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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习科学研究早期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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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科学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创立的专门研究学习问

题的一门学科，是研究人类学习活动现象及规律，并用来指导人学习的综合性学

科。美国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学习科学，侧重研究学习的脑神经机制和学习

的设计。我国学习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改革开放后的独特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学

习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西学习科学研究在基础理论、

内容、方法、人员、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未来的学习科学建设要从人

类学习的主体形式、分析水平，学科方向和维度以及学科的性质等方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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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科学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创立的、专门研究学习问题的科学理论。它是研

究人类学习活动现象及其规律，并用来指导学习的综合性学科。建立和研究学习科学，是建设学习

化社会的需要，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开发人的智慧潜能，使人会学、优学、爱学，提高学习效率，成

为学习的真正主人，还是为了改善学与教的关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提

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美国等国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也在认知科学、脑科学、教育

技术学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了学习科学，我国对接国际学习科学研究，按这种范式开展了对

学习科学的研究。那么，我国为什么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了建设学习科学？学习科学在早期发展

中取得了哪些进展？中西学习科学研究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我国学习科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关注什

么？本文旨在回顾和分析我国学习科学研究的早期发展过程，对中外学习科学研究进行概要性的比

较，并就我国学习科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一、中国学习科学产生的背景分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不少学者相继提出建立 “学习科学”的主张，并由此成立了学术组织，开

展一系列学术研究，在教育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为当今学习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为

什么我国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 “学习科学”这一概念？为什么学习科学与人才学具有某种内在

联系，不少人才学研究者同时是学习科学的研究者？本文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改革开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和对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提出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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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迫切需要大批人才。１９７９年，雷祯孝、王通讯提出建立人

才学，目的就是研究和解决人才问题。人才既和管理有关，也和教育有关。教育界在拨乱反正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改

革的目的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而当时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

生的能力。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改变重教轻学的现象，让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习能力和自学

能力。因此，教会学生学习成为当时教育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实践中也有不少教师对此进行了探索，

如魏书生、黎世法、龚正行等。这种实践探索必然在理论上有所反应，因而关于学习的研究受到了

广泛关注。同时，成才的基本途径是学习，学习和成才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因此，不少学者在

研究人才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研究学习学，包括敢峰、王通讯、叶忠海、张笛梅、钟祖荣等。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对人才和科学的重视，掀起了学习的热潮。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

了全国科学大会，本次大会发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号召。此后在全社会掀起了

学习的热潮，出现了研究学习规律和学习方法的趋势，优化学习效果就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

当时出版了不少介绍学习方法的文集、书籍，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改革开放后强调按规律办事，强调尊重规律、尊重科学，人们按照科学的方法对许多热

点问题开展研究，产生了不少新兴学科，如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等。在这股潮流中，提出建立

学习学或学习科学，也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当时的 《潜科学》杂志就是发表这些萌芽中的学科设想

的杂志。

第四，一些对学习问题有所体会、有所思考、有所研究的人，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纷纷提出

建立学习学的主张，这体现了科学社会学提出的 “独立的多重发现”规律。① 在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５年提

出建设学习学的学者主要有敢峰、王通讯、张笛梅、谢德民、林明榕等。

第五，学习科学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极其丰富的学习思想，而且具

有较强的系统性。儒家文化重视学习和教育，加之封建社会的教育以个别教学 （非班级授课）为主

要形式，因此我国古代的教育论著多是论述学习而非教育 （教学），如荀子的 《劝学》、朱熹的 “朱

子读书法”等都包含了丰富的学习思想。近代以来，陶行知、俞子夷、杨贤江、徐特立等对学习观、

修学法、读书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丰富的学习思想长期影响了我国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

此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批学习心理学著作的出版，也为学习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六，国际科技教育的发展与学习研究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知识、信息的爆炸式增加，使有效学习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文盲，而是不

会学习的文盲，由此成为人们的共识。学会学习、善于学习，成为信息时代每个人的迫切需要。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各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目标集中到了对学习问题的研究上。我国学界也翻

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学习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中都提到了学习理论、学习研究、学

习科学。《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学习过程现在正趋向于代替教学过程……

Ｍａｔｈｅｔｉｃ这一术语正在被用来说明这种从教到学的转变……Ｍａｔｈｅｔｉｃｓ乃是关于学习者的学习行为的

科学。而过去的教育学则关心教师的教学行为，对于这种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对它的研究正在日益

引起人们的注意。”②这份报告还明确了 “我们应使学习者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③。《回答未来的挑

战———罗马俱乐部的报告 〈学无止境〉》指出 “许多学科都进行学习研究，都是分别进行而无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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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成果”①，并提出了发起一项国际学习研究计划的主张。②这份报告还提出了维持性学习和创新

性学习、个人学习 （小学习）和社会学习 （大学习）、新学习观等概念。

二、中国学习科学产生与发展的早期历程

尽管国内对 “学习”的研究源远流长，但是研究 “学习科学”的时间并不长，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至今仅４０多年。我们用 “早期历史”一词，表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这段的历史。这段

历史以 “全国第一届学习科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 （１９８７年６月）为分水岭，大致可划分为自发研

究和有组织研究两个阶段。下面重点回顾２００７年以前的研究情况。

（一）自发研究阶段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

１．学习学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掀起了空前的学习热潮。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国内一批有识之

士，如徐惟诚、敢峰、王通讯等，强烈地感到信息时代 “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分别从各自研究的

角度提出了建立 “学习学”，即后来的 “学习科学”的设想。此外，还有人提出了建立 “自学学”

“学习方法学”等相关学科的设想。

张笛梅于１９５４年进入北京航空学院 （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面对当时高校普遍存在的学

业负担过重，留级退学现象增多的情况，在学校提倡交流学习经验，开展互帮互学、改进学习方法，

在这一工作中进行了大学生学习规律的一些相关研究。张笛梅在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３年撰写了 《学习的

学问》一书，用以指导大学生的学习方法。但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书稿丢失。“文化大革命”结

束后，张笛梅根据积累的资料重新撰写了 《怎样科学地学习》一书，并于１９８２年由北京出版社出

版。该书是较早论述学习科学的书籍，张笛梅在书中提出并论述了 “学习本身是一门科学”“学习作

为一门科学，是发展的必然趋势”③ 等观点，并在 《人才》杂志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号发表文章，探讨学习

作为科学的观点。

敢峰提出了建立学习论。敢峰是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景山学校校长，他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

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习惯，并于１９８０年提出研究学习论的观点。他说：“教学的根本问

题是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要把自己的教建立在学生学习的基础上，认真地研究学生的

学习过程及其规律性”④ “教育学不但要有教学论，我想，还应当有学习论。”⑤敢峰后来对学习科学

的建设给予了很多支持。他在 《论学习———学习科学与学习指导的探索》一书的序言中还提出了一

个独特的设想：“教育科学和学习科学这两个方面研究的汇合，再加上人才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将形

成一个新的科研 ‘三角洲’。”⑥

王通讯提出了 “学习学”的概念。王通讯是人才学的创始人，１９８０年他在全国科学学、人才学、

未来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 《试论人才成功的学习战略》（发表在 《青年报》１９８１年１月２日）一文

中提出：“把学习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国际上已有长足进展，随着创造心理学、脑生理学、教育系

统工程、行为科学、创造工程的出现，学习学的建立已是指日可待的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

慧的民族，加之我们已有悠久的文化遗产，有３０年培养人才的丰富经验，我们一定可以建立一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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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学习学，以加速我们的学习过程、成才过程、赶超过程。”①他的专著 《论知识结

构》于１９８４年出版，该书对学习学作出了阐述。

谢德民撰写了 《普通学习学》一书。谢德民是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师。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他在

县委和地委党校担任理论教员，辅导了许多高考学生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在此过程中，他认识

到学习是一门科学，于是开始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学习规律和方法，并提出了建立普通学习学的设想。

１９８１年，他完成了 《普通学习学》的书稿，但是该书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该书共分５个部分１８

章，涉及什么是学习，为什么要学习，从总体上说怎样才能搞好学习，构成学习过程的六大基本规

律、三大辅助规律，构成学习过程的基本学习环节等内容。后来该书的部分核心内容被编入由他主

编的 《论学习———学习科学与学习指导的探索》一书。

林明榕也提出了 “学习学”的构想。１９８４年８月，山西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林明榕被任

命为副主任主持工作。林明榕在查阅教学法著作和写作的过程中，察觉到了学界对学法研究的忽视，

于是萌发了建立学习学的设想。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５日首次中美教学法学术交流会在太原市召

开，林明榕参加会议并提交了 《学法在教学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新探》一文，明确提出了建立学习

学的设想，并探讨了学习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等。该文后刊登于 《高等教育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得到众多学者肯定和支持。林明榕后来又撰写了 《建立学习学的构想》，发表在 《山西大学学报》

１９８７年第１期上，该文被 《人民日报》海外版摘编。此外，林明榕还主编了 《学习学通论》，该书是

这一时期第一本关于学习学的理论专著。

钟祖荣提出 “学习方法学”的设想。钟祖荣撰写了 《应该把学习方法当作科学来研究：关于建

立学习方法学的设想》（《走向明天》１９８３年第１期）、《学习方法学初探：关于建立学习方法学的设

想》（《潜科学》１９８４年第１期）、《应当建立一门学习方法学》（《创造与人才》１９８６年第５、６期合

刊）、《学习方法研究史简介》（《人才研究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４期）等文章。此后他还参加王通讯主编

的 《青年学习手册》（１９８７）、叶忠海的 《自学学概说》（１９８８）、林明榕的 《学习学通论》（１９９０）等

书的编写，参加了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的许多筹备组织和秘书处工作，开展学习学研究。

叶忠海系统研究了 “自学学”。叶忠海是著名人才学专家和成人教育专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他

在华东师范大学业余教育办公室工作，负责函授教育，而函授的基础是学生的自学，这促使他开展

了对自学的研究。１９８３年８月，他在 《成人高等教育研究》第４期上发表了 《论自学的特点、规律

和原则》一文，１９８４年开始组织编写 《自学学基础》，该书于１９８８年以 《自学学概说》为名由江苏

科技出版社出版，对自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２．实践探索与初步的理论探讨

改革开放后，教育改革聚焦智力开发和能力培养，关注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因此，一些中学、

大学开设了学习方法指导课程，指导学生学习。例如，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河南平顶山市心理学会在该市

一些中学开展了 “中学生学习心理教育”教学实验，出版了 《中学生学习心理学》教材。１９８２年年

初，北京八中龚正行校长在初中、高中一年级开设 “学习方法课”，编写了 《学习方法讲义》。哈尔

滨、龙岩、上海、武汉等地的学校先后开设了 “学法指导课”，一批相关教材也陆续出版。一批高等

院校也开设了学法指导课程，如１９８４年上海农学院开设了治学方法论，１９８４年西安交通大学开设了

大学学习论，山西大学开设大学生学习方法等。此外，不少教师在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的过程中，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学方法、模式和经验。黎世法总结中学生学习经验，提出了最优化学习方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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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提出了 “异步教学法”；魏书生在语文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总结了培养自学能力的四个过

程———提高认识、激发兴趣、教给方法、培养习惯①，形成了六步自学指导法，对中学语文教学产生广泛

影响。卢仲衡开展的数学自学辅导实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在各地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开设学法指导课的基础上，一批初步探讨学习

理论和学习方法的书籍与教材也相继问世。如徐惟诚 （余心言）的 《祝你学习好》，王燕生的 《学习

方法纵横谈》、张笛梅的 《怎样科学地学习》等。

尽管这个阶段的研究和实践有相同的时代背景，且重视研究学习的教育工作者为数不少，但是

这些研究或教学实践基本上处于自发、分散的状态，而且当时信息交流手段没有现在便利和多元，

所以缺乏交流和讨论。分析相关著作和文章后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学习方法和学

习指导经验的总结，在理论基础上主要借鉴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的成果，侧重于应用，理论性

不够强。

（二）有组织地研究阶段 （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

１．第一届学习科学学术研讨会召开与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的筹备成立

在国人自发地研究学习问题的形势下，１９８６年９月，由山西大学林明榕、华东理工学院马千里、

曲阜师范大学宋琨度等人在南京发起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学习科学学术讨论会，就学习科学的有关理

论和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成立了 “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筹备组”，这是国内第一个研究

学习科学学术组织的雏形。会后，经过该筹备组的宣传、联络和组织，１９８７年６月１日至５日，“全

国第一届学习科学学术研讨会暨讲习班”在南京市鼓楼饭店召开。这次会议的贡献有三：一是来自

国内２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１２６名代表汇聚一堂，第一次就学习科学的有关理论和应用问题进

行了讨论和交流；二是举办了第一期学习科学理论讲习班，培养了第一批学习科学研究骨干人员；

三是成立了 “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筹委会”，选举产生了该会的领导机构。这是我国学习科学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的召开标志着学习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本次会议也拉开了国内

有组织地研究学习科学的序幕。

２．学术组织的发展与学术会议的召开及研究会的正式建立

南京会议之后，对学习科学的研究进入了自觉的、有组织的研究阶段。由于有了全国性的学术

研究组织的统一领导，研究学习科学的各种学术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组建了多层次的学

术组织系统。从区域上看，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省一级的学习科学研究会；从纵向上

看，出现了涵盖幼儿、小学、中学、大学、成人 （职工）等各个层次的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从横

向上看，成立了２０多个专项研究中心，涵盖了学习活动的各个方面，如自学、记忆科学、学习教

育、心理教育、语文学习、外语学习、现代教学艺术、创新学习、健康阅读、双语学习等。

由于成立了众多学术组织，学习科学的学术活动在国内广大地区空前活跃，蓬勃发展。１９８７年

至２００４年，共召开了六次关于学习科学的全国性综合学术讨论会：第一届 （南京，１９８７）、第二届

（成都，１９８８）、第三届 （黄山，１９９１）、第四届 （北京，１９９５）、第五届 （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

北京，２０００）、第六届 （上海，２００４）。此外，还召开了 “全国首届学习 （学法）指导与教育改革学

术讨论会”（呼和浩特，１９９２）、“香港与内地学会学习研讨会”（香港，１９９９）、“创新学习国际学术

研讨会”（重庆，２００２）等十余次大型专题学术会议。

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筹委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也加强了国际合作交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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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的学术

团体和专家学者，开展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活动，使我国的学习科学走向了世界，扩大

了国际影响。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由全国中学学习科学研究会和香港教育学院教育基础学院、香港教育学

院同学会共同举办的 “香港与内地学会学习研讨会”在香港教师中心召开，８位学者应邀在会上主

讲，讲学内容被选入 《促进学会学习》一书，在香港出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

学研究分会和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合办的 “创新学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召开，多位国内

外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２００４年４月，该会有关学者赴美国，和美国学者就创新学习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学术交流。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该会协助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在

重庆主办了 “全球创新学习大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１３个国

家和地区的３５０多人参加了会议。２００７年，该会和香港教育统筹局、香港教师中心、创新教育学会

联合召开了 “创新学习国际研讨会”，近２００名学者参会。

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筹委会自１９８７年成立起，一直就学会的正式成立而请示、汇报、沟通，这

一过程得到了徐惟诚、张健、潘懋元、柳斌、敢峰、于北辰等领导和专家的支持鼓励。２０００年，经

过多方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周之

良同志担任理事长，林明榕、张笛梅担任常务副理事长。学习科学研究分会的正式成立开启了学习

科学研究的新阶段。此后，周之良、魏书生、刘红民、赵险峰先后担任理事长。

三、中国学习科学早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进展

２０多年中，在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筹委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的领导下，学

习科学早期研究在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理论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在这个新学科领域中，探讨和研究了有关 “学习”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学习的概念和

本质、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学习心理、学习思想史、学习指导、学习教育、创新学习、学习与发

展、学习结构、学习检测、学习效率、学习伤病、学习道德、学习策略、学习风格、特殊学习等。

在学科建设上，研究了从婴幼儿到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成人 （职工）、老年人各个阶段学习的

特点、规律等理论问题，构建了各个阶段的学习学、自学学、学习教育学、学习检测学、学习伤病

学、学习心理学、记忆科学、各学科学习学等分支学科的基本结构，共出版有关论著７００余种，发

表大量学术论文。可以说，学习科学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学习学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著

作主要有：林明榕主编的 《学习学通论》（１９９０）、谢德民主编的 《论学习———学习科学与学习指导

的探索》（１９９２）、林崇德的 《学习与发展———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１９９２）、叶瑞祥主编

的 《学习学概论》（１９９３）、王泽普的 《学习学概论》（１９９３）、董守文等的 《成人学习学》（１９９４）、

龚春燕的 《创新学习论》（１９９９）、温寒江等的 《学习学》（２０１６）等。

有关学者提出了 “学习概念”“学习本质”“学习素质”“学习规律”等新理论、新观点，为学习

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些观点。

第一，关于学习科学的学科建设。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建立学习科学的必要性，提出

了这门新学科的基本框架结构和理论体系。林明榕等学者在 《学习学通论》中认为，学习科学的框

架结构应包括理论、应用和分支学科三大部分，还认为学习科学和教育科学是平行的 “姊妹”学科，

是人类智力腾飞的双翼，缺一不可。

第二，关于学习的本质和概念的研究。有关学者在总结中国古代学习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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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际，对学习概念作出解释，认为学习就是从读书、听讲和实践中获得知识，从而达到知行统

一。① 有人认为，所谓学习，就是求知获能。②有学者则提出大学习观，认为 “学习是个人和社会以

语言为媒介，通过获得一切必要的新经验，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对付预期的变化，使个人与社会迈

向更完美的生存目标的活动”③。还有学者认为，学习是学习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经过内化而获

得经验，并外化为行为变化的活动。④ 另有论者提出了学生学习观，包括全面学习观、自主学习观、

科学学习观、实践学习观、终身学习观等⑤。这些观点揭示了学习的本质，更新了学习观，对于拓

宽人们对学习的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关于学习规律的研究。有关学者在调查研究和实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学习的规律进行探讨。如有学者提出了学习的５个基本规律：终身学习

规律、认识发展规律、知识积累规律、环境制约规律和学习不可替代规律。⑥有论者综合古人的学习

思想，提出了 “德业相辅、知能相因、序进统一、博约结合、学思相资、温故知新、知行统一”的

规律。⑦ 有学者从学习活动的矛盾入手，指出了学习活动存在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知与不知、

会与不会、广博与精深、劳与逸、有限与无限等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并揭示了学习的规律。⑧另有

学者从为什么要学习、学什么、怎么学习好等角度论述了学习规律，包括学习是人们生活的需要，

客观环境、生活需要和价值观念决定人们的学习内容，探讨了学习动力与学习效果之间以及学习过

程中的矛盾关系。⑨

第四，关于学习素质、学习策略、学习动力、学习风格、学习方式等的研究。学习素质被普遍认为是

人的最基本素质，包括学习态度、学习观、有关学习的知识与学习策略、学习道德、学习风格、学习方

法、学习动机等要素。人的学习离不开学习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应将学习素质纳入其中。

第五，关于中国学习思想史的研究。我国历史上有着极其丰富的学习思想，但大都散见于浩繁

卷帙的书海之中，经过系统搜集整理才能绽放异彩。有关学者对中国学习思想史进行了系统整理和

研究，完成并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如乔炳臣、潘莉娟编著的 《中国古代学习思

想史》 （１９９６）、胡小林主编的 《中国学习思想通史》 （２００７）、龚裕德的 《简明中国学习思想史》

（２０１１）、蒋国华等主编的 《学习的社会———毛泽东与学习科学》（１９９４）等论著。

第六，关于职工 （成人）学习和组织学习研究。叶忠海、蔡棋瑞等有关学者，研究了职工 （成

人）学习的生理、心理机制，探讨了职工学习的规律和原则、本质和形式、过程和环节、方法和途

径、评估和管理等理论问题，探讨了中国学习化社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等问题。先后出版了 《职工

学习学》（１９８９）、《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６）、“中国学习型企业论坛丛书”（包括 《学

习化手记》《学习化引论》《学习化扫描》）等论著。

第七，关于社会学习的研究。有人认为，社会学习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传统

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并提出社会的学习能力包括决策能力、创造能力、实践

能力三种。⑩刘崇敬所著的 《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与反思 （１８４０—１９１９）》一书便是从社会学习的角度

分析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史逻辑、收获与不足，并总结了４条经验。瑏瑡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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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境》也是从社会学习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本大型学习科学辞书，即 《学习科学大辞典》（林明榕、张笛梅等主

编，１９９８年６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国内外学习科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成果，共２０００余个词

条，近９０万字，内容丰富，是一部研究学习问题的重要工具书。叶瑞祥主编的 《简明学习科学全

书》（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７）也是一本新词典，增加了新的内容。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筹委会等组织先

后编辑出版了刊物 《教育与学习研究》《创新学习》《学论》，报纸 《学习周报》和 《学习方法报》，

以及通讯 《全国研究会简讯》 《职工学习科学研究会会员通讯》 《大学会员简讯》 《友善用脑通讯》

等。该研究会还承担和完成了国家级、省部级教育科研课题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课题数十项，

如国家教委 “八五”重点课题 “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与学习指导的研究”、国家教委 “九五”重点课

题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学会学习’研究”、教育部 “十五”规划课题 “创新学习研究与实验”。

２００１年还承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课题 “创新学习研究与实验”。２００６年承担了教育部规划课题

“创新智能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等。

（二）实践研究成果

我国的学习科学研究工作者，在学习指导教学实验和创新学习教学实验 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１．学习指导教学实验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有关研究者和教师先后在大、中、小学校和成人学校进行了学情调查研究，

并开展了大规模的 “学习指导教学实验”及 “教会学生学会学习的实验”，开设了学习方法、治学方

法论、大学学习论 （大学学习学）等课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 （筹）下属各组织，

在国内近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万所大、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成人学校中开展了 “学

习指导教学实验”，其中开设学习学课程的大学截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达到近２００所，取得了出色的成

绩，并总结了很多经验，对我国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在多年的学习指导教学实

验中，科研工作者和一线教师总结了不少学习指导教学的经验和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形

成了比较成熟的学习指导理论和教学方法，出版了一批有关学习指导的理论书籍和教材。在高等教

育领域，有代表性的教材有林毓!的 《大学学习论》 （１９８７）和 《大学学习学》 （１９９９）、梅松龄的

《青年治学方法》（１９８７）、陈俊卞主编的 《大学学习导论》 （１９８９）、刘智运主编的 《现代大学学习

学》（修订版，１９９３）、杜智敏主编的 《工科大学生学习指导》 （１９９３）、韩忠的 《大学学习学引论》

（１９９２）、桑新民主编的 《学习科学与技术：信息时代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２００４）等。特别是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还组织编写了国家级 “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 《学会学习：大学生学习引论》（第

一版２００３，第二版２００８），产生了广泛影响。张润泽等主编的 《大学学习学》（２０１２）也入选 “十二

五”规划教材。在基础教育领域，代表性著作有郑秉洳 《学生学习学———怎样使学习获得成功》

（１９９１）、叶瑞祥主编的 《中学生学习学》（１９９１）和 《小学生学习学》（１９９８）、龚正行的 《中学生学

习方法指导》 （１９９３）、董国华 《学法指导简论》 （１９９３）、魏振国主编的 《中学学习指导研究》

（１９９４）、吴也显主编的 《小学生学习方法研究》（１９９５）、钟祖荣的 《学习指导的理论与实践》

（２００１）等。

在国内学习指导实践和实验基础上，学界对学习指导的目标、内容、原理、原则、途径、策略

等作出了理论探讨，也形成了多种实践模式，主要有课程式、渗透式、治疗式、规程式、交流式、

读书式、自学辅导式七种。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学法指导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常用的实践模式

主要有教授式、转换式、点拨式、领悟式、内化式、训练式等。大量实践证明，学习指导教学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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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突破口，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和减轻学生过重学习负担的有效途径，是实现

学会学习的有效办法，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策略。

２．创新学习教学实验

１９９８年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龚春燕研究员等建立了创新学习研究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创新

学习理论与教学实验研究，构建了创新学习的基本模式，并在创新学习的基本概念、创新学习心理、

创新学习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创新学习是指学习者在学习已有知识的过程中，不拘

泥于书本，不迷信于权威，不依循于常规，以已有的知识为基础，独立思考、大胆探索，积极提出

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等。

该中心承担了国家教育规划课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课题 “创新学习研究与实验”，组织重庆

市、西南、华中、华南、东北等地的众多中小学校开展了创新学习教学实验，编写出版了 《创新教

学研究与探索》《创新学习与研究实验》等实验系列教材。创新学习在学习科学园地里产生很大影

响，《人民教育》２０００年第８期曾用近７万字的篇幅集中介绍了创新学习研究的成果。

除上述两方面的应用研究，有关学者还在一些学校开展了学习心理教育、学习困难学生学习、

合作学习、项目学习、研究性学习、两种思维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的学习①、友善用脑②、

大学生学习问题调查③、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 （２００９—　）④ 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实验，

创造了许多宝贵的教学方法。

关于学习科学研究的影响，笔者认为，中国学者的最大贡献就是把 “学习”问题从教育学、心

理学的范畴中独立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研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综合

性学科，即学习科学，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董远骞在 《中国教学论史》（１９９８）中用专章论述了学

习、自学辅导思想和方法的发展，介绍了古代、近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时期的学习和自学辅导

的思想与方法，也说明在教学论历史上学习研究的不可或缺。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在１９９３年曾

对学习学研究给予积极评价，他指出学习论或学习学的论著 “大多数着重于应用研究，也有一定的

理论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发展迅速，研究水平有所提高，并提出许

多新的见解……学习论的研究异军突起，对于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必将起积极的作

用”⑤。

四、中西学习科学的比较与互鉴

（一）西方学习科学发展的简要回顾

对学习的研究起源于２０世纪初。梅耶将２０世纪心理学中关于学习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

即动物隐喻阶段———研究 “动物是如何学习的”，机器隐喻阶段———探索 “机器是如何学习的”，人

的学习阶段———研究 “人是如何学习的”。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巴甫洛夫、华生、桑代克、斯金纳

等，提出了 “刺激—反应”联结说、试误说、强化说、训练说等。第二阶段代表人物有米勒、西蒙

等，强调人的认知作用，提出了信息加工、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专家新手比较等理论。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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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有罗杰·尚克等，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提出了新的学习科学。１９９１年是美国学习

科学的标志性年份。在这一年，美国西北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学习科学专业，并培养研究生；美国第

一本学习科学学术刊物 《学习科学杂志》创刊；在这一年，在第五届 “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国际会议”

上，与会代表现场发起组织了第一届 “学习科学国际会议”。２００２年，国际学习科学学会 （ＩＳＬＳ）

正式成立，此后 《学习科学杂志》和学习科学国际会议的主办权归属于该学会。１９９５年，美国国家

研究理事会成立 “学习科学发展委员会”工作小组，于１９９９年发表报告 《人是如何学习的》。２００４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拨巨款先后支持成立了６个国家级学习科学研究中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

１９９９年设立教育与创新研究所，组织开展学习科学研究，出版了 《理解脑：走向新的学习科学》

（２００２）、《理解脑：新的学习科学的诞生》（２００７），宣告教育神经科学的诞生，２００７年 “国际心智、

脑与教育学会”成立，《心智、脑与教育》刊物创办。

西方提出的学习科学是一个研究教与学的跨学科领域，它研究各种情境下的学习 （包括正式学

习和非正式学习），旨在更好地理解学习，以及通过各种设计来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概言之，学习科

学就是研究 “人是怎么学习的，怎样才能促进有效学习”。①

（二）中国与西方、我国早期与后期学习科学研究的比较与互鉴

以２０００年为界，我国学习科学研究可以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为早期阶段，以哲学、教育学、

教学论、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为理论基础，以实践应用研究为主；后一个阶段，主要对接西方的学习科学

研究，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为理论基础，以基础研究为主。以东南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为代表，开展了对学习科学的深入研

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我们把早期阶段的研究与后期的研究进行比较，把西方的学习科学与

我国的学习科学研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异同。中西学习科学研究有共同的目的，即研究人类学习

的规律、改进人类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果效益。不同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科基础理论不同。我国早期的研究，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如张笛梅认

为，学习过程本质是一个认识过程，必须遵循认识辩证法， “这就是学习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根

据”②。温寒江的 “学习学”也强调以此为指导研究学习的过程。③ 早期更加关注的是教与学关系的

重构，所以，学科视角更多采用的是教育学、教学论的视角。当然，在研究中，对心理学特别是教

育心理学原理的借鉴是十分明显的，关于学习规律、概念、策略等大多来自心理学的理论。此外，

我国还有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我国社会学习历史的，从组织学视角研究学习型组织的。西方学习科

学的研究基础理论，主要是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学等理论支撑。第二，研

究内容不同。西方学习科学主要研究三个重点方向：一是学习的脑机制和神经机制；二是学习技术

研究或学习设计研究，提出干预方案，包括学习的课程设计、媒介设计、空间环境设计、平台设计、

学习交互设计等；三是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主要是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对学习者的数据进行挖掘

分析。我国早期的学习科学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包括学习观念的改变、学习内容的选择、学习过程

与环节、学习的动机动力、学习的策略方法、学习的工具手段、学习的环境影响、学习的评价、教

师的学习指导等，在宏观层面上包括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组织等研究，相对而言内容更加广泛。

第三，研究方法不同。我国早期的学习科学研究，由于时代的局限，以理性思辨、实践总结为主，

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主要运用问卷调查、量表测验、教学实验、行动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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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学习科学研究，以具体的实证的研究见长，使用比较精细的研究工具，如脑电图、功能性磁共

振成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眼动技术、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第

四，研究人员来源不同。我国早期研究人员，主要是教育学、心理学、思维科学、历史学、管理学

等学科的学者。西方的研究人员主要来自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人工智能领域。第五，研究的

转化不同。我国注重行动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注重学校情境下的课堂教学研究，所以理论转化较

多较实，注重教学的实际成效。西方的研究注重基础和发现，但向教育实践转化比较困难。正如尚

俊杰所分析的： “因为神经科学研究所处的时空尺度和教育研究与实践所处的时空尺度有很大不

同———神经科学对学习之基本机制的揭示是在分子和细胞层面上进行的，它关注的是有机体在毫秒

级的时间尺度上发生的变化；但教育研究与实践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尺

度上发生的那些有意义的变化。想要直接将分子与细胞在毫秒级的时间尺度上发生的变化应用于解

释宏观尺度上的教与学行为，确实是极具挑战性的。”①

中西学习科学的差异，正如中医和西医之别。西医重视运用仪器观测诊断，重视药物和手术治疗，针

对性强而见效快；中医注重系统观察、辩证施治、综合调理、阴阳平衡，见效慢而效果佳。二者各有所

长，应该结合而用。追求基础机制分析时，多用西方的方法；追求教育应用时，多用中国的方法。

五、如何看待学习科学的性质、内容及未来发展

我们所讲的学习科学，虽然名词与西方相同，实则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西方的学习科学，强

调的是 “科学”，强调实证的研究方法与结果；我们讲的学习科学，更多是强调 “学科体系”，是以

学习为研究对象的各门学科构成的体系。学习科学的体系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构建。

首先，从人类学习的主体形式来看，可分为社会学习、组织学习、个体学习。社会学习学 （学

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学习大国），研究整个社会的学习制度、实践、运动、氛围、水平、历史，

重点是研究社会转型和改革发展中人们的学习问题；组织学习学 （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家庭、学习

型学校、学习型企业等），研究组织中围绕工作、职能而开展的群体学习，以及组织的能力发展和组

织效能提升；个体学习学 （包括学生学习、教师学习，各种类型的成人学习等），研究个体学习的生

命历程、微观学习过程、影响学习效能的因素、学习的动机和策略、学习效果与评价等。

其次，从学习的层面和分析水平看，包括学习的生理与脑机制、心理机制、人际关系、环境机

制等，可以形成学习生理学 （认知神经科学）、学习心理学、学习社会学、学习策略学、学习技术学

（机器辅助学习）、学习管理学、学习文化学、学习哲学等，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不同。如程介明所说，

不同领域的研究针对发生于不同位相的学习，神经科学关注脑，心理学关注个体行为，组织学关注

机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关注小组和共同体，教育变革关注教育系统，人类学关注社会。②目前学习

科学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神经科学、学习技术学的研究十分突出，学习心理学则持续发展，其他方

面还相对较弱。应该说，各层面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需要构建合理布局。如在发展学习科学的过

程中不可忽视文化的影响。中西方学习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都有一定的区别，研究

学习科学时要注重本土化知识的构建，包括本土问题、本土概念、本土策略等。比如，我们解释

“学”为 “觉悟”，就与西方的信息加工过程不完全一样。人的文化和社会认知也会影响人们对信息

的加工方式。此外，除了科学层面，还要从价值和哲学层面研究学习。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的学习科

学需要关注的。

·８３·

①② 尚俊杰．学习科学导论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３１，３８．



最后，从学科的方向和维度看，可以构建人类学习史、学习思想史、比较学习学、学习指导学

等。学习史和学习思想史是时间维度的研究，比较学习学是空间维度的研究 （不同文化、国别、场

域的学习），学习指导学是实践维度的研究。

如何看待学科性质，决定着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从学科体系的角度来理解学习科学，那

么学习科学就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它不仅是研究学习的生理和脑机制，还是带有社会科学的性质，

而且具有多层面的规律性，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协同合作，这些学科包括教育学科 （包括教育

哲学、教育心理学、教学论、教育技术学、成人教育学等）、脑科学和心理学、计算机与信息学、社

会学、组织学、历史学等。总之，全面推进学习科学研究，需要全面认识学习科学的复杂性质，需

要衔接我国学习科学各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需要诸多领域学者加强交流和协同。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在国际社会

受到广泛重视。２１世纪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提出了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和学

习大国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

“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十八大报告提出 “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

会”；十九大报告提出 “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

建设学习大国”；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党和国家的号召有助于推动学习科学学术研究的发展，也反映出学习科学的发展有良好的社会

环境。

总之，学习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宏观上有助于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中观上有助于

各类组织职能的提升和功能的完善，微观上有助于学生学习质量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期盼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抓住有利时机，加强学习科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研究，为建设学

习型社会和提高教育质量，为建成教育强国、学习大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　汤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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