的不同。在这一契机下，转化性学习理论或与大学生在科创赛事中学

习方式的转化不谋而合。 

2. 转化性学习理论阐述 

2.1. 转化性学习的内涵 

美国成人教育学者杰克·麦基罗(Jack Mezirow)是转化性学习理论的奠基人，首先由其提出。麦基罗

将转化性学习定义为“使用先前的解释分析一个新的或者修订某一经验意义的解释并作为未来行动向导

的过程”，并将其分为工具性学习、沟通性学习和解放性学习[2]。此后，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系统提出了解放教育理论[2]，尽管弗莱雷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化性学习概念，但是从他构建的教育

论来看，其所倡导的本质就是转化教育。弗莱雷将他的理论深深根植于激进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中，认为

情境与成人转化学习密切相关，在教学中应当使成人意识到其对所处的环境有所贡献并强调批判性反思

以寻求解放和改造世界。20 世纪 80 年代，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在对麦基罗转化学习理论质疑的

基础上提出“个性转化学习观”，构建了以分析心理学或深度心理学为基础的转化学习理论，强调了成

人的情感等非理性因素[2]。转化性学习的理论内涵再次得到了丰富与发展。21 世纪初，爱德华·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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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W. Tayler)进一步深化了麦基罗成人转化学习理论，认为转化学习并非众多研究者所说的“一个

直线性的过程”，而是“比原来想象的更具有个性化、流动性和循环性”[3]。 

因此，笔者认为，转化性学习与传统的授受式学习方式不同，它以增长知识为目的，是一种转变具

体观点及信念体系的深度学习。它不仅改变知识结构，还转变认识体系。纵览各个学者对转化性学习的

内涵阐述，经验、批判性反思、理性对话是其核心三要素。 

2.2. 转化性学习的过程 

从理论层面来看转化性学习的阶段过程，麦基罗指出，转化性学习既可能是一个“一触即发的过程”，

也可能是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但往往都需要经过一定的阶段。他将转化学习划分为 10 个阶段，具

体步骤如下：1、遭遇到迷惘困境或两难境地；2、进行带有恐惧、气愤、内疚或羞耻感的自我检验；3、
对假设进行批判性评价；4、认识到自己的不满以及转化过程可以与他人分享、剖析；5、为新的角色、

关系和行动探索提供方案；6、规划行动方针；7、为实施计划获取一定的知识与技能；8、尝试新的角色；

9、在新角色与关系中建立能力与自信；10、在新观点的支撑下重新融入生活[2]。而针对麦基罗的成人转

化学习“十阶段说”，克兰顿提出了“四阶段说”，具体步骤如下：1、某种刺激的事件或情境，即自我

分析或自我检验，或许伴随着类似挫折、焦虑或兴奋等情绪反应。2、反省与探索，包括对假设的一种质

疑。3、假设意义体系或修正意义观点。4、重新融入(整合)、重新定向或均衡[2]。 

事实上，关于转化学习理论的发展过程，学者们各有不同的论述及认识。但当谈及三个必不可少的

过程或环节时，学者们却能够达成基本一致的认同：刺激事件、批判性反思、整合修正。 

3. 科创赛事的对转化学习方式的作用 

(一) 深度的经验积累 
每一个具体的转化学习的发生都需要一定的经验作为承载，最终又积累出新的经验。 
与传统的授受式学习方式不同，学生在参加科创比赛时，往往自发组成一个团队，选择自己想研究

或愿意研究的内容，并通过问卷、访谈等多种实践性方式落地科研成果，具备极强的自主性、实践性。

在其实践并达成科研目标的过程中，某些刺激事件就会产生，这些刺激事件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

面的，比如竞赛获奖、团队争执。具体而言，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学生就会突然发觉：自己原有

的知识经验及建构已经无法对眼前的事件做出合理解释。而这时候，与该事件相关的那部分意义结构就

会进入到一个新的水平，并进入到人的意识领域[4]。转化学习达成后，他们的认识结构乃至认识体系就

会发生转变，产生新的更为深刻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大都是其通过科创比赛得到的直接经验，学生拥

有了更多的感官体验和理性认识，因此得到的经验也更加深刻。 
总的来说，比起传统的授课方式，大学生团队在科创比赛中将更可能遇到更多的刺激事件，促进其

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并积累新的更为深刻的经验。如此循环往复，大学生的经验不仅得到量的积累，

也得到了质的改变。 
(二) 深刻的批判性反思 
批判性反思是转化性学习理论的重要过程，也是大学生团队在科创赛事中将能获得的重要思维品质。 
大学生往往通过参加科创赛事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从而将其转化为自身理论经验来帮助自己在个

人能力上的提升与发展。科创赛事带给大学生的不仅有对于专业理论知识的提升，更多的是人际关系、

团队合作、批判思维发展等软实力能力提升。这对于大学生在大学生涯的学习以及团队合作、学习的过

程中，都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科创赛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通过前期文献检索，提出相应观点；再次检索，发掘项目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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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卷访谈，辅以实际情况的描述，得出具有良好结果的提升过程。在这个完整的科创环节中，大学

生往要通过自己的精确眼光以及与导师、同学沟通合作，发掘已有文献对本项目的研究深度以及此研究

仍存在不足的领域，从而通过不足领域的弥补来帮助科创赛事的完善。团队成员往会扮演团队中的不同

角色，并从团队沟通师生互动以及学生能力等方面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而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大

学生在科创赛事项目中获得的批判性思维的提升。 
一个项目有其存在的必要，往往是因为它有着与原有研究所不同的创新点，而这个创新点的获得和

发掘，需要批判性思维的支持。虽然转化学习是一种有益于学生独立探索科研创新的学习，但其主要依

赖于我们日常所说的深层次信念体系，它并不直接指导实践，但会通过外显为直接指导实践的具体观点

来内隐的间接的发挥导向作用。因此，在转化学习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一定获得了

较大发展。 
从访谈研究来看，参加过诸多大型赛事例如，挑战杯、互联网+等赛事的同学往往会获得一定的思维

发展，其中最为明显的即为批判思维发展。在整个项目研究的过程中，不同从成员往会提出许多不一样

的观点，而要在诸多观点中寻找最精准，最合适的创新点，则需要团队成员具有一致的批判性思维眼光，

寻找出最恰当的创新点。同时，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文献检索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带着批判性[5]
的眼光去看文献，才可以较为精准地获得诸多文献中可取的内容。 

因此，在参与大型赛事的过程中，不管是文献阅读所积累的理论经验，还是团队合作过程中各团队

成员观点的选择与提炼，都较好地锻炼了团队成员的批判性思维发展。 

(三) 理性的对话 

马克思·韦伯将人的行为划分为基于理性的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和基于非理性的传统行

为、情感行为[6]。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实物和其他人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

实现合乎理性成果的目的。其本质特征就是促使个人以最优化手段实现目标，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目标和

手段关系的行为。科技创新赛事作为具有竞争性的活动，其结果本身具有评价的功能，而评价作为一种

行为活动也具有工具理性，对科技创新的评价是基于合理的评价规则和指标，对科技创新的过程、结果

进行判断、纠正，为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利用提供依据的结果。 
评价不仅具有工具理性，还具有对话理性，科技创新竞赛的评价是参赛方与赛事方、参赛方与参赛

方基于共同的评价规则和指标，在公平的环境中通过成果应用、理论创新等方式进行的活动。在这样的

情况下，评价双方不仅是传统的赛事方和参赛方，也有参赛方团队内部之间、参赛方之间的对话。在参

赛方团队内部，个体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文献阅读和研究内容提出不同的思路，从而调动团队进行交流；

在参赛方团队之间，团队可以根据对自身成果的判断和预期提出对评价的不同意见，进而开展更深度的

交流。赛事方在交流中的作用是维持秩序与创造公平环境，确保个人和团队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这是

对话得以开展的保障。 

4. 小结 

在转化性学习理论视角下看科创赛事对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化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大学生经验的积累、

批判性思维及理性对话方式的培养上。在参与科创赛事的过程中，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转化，最终改

变其原有的认知结构及认知体系。 
本研究发掘转化性学习理论与大学生参与科创赛事的内在联系，从三个方面阐明其对大学生参与科

创赛事的作用，旨在说明转化性学习理论的应用价值，鼓励大学生正确利用转化学习理论在参与科创赛

事的过程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成长。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202


李晨蕊 等 
 

 

DOI: 10.12677/ae.2023.133202 1286 教育进展 
 

资助项目 

新苗人才计划资助项目：2022R426B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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