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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心理学情感维度上的一种教材

处理策略— 心理匹配

卢家媚

(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

2 0 0 2 3 4)

摘 要 在教学心理学领域中
,

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认知维度探索教材的优化处理策略
,

缺乏情感

维度上的相应研究
。

奥苏贝尔虽提出意 义学习的两个内在先决条件
:

一是学 习者有同化新材料的

认知结构
;
二是学习者有意义学 习的心向

.

但他本人也仅从影响学生认知结构的角度
,

提出教材的

认知处理策略— 先行组织者策略
.

而未从影响学生心向的角度
.

提 出教材的情感处理策略
。

鉴

此
,

本文从情感维度上提出教材处理的心理 匹配策略
.

以冀与认知策略 一起共同优化处理教材
、

呈

现教学内容环节
,

并阐明心理 匹配策略的内涵
、

机制
、

作用和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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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何从心理学角度处理教材
,

以优化教学效果
,

是现代教学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间题
,

也是

当代教学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

由于种种原因
,

长期以来在教学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重知轻情现

象
,

以致反映到心理学研究上
,

人们也大多习惯于从认知维度探索教材的优化处理 问题
.

而缺乏情

感维度上 的相应研究
。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 ( D
.

P
.

A : 。; : : b 。 l) 针对学校教学的主要手段— 讲授教学

提出意义学 习理论 ( t h e o r y o f m e o n i n g f t , 1 l e a : 1 1, 1 9 )时
,

就强调意义学习的两个先决内在条件
:

一是

学习者具有同化学习材料的适当的认知结构
; 二是学习者必须具有意义学习的心向

。

第一个先决条

件涉及的是教学材料为学生可接受性问题
,

即学生能不能掌握有关内容
,

属教学中的认知因素范

畴
。

第二个先决条件则涉及的是教学材料为学生乐接受性问题
,

即学生愿不愿掌握有关内容
.

属教

学中的情感因素范畴
。

虽然奥苏贝尔能同时看到意义学习条件的认知性和情感性两个方面
,

并予以

相提并论
,

实属不易
,

但在深入研究过程中
,

他仅针对第一个先决条件
,

从认知维度上提出了著名的
“

先行组织者
”
教材处理策略

,

却没有针对第二个先决条件
,

从情感维度上提出相应的处理策略
,

这

仍不免留下缺憾
。

鉴此
,

我们在深入中小学教学实践的基础上
,

运用情感教学心理学原理
,

拟从情感维度上提出

一种教材处理策略—
心理匹配

,

以调节学生学习心向
,

优化教学效果
。

心理匹配策略的内涵
、

机制与作用

所谓心理 匹配策略 ( s t r a t e g y o f m e n t a l m a t i n g )
,

是从情感维度上处理教材
、

呈现教学内容的一

种策略
。

它的内涵是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

恰当处理教材
,

使之呈现的教学内容被学生主观上感到满

足其需要
,

从而达到教学材料与学生需要之间的统一
,

以有效调节学生的学习心向
.

提高学习的积

极性
。

教材处理 中何以需要这样一种心理匹配策略呢 ? 这要从两方面来认识
。

一方面
,

教学材料及其

呈现的教学内容要能为学生学习心向所趋
,

就必须符合学生的需要
。

美国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代表

物人罗杰斯 ( .C .R R og
e sr )从意义维度上把学 习分为意义学习和无意义学习两类

。

他所谓的意义学

习 (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e a r n i n g ) 与奥苏 贝尔的意义学 习 ( m e a l飞i n g f 、 , 1 l e a r ;飞 i n g )不同
·

强调的是学 习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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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个人之间的关系
,

即教材与学生个人利益和 目的的关系
。

罗杰斯认为
,

当学生认为学习内容与

达到 自己 目的有关时
,

学习积极性高
,

效率也高
,

学 习各科 目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
。

他指出的意义学

习的四个要素之一
,

便是自我评价— 评价当前的学习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
,

是否有助于导致 自己

想要知道的东西
。

另一方面
,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

教学材料又往往不符合学生的需要
。

这是因为教

师在组织教学材料时
,

依据的是教学大纲
、

教科书
,

其 内容是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编写的
,

虽然

也考虑学生的年龄阶段特点和认知发展水平
,

却很少顾及学生的需要
。

事实上
,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

是在规定的时间
,

规定的地点
,

按规定的顺序
,

以规定的进度
,

讲授规定的教学 内容
。

这一系列的规

定使具体教学中呈现的教学材料往往并不与学生在那个时刻的需要相符
。

即便学生有求知需要
,

其

需要的具体内容也很难与具体教学中的特定内容相合
。

因此
,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材料与学生当时的

具体需要往往是不一致的
.

可以说
,

这恰是教与学基本矛盾中为人们以往所忽视的一个普遍存在的

矛盾
。

简言之
,

一方面
,

教学材料要能为学生学习心向所趋
.

应尽可能使之符合学生需要
;而另一方

面
,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

教学材料又往往不符 合学生当时的需要
。

为解决这一矛盾
,

便引出了心理匹

配的策略思想
。

教学材料的一系列规定性
,

我们是无法改变的
; 学生的需要也是客观存在的

。

因此
,

如何使教学

材料符合学生的需要
,

便涉及到教学材料的处理问题
。

处理后的教学材料
,

一方面仍不改变原定的

教学要求 ;另一方面又满足学生的需要
,

引起学习心向
。

这种处理
,

我们谓之匹配
。

如果我们把教学

材料的教授比作 6 分水管
,

把内含学生特定需要的学 习比作 4 分水管
,

那么教与学两者的匹配过程

犹如装上一个 4一6 分水管
,

一端与 6 分水管相连
,

另一端与 4 分水管相接
,

使不同口 径的水管得以

连通 (见图 l )
。

由于这种匹配只是心理上的匹配
,

是主观上的匹配
,

故谓心理匹配策略
。

教学材料 ! 教 匹 配
学生摇要

图 l 心理匹配的示意图

心理匹配策略的实质
,

就是尽可能使教学材料变成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诱因
,

以调动学生

学习积极性
.

人的行为动力是在其内在驱力和外部诱因的作用下发生的
。

驱力来自一个人的需要
.

诱因则是能满足其需要的外部刺激物
。

现代心理学 已日益重视诱因的作用
.

甚至通过实验证明
,

当

个体内驱力不强时
,

只要有足够的诱因刺激
,

也能引发个体的行为动 力
。

如刚吃过饭
,

已无饮食需

要
,

但面对精美食品
,

仍想品尝一下
.

因此
,

在教学活动中
,

教学材料一旦被学生主观上认为是符合

其需要的
,

它即成为刺激学生学习动力的一个诱因
。

对求知需要强烈的学生来说
,

该诱因起到使求

知需要由静止激发到活跃状态的作用
;对求知需要较弱的学生来说

,

该诱因是调节学生内在学习心

向的强有力的外部刺激
,

有利于求知需要的培养
。

因此
,

该策略不仅能调节学生的学习心向
,

而且还

能刺激学生的求知需要
,

培养内在学习动机
。

此外
.

由于该策略是通过让学生满足需要来引发学 习

心向的
,

因而
,

也同时会引发学生愉悦情绪
,

为教学创设 良好的情绪背景
,

取得一举多得的促学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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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心理匹配策略的自然实验

我们就这一策略在一所 中学的初一年级的数学课中进行 了一次 自然实验
。 `

升 选择学习状况和

水平十分相近的初一 ( 2) 和初一 ( 3) 两班分别作为实验班和对照班
,

各 50 人一班
,

都由同一位实施

实验的数学教师临时分别执教
。

教学内容是《勾股定理及其应用 》
。

对照班按常规教学
.

学生虽有求

知需要
,

但没有在规定的课上学习勾股定理的需要
,

教学内容与学生需要之间没有达到匹配状态
。

在实验班上
,

教师并不马上讲勾股定理本身
,

而是很深情地讲述我 们祖 先 (夏 禹 ) 如何早于西方

1 0 0。 多年用此原理 治水
,

商高又如何早于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5 00 多年提 出了这一定理 (又

称商高定理 )
.

三国时期吴国人赵爽又如何早于西方的巴斯卡拉 90 0 年证明了这一定理
,

其证明方

法传入西方被认为是
“

最省力的证明方法
” ,

与希腊几何学的思想方法有
“

完全不同的色彩
”

等等
.

以

此引发学生急于了解勾股定理及其证明方法的求知需要
,

同时也激起学生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
.

以及
“

我们的祖先行
,

我 们也一定行
”
的 自信心

,

然后再具体讲解勾股 定理的内容去满足学生的求知需

要
,

达到心理匹配的状态
。

课后随即对两班学生分别进行 问卷调查和小测验
。

问卷调查是了解学生

对该课教学内容的学 习心向及其相应的表现
,

其中涉及学生上课的注意集中状态
、

兴趣程度
、

愉悦

体验和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等
。

调查结果显示
,

实验班学生在这些主要的状况方面都显著优于对照班

(见表 1一 4 )
。

小测验是检查两班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

主要包括勾股定理的证明和应用两方

面的测试题
。

测验结果显示
,

实验班学生的成绩稍优于对照班 (见表 5 )
。

这表明在该课教学内容的

处理上
,

运用心理匹配策略不仅有助于直接调节学生对该课教学内容的学习心向
,

而且还对该课教

学内容的认知学习施予积极的影响
。

表 l 上课注意状况的比较

一般 较集中 很集中

实验班 (人 ) 2 4 2 6

对照班 (人 ) 1 5 3 1 4

x 之 1 2
.

0 0 P ( 0
.

0 1

表 2 对本课的学习兴趣比较

无兴趣 较有兴趣 很有兴趣

实验班 (人 ) 0 2 8 3 2

对照班 (人 ) 2 8 2 0 2

x ! 3 2
.

0 0 P < 0
.

0 1

表 3 上课的愉快状态比较

一般 较愉快 很愉快

实验班 (人 )

对照班 (人 )

x 之 2 9
.

3 3

2

2 4

P ( 0
.

0 1

3 4

2 4

表 4

一般

在本课中参与状况比较

较积极 很积极

实验班 ( 人 )

对照班 ( 人 )

x Z 1 8
.

3 3

7 3 0 1 3

2 4

P ( 0
.

0 1

① 该实驶于 19 9 8 年在上海市复兴中学由数学教师杨继红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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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认知测验成绩的比较

1 0 0一 90 分 8 9一 80 分 7 9一 7 0 分 6 9一 6 0 分 6 0 分 以下

实验班 ( 人 )

对照班 ( 人 )

3 3

2 l

x : 7
.

83 P < 0
.

1

3
一

两种主要的心理匹配策略

心理匹配策略在教学实践中的运 用主要可归纳 为两种
:

一是认知匹配策略
,

二是形式匹配策

略
。

所谓认知匹配策略
,

是教师通过调整学生对教学材料与其需要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来达到心

理匹配的一种策略
。

客观事物是否符 合人的需要
,

既取决于人的需要状况
,

也取决于客观事物本身
,

但最终受人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认知评价的制约
。

从阿诺德 ( M
.

B
.

A r , l
od ) 50 年代提出的认知

-

兴奋说
,

沙赫特 (S
.

S hc ac hi er ) 60 年代提 出的认知一激活说
,

直到拉扎勒斯 ( R
.

L a az r us ) 70
、

80 年代

提出的认知评价说
,

现代心理学 日益重视认知评价在情感发生中的作用
,

其中便主要涉及客观事物

(刺激情景 )与个体需要 (个人意义 )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
。

同样的客体是否符合一个人的需要
,

可因

不同的认知评价作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判断
。

例如
,

学生测验不及格
,

从正向思维角度评价
,

自然不符

合学生对好成绩的需要
;
但从逆向思维角度评价

,

这恰好暴露了自己存在的问题
,

有利于吸取教训
.

以求获得好成绩
。

此失败不也符合其最终需要吗 ? 前一种认知评价导致学生懊丧
、

怨恨
,

后一种则

导致学生额手庆幸
。

心理学研究进一步发现
,

这种认知评价又受到他人劝说
、

诱导的影响
。

拉扎勒

斯和斯 比斯曼 ( R
.

L az ar us
,

J
.

C
.

S p i s m a n ,

1 9 6 4) 曾做过一个实验
,

一

让几组大学生分别看同一部反映

澳大利亚原始社会男子成人仪式的电影
.

内有不少骇人听闻的残酷画面
。

结果发现
`

.

若用否定画面

残酷性的讲解或用超然态度讲解画面
.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因改变被试对画面的认识评价而减轻情

绪紧张的程度
。

因此
,

这一策略运用的要点在于
,

教师如何通过适当的启发
、

诱导
,

改变学生原来的

认知评价
,

使之认识到所接触的教学材料是符合其需要的
,

从而达到调节学生学习心向的目的
。

例

如
,

刚从幼儿园来到小学的儿童没有学汉语拼音的需要
,

有的却是听故事的需要
。

汉语拼音教学 自

然不能引发小学生积极的学习心向
。

因此
,

有的老师一开始不忙着教拼音
.

而是拿出许多花花绿绿

的《拼拼读读 》画册
,

告诉小朋友
,

这里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

可好看啦 ! 只要大家学会拼音
.

就能 自己

看懂
,

多有劲呀 ! 这些小学生被吸引住了
.

睁大眼睛看看小画册
,

又看看老 师
。

在这种气氛下
,

老师

开始教拼音
,

枯燥
、

单调的、
、 。 、 e ” ,

在学生眼前变成可爱
、

活泼 的符号
,

引发了学习的快乐情绪
。

这

样便把教学材料与学生的学习需要加以有效地匹配了
。

有时在教学过程中
,

学生的有关需要本身也

并不强烈
,

处于未被激活状态
,

这就要求教师首先激 活其有关需要
,

然后再启发
、

诱导学生对教学材

料与该需要之间的关系的认知评价
,

以调节学生的学习心向
。

例如
.

上初中几何课
’ `

绪论
” .

按课文的

内容讲
: “

几何学是研究物体的形状
、

大小及物体间相互位置关 系的一门学科
”

.

并不能 引起学生的

学习心向
,

因为此刻端坐在教室里的学生并没有研究物体形状
、

大小及相互位置关 系的需要
,

甚至

不理解为什么现在要学几何
。

因此有经验的老师就巧妙地组织教学内容
:

先是提出问题— 为什么

球架要造成三角形的? 为什么铁门要造成四方形的 ? 为什么车轮要造成圆形的 ? 学生本就有好奇

心
、

探究欲
,

这些问题立即引起学生们了解发生在他们周围生活中种种几何现象的兴趣
,

激起他们

要探索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秘密的求知需要
。

然后老师才说
.

这都是几何课上要解决的问题
,

并进

而指出几何在工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

这样
,

在学生看来教学 内容似乎能满足他们的求知需要
.

便产

生了积极的学习心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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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形式匹配策略
,

是教师通过改变教学材料的呈现形式
,

来达到心理匹配的一种策略
。

这一

策略的实质是
,

虽教学材料并不符合学生当时的需要
.

但其教学形式却符 合学生需要
,

这便将不符

合学生需要的教学材料寓于符 合学生需要的教学形式之中
。

例如
,

学生有学唱流行歌曲的需要
.

但

不喜欢学枯燥的乐理知识
,

上这类课难以引发学习心向
。

有的教师就巧妙组织教学材料
,

改变呈现

教学内容的形式
,

让学生在学唱他们喜欢的流行歌曲的过程中学习乐理知识
.

以求得教学材料与学

生需要的有效匹配
。

这种匹配策略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是多种多样的
,

其核心是抓住学生需要
.

采

取相应的教学形式
。

由于学生的需要具明显的年龄阶段特征
,

因此
.

在教学形式的选择上也应对不

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有相应的变化
。

一般说来
,

高年级学生富有成就需要
、

自我表现需要
,

而低年级学

生则有更强烈的娱乐需要
、

感官刺激需要
.

可区别对待
,

以取得较好的匹配效果
。

上述两种匹配策略既可运用于讲授为主的教学活动中
,

也可运用于其它方式的教学活动中
; 既

可单独运用
,

也可配合运用
,

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

例如
,

在教授某教学材料时
.

既可运用认知匹配策

略
,

诱导学生对学习材料与自己需要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评价
,

使之认识到学 习该材料是符合自己求

知需要的
; 同时

,

又可运用形式匹配策略
,

采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
,

使之又满足学生成就需

要
,

或 自我表现需要
,

或娱乐需要
,

或感官刺激需要等
,

双管齐下
,

更有利于调节学生学习心向
,

激发

学 习热情
。

而当这类策略一旦与认知维度上教材处理策略配合使用
,

则情知互促的效果尤为凸现
。

就拿奥苏贝尔的先行组织者策略来说
,

它是在呈现新教学材料前先向学生呈现一个引导性材料
,

以

便调整学生已有的认识结构
,

易于同化随后呈现的新教学材料
。

这个引导性材料的选择仅仅是从认

识角度考虑的
,

若同时也能从情感维度上加以考虑
,

使之既符合促进同化新材料的要求
,

又符合学

生的某种需要
,

则使学生不仅易学
,

而且乐学
,

从而大大优化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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