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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学习理论的现代研究中，形成了多种结论，归纳于四种主义，多种学习理论在不停地交锋以及融会贯

通过程中，教师们也不断地修订自己的教学设计。在现代实际教学中，多种学习理论已经无法进行完全

的分割，大部分的案例都是多种学习理论的综合应用。因此，文章基于四个主义的学习理论对一个教学

案例进行理论分析，并且对案例的合理性及优缺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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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research into learning theories has led to a variety of conclusions, grouped under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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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and teachers are constantly revising their teaching designs as multiple theories of learn-
ing are constantly intersecting and converging. In modern practical teaching, multiple learning 
theories can no longer be completely compartmentalised and most cases are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learning theories. Therefor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a teaching case based on the four 
theories of learning is presented, and its rational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analy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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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理论，是说明学习性质、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的各种观点、学说。百十年来，各位研究学者从不

同的方向提出了许多学习的理论，大体上将其分为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四个大类，

但实际上各理论之间并没有分得很清楚，互相之间可能会有所重合。在实际教学案例设计中也是运用多

种学习理论进行综合设计。下文我们将选择一个实际教学案例进行案例分析。 

2. 案例概述 

2.1. 案例出处 

我们选择的案例标题是《课题学习设计制作长方体形状的包装纸盒》[1]。本案例是初中一年级课本

中几何图形部分的延伸教学，基础内容为平面图形和立体几何之间的转化。案例源自于国家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是一线教师的实际教学设计，并付诸过实施的案例。 

2.2. 案例选择原因 

第一个原因，该案例是初中学生第一次接触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转换的内容，该教学设计对该内容

进行了延伸教学，该内容是几何部分比较重要的一个衔接性的内容，其重要性与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也说

明了该课题具有探究价值。 
第二个原因，学生虽然在小学涉及过立体几何的部分知识，但教师反映有部分学生对立体几何的空

间想象力十分欠缺，表现在他们无法在脑中想象出来某一立体的实际情况，例如小学中经常见的小立方

体的摆放问题，他们想象不出来是如何摆放的。而该课题就是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解决使得学生进一步

地理解两个维度图形之间的转换关系，通过长方形包装纸的来回展开与设计，让学生在动手的实际过程

中提高空间思维等思维与能力。 
第三个原因，该案例中有非常综合的应用到多种学习理论，对于研究学习理论来说是个极好的素材，

可以从每一个设计中探讨各种学习理论是如何应用的。因此，该案例是很值得探究的。 

3. 案例分析 

3.1. 教学目标、学情和教学内容分析 

案例教学目标前 3 条为，通过实践对几何图形有初步的了解以及立体平面之间的转换关系，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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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制作立方体。这体现本节课对于学生的行动上的要求，在行为学习理论中，它符合桑代克对于学习

所要求的三大定律中的练习律，通过练习从而熟练并掌握。教学目标第 4 条即培养合作意识精神，这也

是目标里面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要求，这是符合于三维目标要求的。几个目标既符合三维目标的要

求又体现了学习理论的应用。 

3.2. 教学过程一的分析 

过程一“提出问题，指明活动的主要内容”分别从活动名称、方法、材料、准备等对活动进行了预

备，他所用到的材料都是学生在学校和家里常见的立方体，学生对这些相对是很熟悉的，但很多人并没

有对它们进行详细的了解，因此可以由该问题出发，学生在一个真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通过同学间互

动、交流，亲自动手经历问题解决的全过程，这就是运用的弗赖登塔尔提出的情景性教学。这种教学对

于学生来说，有益于适应日常生活，独立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能力，这对于数学教

学来说是很重要的。 

3.3. 教学过程二的分析 

过程二“提出活动步骤、分组活动”，这部分是整个案例最重要的也是精华的部分。该课程被分为

4 个步骤分别为：观察、讨论，设计制作，交流、比较，评价、小结。下面对这 4 步分别进行分析。 

3.3.1. 观察、讨论 
在学习新知时，虽然物体平时随处可见，但是学生对其具体的构成可能并不清楚，所以先要对物体

进行观察，如图 1 通过拆分、观察直观体会立体图形到平面展开图的过程，讨论后确定长方体设计方案。

这就符合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他认为观察学习是指通过对他人及其强化性结果的观察，获得某些新

的反应，即儿童可通过观察榜样的行为而习得新行为[2]。观察学习理论将学习分为四个过程即注意、保

持、复现、动机过程。首先是教师向学生提出课题并告诉学生接下来的过程，这引起学生对立方体的“注

意”。开始操作后，学生对包装盒观察并寻找特点，并思考其展开后与之前的相互关系，这部分是“保

持”过程。然后学生对包装盒进行还原，是对观察之后的模仿，这对应“复现”过程。在这期间，学生

会对重新组合的立方体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还原是否正确，观察的是否正确，这些都是对学生的自我强

化，也是符合“动机”过程。 
 

 
Figure 1. Activity step 1 observation and discussion 
图 1. 活动步骤 1 观察、讨论 

3.3.2. 设计、制作 
1) 桑代克的“试误说”理论。 
如图 2，通过不断地实验以及更改设计好的包装盒，不断试探与更改的过程就是桑代克的“试误说”

理论所实际应用的表现。他提出学习的过程是刺激与反应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联结是通过“盲目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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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减少错误–再尝试”而形成的，而这部分的制作过程也是三个学习基本定律之一练习律的应用[3]。
试误说也是教学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学习理论，学生在初学新知识时很少能够一下就成功，更多的是修

订错误获得正确，基于此该案例给了学生错误的机会和修订的过程。 
2) 建构主义学习观中的主动建构性。 
学习的主动建构性就是说学习是学生自主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可被分为被

动和主动两类，而学生自己探索后主动的建构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效果自然更好，这也是现在教育主

张“学生主体”的主要原因。本过程中各位学生自己通过观察展开图学习平面与立体图形之间的转换，

并且能够运用知识设计包装盒，这部分是学生自己建构自身知识的过程，就体现了建构主义学习观中的

主动建构性。 
 

 
Figure 2. Activity step 2 design and production 
图 2. 活动步骤 2 设计、制作 

3.3.3. 交流、比较 
如图 3，在该过程各组展示作品，讨论出现的问题、是否合理、是否美观等，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

体验合作学习以及交流，能够在互相地学习之中获得新的启发。这部分体现的是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和学

生观。 
 

 
Figure 3. Activity step 3 communication and comparison 
图 3. 活动步骤 3 交流、比较 
 

1) 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学习的社会互动性和情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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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学习观中的社会互动性认为学习需要同别人合作来完成，这在案例当中表现为小组内的讨

论学习，同时也是新课改中的“合作学习”，特别是适用于新知识刚学习学生不能够完全掌握时，需要

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分享各自的想法，如此可以更全面一些掌握新知。 
另外学习观中的情境性认为知识存在于具体的情境性的可感知的活动之中，只有通过实际应用活动

才能被人真正地理解[3]，这对应的就是新课程改革的“探究学习”，体现在案例中就是问题建立在现实

生活的情景中，学生对于提供的各种包装盒是很熟悉的，并且在一个情境性的问题当中，他们的思维能

够有所着陆，能够直观地判断包装盒形状尺寸是否合理、用料是否节省等问题，能够以最现实最直接的

方式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学生经验世界的丰富性和差异性。 
建构主义学生观强调学生经验世界的丰富性，强调学生的巨大潜能[3]。让学生自由讨论，发挥学生

的广阔思维，拓展想法思路，可以在讨论中提供更多的丰富经验，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每个人的小能力加起来就是最大的能力。这也是讨论学习以及合作学习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学生观强调学生经验世界的差异性，每个人在自己的活动和交往中形成了个性化的、独特性的经验，

每个人有自己的兴趣和认知风格[3]。所以，在问题面前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形成有差异的理

解，这也是讨论的重要因素，大家在讨论过程中会将自己的不同观点表达出来，通过探讨将各个观点揉

合成最合适最合理的决策。这也符合学生观中的“把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增长点”，引导

学生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3]。这也是讨论的目的之一，通过互相之间观点的碰

撞，在自己已有观点基础上“生长”出更综合更好的观点。 

3.3.4. 评价、小结 
“评价各组情况，小结收获”，将获取的知识与经验整理与巩固，是学习的阶段性总结，这种对信

息的复述加工与组织也就是加涅信息加工理论中的“短时记忆”通过加工进入“长时记忆”的过程[4]。
将信息进行加工，可以通过外在的协助如教师的总结形成系统的信息，从而使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不只是

停留在这一节课而是得以巩固住，以方便未来对该信息进行检索而应用。 

3.4. 教学过程三的分析 

1) 建构主义的“基于现有知识经验生长新知识经验”理论。 
过程三中布置了设计“正六棱柱”和“圆柱形”包装盒的作业。学习完长方体包装盒的设计之后，

学生通过已有知识与经验进一步发展新知，即设计更复杂的立体图形，这也是体现学生自主性与创造性

的时候了。学生在现有知识水平结构上“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4]，是建构主义学生观里“基于现有知

识经验生长新知识经验理论”的应用，该理论也是安排进一步学习的主要原理，使得学生能够逐步突破

难点，从而掌握更深奥的知识。 
2)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同化与顺应。 
另一角度来说，更换立体图形设计包装盒需要学生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发现新立体图形以及长方体之

间的相同之处与不同处，也是符合皮亚杰同化与顺应[3]，相同之处新的知识同化到已有结构之中，而发

现的不同之处就需要更改原有知识从而顺应新的知识，有可能会改造旧图式也可能创造新图式，该作业

就可以培养学生更丰富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多方面的能力。 

3.5. 后续课程内容的关联与递进 

本节课的知识基础是长方体图形与平面图形之间的转换，而作业就是从长方体拓展到正六棱柱以及

圆柱，通过练习能够更好地掌握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之间的关系及转换，为之后该方面知识的拓展学习

打下坚实基础，这对后续课程的立体几何以及三视图甚至高中立体几何的证明部分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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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成绩评定 

这节课作为开放性实践课程，教师对他们的评定并没有现成的标准，因此教师需要根据自己的设计

确定评判标准，并且要预留附加性分值。分数应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课上的表现如发现的规律、设

计图、做出来的包装盒、课堂表现是否活跃等，以及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如两个包装盒的完成情况、是

否合理等。另外附加分是看课上学生是否有精彩的想法以及课后作业是否有自己的独特设计等。 

4. 小结 

本案例作为一节综合课程，开放性及综合性很高，教师对于这方面的设计相对比较综合，多种学习

理论糅合运用，安排好各个过程并协助实施，学生在课程中能够动手实践，时刻保持兴奋性，还能够积

极调动自身与同学教师的帮助，在讨论中融合多样想法，在合作中发展更佳思维。但教师对这节课的设

计还是基于原有经验，突破性并不大，这是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另外评价本节课并不简单，一是没有现

成的标准，需要教师自己确定标准。二是这节课的学生表现并不像考试成绩那样容易评定，可能会受主

观因素的影响。 
很多情况下，教学的一个设计可能会涉及多种学习理论，何种理论占据主要地位更多的还要看教师

实际教学中是如何实施的。还有教师们可能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很多的理论性的问题，而是以经验

性知识性地去设计。但笔者认为，教师们哪怕设计时没有考虑理论的支撑，也应该在预先设计完之后基

于学习理论进行研讨，从而对教学设计再进行调整，而且理论的研讨对课程的实施也是一种指导。课堂

的经验性固然重要，但教育未来的发展永远是不可以脱离理论的，教师们要更多地进行学习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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