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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策略的获得

与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
张向葵 关文信

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是实施素质教育

的重点之一。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素

质的主渠道。但并不是所有的课堂教学都

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 ,相反传统的

课堂教学不仅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 ,

还会泯灭、扼杀学生的创新潜能。因此 ,要

让课堂教学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我们必须

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改革。从心理学层面上

说 ,学生学习策略的获得与改造是培养学

生创新素质的核心。

一、学习策略的获得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

当代认知心理学把知识分为三类 :陈

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学习

策略属于策略性知识。对于一个策略性知

识仅知道它“是什么”是不够的 ,还要懂得

“如何做”,并且会做。而要做到这一点 ,真

正掌握一种策略 ,就必须经历一个内化过

程 ,从而使这种策略由外在的东西变为自

身学习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内

化都是在主体的自我实践中实现的 ,学习

策略的获得与改造就是一个内化过程 ,因

而也只能在学习者的自主的学习活动中才

能实现。

林崇德教授认为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

一种运用学习策略的活动。强调和重视学

习策略就是承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

性 ,强调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和

能动作用。[1 ]从总体上说 ,学生运用学习策

略获取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主动探究、主动

发现的过程。这种探究与发现所获得的东

西 ,对于学生来说 ,从个体发展的角度就是

一种创新 ,个体就是在不断发现的积累中

走向成熟的。

创新精神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个性。它是创新的动力源 ,解决

“想不想创新”和“敢不敢创新”的问题。中

小学生的创新精神主要包括好奇心、兴趣、

求知欲、质疑精神、批判精神、独立性、主动

性、积极性等。创新精神不同于某种单纯的

创造技巧或创造方法 ,它更多体现的是一

种人的个性倾向。某一创造技巧或创造方

法可以通过专门训练课的形式让学生在较

短时间内掌握 ,但是一个人的创新精神却

不可能在短短的几节课就能获得。中小学

生的创新精神是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逐步

形成的 ,而这种教学实践的最突出特点就

是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在这一点上 ,

学习策略的获得与改造与创新精神上的培

养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在我们结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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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学向学生传授学习策略的过程中 ,必

须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主动性、积极

性 ,而这些都是创新个性中的重要因素。

二、学习策略的获得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创造性想象和创造性思维是创新能

力的两个主要支柱。学习策略的获得与改

造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想象 ,又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11 学习策略的获得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创造性想象

人们依据想象中所具有的创造性成分

的多少 ,把有意想象分为再造性想象和创

造性想象。再造性想象是人们根据别人的

言语叙述、文字描述或图形示意 ,在头脑中

形成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 ;创造性想象是

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形象

的过程。其中 ,创造性想象是中小学生进行

创造性学习和创造性活动的必要条件。因

此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培养他们的

创造性想象。精加工策略中的人为联想策

略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想象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人为联想策略是指当学习材料本身意

义性不强时 ,学习者可以展开联想 ,牵强附

会地赋予其意义 ,以便于学习者的记忆与

提取。人为联想策略主要有形象联想法、谐

音联想法。人为联想策略要求其结果必须

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因此 ,在运用人为联想

策略的过程中 ,学生的想像力会得到训练。

形象联想法是使用率较高的一种人

为联想策略 ,大体上有两种具体方法 :一是

将抽象的材料与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 ,如

在小学生初学汉语拼音时常常采用这种办

法。课本上编者在韵母“ü”的旁边 ,配上一

幅张着嘴的鲤鱼图 ,鲤鱼的嘴用粗线条标

示出来。这样 ,老师就会很容易地引导小学

生把拼音和图画联系起来 ,从而更牢固地

记忆住字母“ü”的发音与形状。在这个过程

中 ,小学生会借助图画在头脑中再现鲤鱼

的形象 ,并且把它和韵母“ü”的形状与发音

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再造性想象过程。二是

借助离奇的想象 ,将毫无联系的材料人为

地联系起来 ,使其成为一个新鲜而离奇的

故事 ,从而便于记忆。例如 ,要记住“飞机、

大树、信封、耳环”等 20 个相互没有内在意

义的词语 ,可以进行如下的联想 :

天空飞着一架银灰色的飞机 ;这架飞

机突然撞到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上 ;这棵

大树非常奇特 ,它的树叶形状像是一个信

封 ;信封状树叶上挂着一个个闪闪发光的

耳环 ⋯⋯[2 ]

人为联想策略中还有谐音联想法。谐

音联想法就是通过谐音将抽象的材料与某

种意义联系起来 ,以帮助人们记忆。在谐音

联想法中有的是通过谐音创造一个生动形

象的故事 。例如 , 有人将圆周率的值

(311415926535897932384626 ⋯⋯) 利用谐

音编成了一首顺口溜 :山巅一寺一壶酒

(3114159) ,尔乐苦煞吾 (26535) ,把酒吃 ,

酒 杀 尔 (897932) , 杀 不 死 , 乐 尔 乐

(384626) 。这种谐音联想法非常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想象。

21 学习策略的获得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

所谓创造性思维就是应用独特的、新

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它与再造

性思维相对应 ,需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 ,

在面临习惯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时发生 ,

常有突发的顿悟的特点。林崇德教授认为 ,

创造性思维具有五个特点 : (1)创造性活动

表现出新颖、独特、有意义 ; (2)思维和想象

是创造性思维的两个重要成分 ; (3)在创造

性思维过程中 ,新形象和新假设的产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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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发性 ,常常称为灵感 ; (4) 在思维和意

识的清晰上 ,创造性思维是分析思维和直

觉思维的统一 ; (5) 在创造性思维的形式

上 ,它是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的统一。[3 ]从

上述分析我们看出 ,创造性思维是创造性

活动中的思维方式 ,但它又不是某一具体

的思维 ,它是多种思维方式的综合体。研究

和学习创造性思维既要研究它的具体思维

方式 ,又要研究它的思维品质。基于这种认

识 ,我们研究了常用的学习策略与创造性

思维的具体思维方式和思维品质的关系 ,

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初步的认识

(见下表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学习策略与创造性思

维之间存在着一致性 ,或者说内在联系 ,而

实现这一联系的纽带就是思维。俞国良认

为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看 ,创造力是在产生

有价值的新信息的过程中 ,所运用的各种

智力品质的总和。[4 ]而智力的核心是思维。

信息加工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思维过

程。任何一种学习策略 ,哪怕是最低级的学

习策略都与思维的某一方面相联结。因此 ,

我们也可以把学习策略看作是思维策略。

这样 ,我们就找到了学习策略与创造性思

维之间的内在联系。俞国良根据信息加工

的观点分析创造力的结构成分 ,认为它包

括以下五种成分 : (1)发现问题的能力 ; (2)

明确问题的能力 ; (3)阐述问题的能力 ; (4)

组织问题的能力 ; (5)输出问题解决方案的

能力 [5 ]。学习策略是构成这些能力的主要

因素之一 ,发现问题的能力涉及到注意和

选择性知觉 ;明确问题的能力涉及到识记

策略和提取策略 ;阐述问题的能力涉及到

信息的提取 ;组织问题的能力涉及到精加

工策略和组织策略 ;输出问题解决方案的

能力涉及到组织策略。在信息加工的过程

中 ,又要涉及自我监控策略。因此 ,学生学

习策略的获得与改造 ,能使自身信息加工

能力得到提高与完善 ,实际上也就是创新

能力得到提高与完善。

综上所述 ,我们清楚地看到学习策略

的获得与改造有助于中小学生创新素质的

培养。在学科教学中传授学习策略是培养

中小学生创新素质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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