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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我解释效应是在对学习发生的认知机制进行探索的研究中发现并得到进

一步研究的。自我解释的研究已有20多年的积累，取得了一些共识，也存在着

一些争议，本文对具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论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自我解释研究已有的结论和待解决的问题。已有的研究证实

自我解释效应是在多个领域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其次，通过自我解释训练和提

示能够促进学习者学习，再次，自我解释效应与认知负荷理论、心理模型和构建

．整合模型等能够相互融合。目前自我解释研究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不同研究

者对自我解释的类型仍持有不同的看法，监控与自我解释的关系存在着争议，自

我解释效应是否能够排除时间因素，以及自我解释效应是否与学习者已有的认知

结构相关。

第二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设计，基于文献综述，选定写作立意学习作为研究

领域，具体提出六个研究问题：1样例呈现方式是否影响学习者的学习?2样例

呈现方式是否影响学习者自我解释活动?3在写作立意学习时，学习者的自我解

释活动是否影响学习成绩?4自我解释效应是否能够排除时间因素?5监控是否

影响自我解释?6学习者的已有知识是否对写作立意样例学习产生影响?然后

详述了被试、实验材料、实验程序以及评分方法。

第三部分就六个研究问题分述并讨论实验研究的结果。1样例呈现方式影响

学习者的学习，2样例呈现方式影响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活动，特别是预测推理和

问题情境精致，3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活动影响学习成绩，4自我解释效应不是因

为学习者花费了更多的学习时间而导致的，5监控到问题并不意味着自我解释会

紧随发生，6学习者已有知识对写作立意样例学习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部分陈述了研究结论。第五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教学意义、

不足和后续研究展望。

关键词：自我解释写作立意认知结构样例学习





Abstract

The effect of self-explanation is firstly found in the study of learning from

worked-out example．There are some consensus in researchers and dispute as well，

since the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the effect for two decades．The thesis continues

the research focus on the part of controversy．The thesis is composed of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of the thesis mainly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of self-explanation．

The evidences that support the consensus a nd the question that stay opening are

discussed．The researches show that self-expIanation existed in various knowledge

learning．including well-defined domain and川一defined domain．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self．explanatio^prompting and trainiag could improve learner’S’

performance of learning．Self-explanation effect is consistent with Cognitive Load

Theory(CLT)，Mental Model theory,and 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There are

four questions have no satisfied answer：how many kinds of self—explaining are there?

What’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explanation and monitor,Time of learning and

cognitive structure that learner owned?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hesis specifies the design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s．Firstly,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it conducts a

research in the domain of writing learning，especially writing planning．It proposes six

research questions as following：1．Does the manner of example presenting effect

learning?2．Does the manner of example presenting effect self-explaining of learner?

3．When learners are learning how to plan the writing by worked—out example，is

there seIf．expIanation effect?4．Is self-explanation effect caused by learning time or

not?5．Does learner’S monitor for his／her own cognitive processes effect his／her

self-explanation?6．Does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effect learners。seIf二expIanation?It

specifies the subjectst experimental materials，proceduresI and the method of

scormg．

The third part of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the title of six questions．The manner of example presenting does affect learner's

achievement and self-explaining behavior．SeIf-e×pIanation effect does exist in the

domain of learning how to plan the writing by worked·out example．SeIf_expIanatiOn

effect is not caused by learning tim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itor of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self-explanation is not straightforward．Learners’knowledge in one

domain does affect their behavior of self-explanation．

The last two parts of 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whole

research，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and instructional meanings of the research，and

points out some disadvantage of this study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suggestions．

Key Words：seIf．expIanation，writing，planning，worked-out example，cognitiv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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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这是一个讲究效率的时代，教学和学习也要讲究效率。在现实教学中，教师

也会发现有的学生学习能力比其他人强，学习新东西比其他人快。特别是有一类

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并不突出，但是一旦专心学习某个新知识，往往具有比其

他人更高的学习效率。这种差异不是学习者已有水平能够完全解释的。如果按照

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把学习的结果分为陈述性知识、自动化的基本技能和认知策

略，这类神奇的学习者在前两类知识水平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学习新知

识，很可能源于他们认知策略的突出。据此得出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假设是，学

校学业成就测量的一般是学习者掌握的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很少能够测量

认知策略，所以学业成绩并不优秀的人可能会有很高的学习新东西的效率。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认知策略的研究是教育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主

题。认知策略和自动化的基本技能都是程序性知识，都是关于“怎么做”的知识，

区别在于后者可以自动化，不占用或者只占用很少的认知资源，而前者不能自动

化，必定会占用一定的认知资源。

教育心理学不仅研究知识和能力的类型，也研究各类型知识和能力的获得过

程。认知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者在研究知识和能力的获得过程中，从六七十年代西

蒙和纽维尔开创的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逐渐转向到更具有教学实践意义的样例

学习研究。八十年代广泛开始深入到各门具体学科的教学研究，而不仅仅研究一

般的教学现象。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数学、物理、生物学、科学等学科，它们具有

界定良好的特点，即任何一个问题所涉及的知识具有明确的界限。这些研究使得

我们对知识和能力的获得过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中

Chi在1989年在物理课程的样例学习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影响学习者学习的因素

——自我解释活动。她发现即使学习者具有相同水平的已有知识和智力水平，学

习相同的材料，却有着不同的学习结果。一部分学习者表现出更好的学习结果，

另一部分则较差(她分别称之为好的问题解决者和差的问题解决者，因为他们在

问题解决阶段有着或好或差的表现)。Chi的研究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学习

者在学习样例时进行的内部认知加工过程不同，即自我解释活动不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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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效应(即自我解释活动导致学习结果)是一种解释前面那种神奇现

制。根据自我解释效应，那些有更高学习效率的学习者之所以更成功

在学习时采用了更有效的自我解释策略，因而他们能够更好的获得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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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我解释研究的由来

1文献综述

自我解释(self-e×pIanation)的研究源于样例学习的研究。样例学习(1earning

from worked．out example)在当前教学理论中被认为是一种很重要的认知技能学

习途径。所谓的样例包含了具体的问题、解题步骤和最终的答案。样例提供了知

识和规则的运用，包含了许多单纯呈现规则所不能呈现的条件性知识，如规则之

间的联结、规则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何时应该使用某个规则等等，因而能够促进

学习者的迁移。通过样例学习，学习者可以了解专家解答问题的很多信息。按照

认知负荷理论(CLT，Cognitive Load Theory)的观点，样例示范能够减少学习者

的外在负荷和内在负荷，提高恰当负荷，从而促进学习。但是并非每个学习者都

同等的从样例中受益，只有那些积极的把样例解释给自己的学习者才能在问题解

决中体现出更高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自我解释效应”(self-explanation

effect)，最早由Chi(1989)在样例学习中发现并阐释。Chi(2005)认为，自我

解释是领域一般性的建构活动，促使学习者在有效监控自己的理解的情况下积极

学习、以有意义的方式看待材料。自我解释效应就是学习者在样例学习过程中产

生更多、更高质量的自我解释，则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体现出更高的水平。

自我解释效应一经发现，便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很多研究者(Chi，VanLehn，

Renkl，)对自我解释的类型、机制、个体差异以及自我解释训练和促进的效果进

行了研究。Sweller也在认知负荷理论中承认自我解释的有效性。在这些研究中，

分别以Chi和Renkl为代表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有些不同，下面以

这两位研究者的经典研究为代表，来分析一下自我解释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的

地方。

1．2自我解释研究中的矛盾

虽然研究已经证明了促进学习者的自我解释可以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但是自

我解释研究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发现。

3



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 写作立意学习中的自我解释效应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对自我解释的类型仍有不同的看法。由于自我解

释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研究者必须通过出声思维程序才能得到自

我解释的内容，而对出声思维口语报告的分析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研究

者采取不同的研究取向和分析方法，对自我解释的分类有所差异。Chi(1989)

把自我解释分为四种类型：精致扩展行为的条件、推论行为的额外结果、给行为

赋予目标、给定量表达式赋予意义。Renkl(1997)则把自我解释分为五种：基

于原则的解释、目标算子结合、预测推理、问题情境精致和注意连贯。这两种编

码方法有些分类是对应的，如Renkl的基于原则的解释、目标算子结合和问题情

境精致对于应Chi的给定量表达式赋予意义、给行为赋予目标和推论行为的额外

结果。但是预测推理的编码则是Renkl研究中所独有的。编码的不同反映了研究

者对样例学习中哪些认知活动对学习起积极作用的看法不同。例如Renkl认为在

样例学习中学习者预先独立运算很重要，所以在编码中包含了预测推理这个维

度，而Chi在研究中病没有考虑这一因素。同时，编码的不同也源自研究者采用

的方法不同。Chi(1989)的研究中样例材料是以文本的形式一次性的呈现给被

试的，这种情况下很难记录被试独立运算的次数。Renkl(1997)的研究中采用

了计算机呈现技术，每个样例分为四步，分步呈现。Renkl认为由于样例呈现方

式不同，导致预测推理这一独特的编码，分步呈现方式会诱发学习者在看样例解

答之前独立运算。但是样例呈现方式的不同是否仅仅改变这一个编码还不得而

知。研究者对自我解释的编码往往因学习领域和实验方法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

异。

第二个问题是监控与自我解释的关系是怎样的。Chi(1989，2005)认为监控

是自我解释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正是由于学习者监控到自己的不理解，产生了

认知冲突，进而产生自我解释活动，促进了学习。她的研究发现，成功的学习者

比不成功的学习者更多的监控到自己的不理解，产生更少的理解错觉一一即在错

误理解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而Renkl(1997)的研究发现，监控与学习

结果没有显著的关系。被试越觉得他们没有理解，后测成绩越差，消极监控与后

测成绩负相关，积极监控与后测成绩没有相关。监控与自我解释的关系涉及到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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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释的机制问题。如果说自我解释是由认知冲突引起的，那么监控与自我解释

和问题解决测验成绩应该相关。目前研究所得到的证据仍然是矛盾的。

第三个问题是自我解释效应的时间问题，即自我解释效应是否是因为学习花

费了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材料而导致的更好的学习效果。Chi(1989)的研究发现，

成功的学习者学习样例的时间更多，不能排除时间累积效应。而Renkl(1997)

在控制了学习时间因素之后仍然发现了自我解释效应的存在，排除了成功的学习

是由于学习时间更长导致的。如果自我解释效应中的时间因素不能排除，那么其

作用将显著的降低。其他人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答案。Atkinson，

Renkl&Merrill(2003)的研究结果中时间差异不显著，而Wong，Lawson＆Keeves

(2002)的研究中自我解释组的被试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Aleven&Koedinger

(2002)的实验室研究中自我解释组的被试比控制组被试多花18％的时间学习，

但是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他们的现场研究显示时间差异不显著。 融

在专长研究中，Ericsson(1993)提出了刻意训练(Deliberate practice)的概

念，意指虽然时间是影响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严谨

的、科学的学习才是成为专家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自我解释研究也正是

要揭示认知学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而要弄清楚自我解释与时间的关

系。但如上所述，目前的研究没有发现统一的证据支持某个结论。 秘

另外，关于自我解释的个体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的探究仍然不能让人满

意。Chi(1989)的研究发现学习者已有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对自我解释活动差

异没有影响，自我解释的差异似乎更类似于学习风格的差异。Chi(1991)把自

我解释的内容分析为知识系统、技能程序、与原理相关的知识和概念知识，这些

内容的来源包括已有认知结构、新知识、样例材料。也就是说，自我解释内容的

差异是源于学习者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但是成功的学习者具有更高质量的自我解

释，而智力水平和已有领域知识没有显著差异。Wong，Lawson＆Keeves(2002)

研究几何学知识学习中也发现被试的已有领域知识没有差异。大部分自我解释的

研究都先对被试的已有知识进行测量和匹配，似乎实验中出现的自我解释差异与

已有知识没有关系。Renkl(1997)认为自我解释的差异是一种风格差异。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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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种不同的自我解释风格差异：预测推理、基于原则的解释、表面解释和消极

解释，前两种自我解释者更为成功。表面解释的层次太低，而消极解释产生的自

我解释活动不多，学习效果不好。而且他发现学习者自我解释风格差异具有稳定

性，在学习不同的样例时自我解释活动具有一致性。至于差异产生的原因，在成

功的学习者中，已有领域知识较高的学习者更倾向于预测推理，领域知识较少的

学习者倾向于基于原则的解释。但是已有领域知识的多少并不是决定自我解释风

格的决定性因素，取得同样前测成绩的被试可能进行不同风格的自我解释。

McNamara(2004)对被试进行自我解释阅读训练发现自我解释训练对提升低领

域知识水平的被试的阅读成绩帮助更大，但他认为自我解释训练能帮助被试使用

’

逻辑、领域一般知识而不是领域特殊知识来促进对文本的理解。

总之，研究者发现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活动类型与认知结构的某些方面可能有

些关系，如己有领域知识的多寡、从材料中习得的知识水平等，但是这种关系并

不明确。

按照建构主义观点，学习者自我解释活动的差异应该源于学习者已有的认知

结构，这种认知结构包括陈述性知识(领域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包括领域内规

则和认知策略)。Chi(1989，1991)的研究表明从整体上学习者已有的领域知识

和智力水平没有影响，但是她没有研究学习者已有领域知识的结构方面的影响。

因为具有同样水平的学习者的已有知识可能在结构上具有差异，可能正是这种结

构上的差异是导致自我解释活动差异的原因，而采用一般的测量方法无法测得学

习者已有知识结构上的差别。同样，在Renkl的研究中，前测成绩水平相同的被

试可能采用预测推理或基于原则的解释两种不同的自我解释活动，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同样水平的知识具有结构上的差异。总之，自我解释是一种风格差异，还是

由其他因素决定的，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问题。

1．3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虽然自我解释研究还存在这样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但它的确存在，并十分具

有研究的价值。自我解释的重要性来自三个方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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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众多研究都证实了自我解释效应的存在。研究者在众多领域的学习中

都证实了自我解释活动的差异是导致学习效果差异的重要原因，如数学学习

(Siegler，2002：Calin·Jageman，2005 Tajika＆Nakatsu et a1．，2007)、物理知识

学习(Chi，1989，1991)、生物学知识学习(Chi，1991；Coleman et a1．，1997)、

科学文本学习(Coleman，1997)、计算机编程(Pirolli＆Recker，1994)、识图技

能(Kastens＆Liben，2007)、概率知识学习(Renkl，1997)、经济学知识(Renkl，

1998)、辩论技能学习(Renkl，2007)。这些研究分布于小学到大学生各个年龄

层的学习者，既有教材文本的学习方式也有计算机环境下的多媒体学习方式：既

有结构良好领域的学习(数学、物理等)，又有结构不良的领域的学习(识图技

能、辩论技能的学习)。多领域的研究说明自我解释是一种广泛存在的一般性的

认知学习活动。

其次，自我解释的应用研究也证实了自我解释效应。研究者发现在很多领域鑫

里诱发、提示和训练自我解释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学习(Bielaczyc＆Pirolli et a1．，

1995；Chi，1996；Coleman et a1．，1997；Atkinson，Renkl＆Merrill，2003；Aleven．

＆Koedinger2002 McNamara，2004；Kastens&Liben，2007)，通过促进学习者

的自我解释活动来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已经是一种广泛采用的方法。在实验研究中

训练和提示学习者进行自我解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供模特演示录像，如Wong童f

Lawson＆Keeves(2002)研究几何学学习时，先提供自我解释的演示，然后在学

习中呈现提示自我解释的问题，结果显示提示自我解释能够促进知识的远迁移。

McNamara(2004)通过模特的自我解释录像来训练被试的自我解释，并对自我

解释的各种成分活动进行讲解和举例，发现自我解释训练能够促进低领域知识水

平的被试的成绩，对较难的问题具有显著效应。另一种训练方法是在样例学习过

程中对具体某种自我解释活动提出要求，如要求学习者解释每一步解题所依据的

原则。这种方法的实质是提示学习者进行“基于原则的解释”这类自我解释活动。

例如，Atkinson，Renkl&Merrill(2003)发现在概率学习中，让学习者选择样例

中每一步所基于的原则能够在实验和真实教学中促进近迁移和远迁移，而且学习

时间差异不显著。Aleven＆Koedinger(2002)在几何学认知学习机的问题解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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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同样发现要求学习者解释解题步骤所基于的原则能够促进学习，而学习时间

无差异。Kastens&Liben(2007)在儿童学习地图识别技能的时候诱发学习者的

自我解释，促进了学习者的学习。

自我解释是可以训练和促进的，通过提示性的问题促使学习者自我解释能够

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而对学习者进行自我解释训练能够让学习者更为积极主

动的学习，产生长久的效应。在样例学习研究方面，研究者发现逐步消失的样例

学习比完整的样例学习更为有效，这可以用提示自我解释作用来解释。逐步消失

的样例学习即把样例示范教学过程中的解答帮助逐步隐去，以帮助学习者在最小

认知负荷的情况下习得新的知识。每次隐去一个解题步骤，即为学习者提供了一

个简单的问题情境，要求学习者运用相关知识来解答问题。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

看，单纯的呈现知识的效果最差，呈现样例展示知识应用方面的知识会比较有效，

提供不完整的样例能够更加有效。这其中的原理就是自我解释效应，即激发了学

习者内在的积极主动的建构活动。

第三，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和被更多的理论所

容纳，自我解释效应具有这样的生命力。自我解释与认知负荷理论、心理模型

(John—Laird，1983)和构建一整合模型(CI—Model)(Kintsch，1998)能够相互支

持和说明。例如，认知负荷理论(Mwangi＆Sweller，1998)把个体完成任务所

需要的认知负荷分为三类一一内在负荷(intrinsic load)、外在负荷

(extraneous load)和恰当负荷(germane load)，其中内在负荷是完成任务所

必须的负荷，外在负荷是不必要的负荷，恰当负荷是完成任务之外能够促进学习

的一种负荷。目前认知负荷理论所确认的最重要的一种恰当负荷就是自我解释所

产生的负荷。它认为自我解释活动是学习中必须的一种活动，有利于学习的发生。

在Chi提出和研究自我解释效应之后，这个领域的一个主要的研究者群体即是认

知负荷理论的支持者。

1．4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正是在自我解释研究已有的坚实的基础上，对存在的争论性的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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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基于两个方面的假设。

首先，本研究对自我解释的界定是在样例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积极的内在建构

活动。虽然自我解释是在样例学习中发现的，但是研究者在后来试图把自我解释

扩展到非样例学习中去，如说明文的学习(Chi，2000)。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自我解释离不开样例的呈现，自我解释是对某个解题过程的解释，而非对一般信

息的理解。Seilger(2002)认为自我解释是关于事物或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推

论，是关于事件如何(how)发生和为什么(why)发生的推论，也就是解释他

人的问题解决过程。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知识，样例无论是以纸质文本的

形式呈现，还是以计算机动态的方式呈现，或者是其他人演示的方式呈现，都只

’

是他人提供的一种可能的知识，而不是绝对标准的答案。学习者正是通过对他人

的思维过程进行解释而学习这样一种可能的知识。如果没有样例的呈现，学习者

学习的对象就不是他人的思维过程。同样，我们不把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活动

看作是自我解释，因为问题解决并没有提供明确的“他人”的思维过程。

其次，自我解释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活动，要研究它，必须用出声思维的方法

使其外显化。虽然Ericsson(1993)认为同时性的出声思维能够完全反映被试的

内在思维过程，而且不会对被试正在进行的思维过程造成干扰，但也有相反的证

据(Ericsson，1993)。我们接受Ericsson的观点，假定出声思维的口语报告是被

试思维过程真实、有效、无干扰的反应，并按照他的方法来训练和收集出声思维

的口语报告。

2研究设计

2．1研究领域

早期的自我解释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结构良好的领域，如物理、数学、概

率、生物学等，现在逐渐扩展到在结构不良的领域的研究。Kastens＆Liben(2007)

研究了儿童学习识图技能的自我解释效应，发现诱发儿童自我解释能够促进空间

识别能力。Renkl(2007)研究了辩论技能领域的自我解释效应。与结构不良领

域相比，结构良好的领域的知识更具客观性，一般样例所呈现的解题方法是最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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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习者往往会把这类知识作文范本来学习。而结构不良的领域，如阅读、

辩论、写作等，样例呈现的知识更具主观性，只是一种可能的知识。特别是对比

较成熟的学习者来说，如果他们已经具备此领域的一些知识，样例呈现的知识就

不一定具有权威性。因而结构不良领域的样例学习具有一些特殊性，学习者学习

样例的过程更具多样性。但是，如果自我解释是一种一般性的认知学习活动，那

么在结构不良领域也应该存在。

本研究选择写作学习作为研究领域。一方面这个领域的学习特点更接近建构

主义的学习观和知识观，样例所呈现的只是一种可能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是对

自我解释研究在结构不良领域内的继续扩展。

’选择写作学习的另一个原因是，写作能力的培养是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

个重要目标。传统上，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的四大块，写作占其一。如今，在新

的课程改革中，写作的地位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例如，高中新课程中，写作与

口语表达一起被归为表达与交流课程之下，是两大必修课程之一，对写作的内容、

思路、体裁、语言等提出了具体要求。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在150分的总分中

占到70分，将近一半的分数。因而写作能力的培养是基础教育教学和评价的重

点。但是针对写作的研究却并不多，有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写作

教学过程，却少人问津。”(周庆元，2005)

写作研究有两种取向，早期的写作能力取向，把写作看作各种能力的体现，

如构思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修改能力、创造能力等，主要研究学习者综合运用

语言文字来反映客观现实和表达思想情感的能力(冯忠良，1998；周弘，2002)。

当前的主流是写作过程取向，以认知主义信息加工模型来看待写作过程，研究写

作心理。影响最大的是弗劳尔和海耶斯提出来的写作过程的认知模型(Flower＆

Hayes，1980；吴庆麟，2001；伍新春，1998；)。

弗劳尔和海耶斯的认知模型把写作心理分为三个成分一一任务环境(task

environment)、长时记忆和工作记忆。其中工作记忆在写作中将发生三个过程：

计划、述写和复查。计划是写作前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建立目标、生成和组织

三个部分。生成是指形成文章的观点和内容，组织是指对文章的组织布局。写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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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体现在包括生成和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差异上。

我们选择写作立意学习作为研究领域，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无论是

写作研究早期的能力取向还是目前的过程取向，都强调写作中的立意(生成观点)

的重要性。冯忠良(1998)、伍新春(2001a，2001b)对写作能力的研究也发现

通过写作构思的训练能够有效的提高学习者的写作能力。戴建林等(2001)对构

思时间与写作成绩的研究表明构思时间分配是影响写作成绩的重要因素，通过构

思环节的自我调控学习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写作成绩。其次，在高考语文作文评分

标准中，立意是重要的内容之一。高考作文评卷标准要求评分时从立意、内容、

语言、文体这些方面来考虑。目前高考作文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加注重作文的立意

和思想内容，不再强调语言的华丽。古语说“千古文章意为高”，写作的根本目

的仍是表达和交流观点。

影响观点生成的因素研究方面，研究者发现发展、陈述性知识的作用。Carey

＆Flower et al的研究发现：计划是预测文章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写作新手不

能很好的计划源于他们缺乏相关知识和策略上的控制。(吴庆麟，2000)

总之，写作很重要，就在于它是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方式，写作教学的终极

目标也离不开培养学习者恰当表达自己的能力。对写作的研究目前不多，我们继

续过程取向的研究，采用自我解释研究的方法，试图弄明白学习者写作能力差异

的原因。

2．2研究问题

由于自我解释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矛盾的证据，对于自我解释差异的原因

的解释也是模糊的，而且要证明自我解释是一种一般性的认知学习活动，需要在

结构不良领域继续深入分析，我们进行了这个研究。Renkl和Chi的研究的自我

解释的编码差异主要源于他们呈现学习材料的方式不一样，首先，我们通过实验

来研究样例呈现方式对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活动的影响。其次，我们选择写

作立意技能的学习作为研究领域，来看自我解释效应是否存在于写作立意这样结

构不良的领域。第三，我们将研究自我解释与监控之间的关系，自我解释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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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对揭示自我解释的机制有重要影响。最后，我们将在建构主义学习观

下探索学习者已有知识对样例学习的影响。具体而言，有6个研究问题：

1样例呈现方式是否影响学习者的学习?

2样例呈现方式是否影响学习者自我解释活动?

3在写作立意学习时，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活动是否影响学习成绩?

4自我解释效应是否能够排除时间因素?

S自我解释是否监控有关系?

6学习者的已有知识是否对写作立意样例学习产生影响?

2．3被试与实验材料

被试：从某高中高三年段两个文科班84名学生中随机选取10名被试，男生

3名，女生7名，随机分为两组，参加自我解释实验。每组被试5名。条件一2

名男生，3名女生：条件二1名男生，4名女生。以被试实验前期中考试作文成

绩衡量其作文水平，t检验显示组间差异不显著。

实验材料：实验材料包括出声思维训练材料和学习材料。被试学习的材料为

研究者与任课教师根据高考作文训练材料共同编写的，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理论学习，理论学习材料之前有4个问题测量被试立意方面的知

识，学习材料之后有6个材料所讲解的立意方法的问题；理论材料共2000字，

分六个页面呈现，原理、方法等重点内容用黑体字标示。理论材料主要介绍审题

立意的四个标准——准确、集中、深刻、新颖，新材料作文的特点——灵活性，

以及立意的三步法——鉴别角色、提炼观点、选择立意。

第二部分的学习是样例学习，包含3个相关的样例和详细解答，共1800字。

每个例题包含作文材料和三步解答问题与答案，在同一屏幕呈现。样例材料有两

种呈现方式——全部同时呈现和分步呈现，分步呈现的情况下，每个例题分6步

呈现：材料、问题一、答案、问题二、答案、问题三。材料呈现即给被试一个隐

性的问题情境，即没有明确要求被试回答问题，但由于是采用高考作文形式，对

被试来说是一个问题情境。问题一和问题二是明确的问题情境，问题之后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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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只呈现问题，没有答案。

第三部分是测验，首先要求被试回答第一部分之后的6个问题(陈述性知识

记忆测验)，以及一篇作文的立意问题(问题解决测验)。问题解决测验是一篇与

样例一样的材料作文题目，包含三个问题，要求被试在纸上写出材料可以立意的

角色、可能的立意以及选择一个立意进行构思。另外有一道类似的材料作文题目

需要被试在作文课堂上完成(延时写作测验)。

学习材料均由计算机呈现，并由录屏程序记录被试的学习过程和出声思维的

口语报告。

2．4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实验组对照组设计，自变量是样例材料呈现方式，分为两种水平一

一样例材料同时呈现(同时组)和分步呈现(分步组)。因变量有三种：学习时

间(包括理论材料学习时间和样例材料学习时间)，后测成绩(包括记忆测验成

绩、即时问题解决测验成绩和延时问题解决测验成绩)和自我解释数(包含7个

类别的口语报告编码类别——基于原则的解释、预测推理、问题情境的精致、监

控、自我提问、已有内容知识、已有方法知识)。实验过程中注意控制每名被试

的学习环境的一致性。被试都是单独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中实验者在旁边提供必

要的提示(当被试长时间沉默时提醒出声思维)和监督(理论材料的基本问题是

否回答正确)，尽量不干涉被试的学习过程，并保持在不同被试的实验过程中的

一致性。

2．s实验程序

首先给被试讲解概念图知识和画法，在一周以后要求被试画出议论文写作知

识的概念。这部分的任务在正式实验半个月之前完成。

正式实验的时候，先对被试进行出声思维训练，由实验者演示出声思维，然

后由被试进行练习，在练习的过程由实验者对其方法进行指导和纠正，在被试掌

握了方法之后进行材料学习。首先要求被试回答4个立意方面的问题，然后学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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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样例学习材料分步呈现方式举例

第一步呈现 例1、(2006年全国高考试题)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

字的文章。

一只老鹰从鹫峰顶上俯冲下来，将一只小羊抓走了。

一只乌鸦看见了，非常羡慕，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本领该多好啊!

于是乌鸦模仿老鹰的俯冲姿势拼命练习。

一天，乌鸦觉得自己练得很棒了，便哇哇地从树上猛冲下来，扑到一只

山羊的背上，想抓住山羊往上飞，可是它的身子太轻，爪子又被羊毛缠住，

无论怎样拍打翅膀也飞不起来。结果被牧羊人抓住了。

． 牧羊人的孩子见了，问这是一只什么鸟，牧羊人说i“这是一只忘记自

己叫什么的鸟。”孩子摸着乌鸦的羽毛说：“它也很可爱啊!”

第二步呈现 第一步，分析这则材料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立意昵?

第三步呈现 除了整体材料立意外，乌鸦、牧羊人、孩子的角度都可以，老鹰在材料中只

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不能从老鹰的角度来立意，否则可能会偏题。

第四步呈现 第二步，分析每个角度可以提炼出那些观点呢?

第五步呈现 乌鸦羡慕老鹰、模仿抓小羊，结果被人抓住了，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可以

提炼出的观点是：1、做事要量力而行，考虑自身的条件：2、知人难、知己

更难；3、摆正自己的位置：4、人贵有自知之明；5、盲目模仿与科学定位。

乌鸦虽然失败了，但是也有可取之处，关键句是“要是我也有这样的本领该

多好啊”，“拼命练习”，从积极的角度来提炼观点就是：6、要敢于尝试新鲜

事物，拼命追求理想；7、勇于向强者学习⋯⋯

牧羊人认为乌鸦是一只不知道自己叫什么的鸟(关键句)，否定了乌鸦盲目

模仿的行为，从中可以提炼出的观点是：1、人贵有自知之明⋯⋯

小男孩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乌鸦很可爱(关键句)，可以提炼出的观点是：1、

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要人云亦云；2、多用欣赏的眼光看人⋯⋯

从材料整体来看，乌鸦学习老鹰被抓，牧羊人和孩子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价，

可以立意为：1、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第六步呈现 第三步，你会选择哪个角度来立意呢，怎么写你的作文?(本例题完)

14



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 写作立意学习中的自我解释效应

理论材料，学习完之后需要回答6个问题，必须达到完全正确，回答问题时可以

重新学习材料，如果被试重新学习之后仍然不能正确回答，由实验者告知答案并

确保其理解，然后进入下一部分的学习。样例学习时要求被试同时出声思维，两

组的学习材料相同，但是呈现方式不同。条件一的样例学习材料分步呈现(见表

1)，条件二的样例学习材料全部同时呈现，均由被试自己控制材料的呈现。问题

解决阶段要求被试不能看己学材料进行回答。6个理论性问题由被试口头回答，

立意问题写在纸上。

整个实验过程通过录屏软件记录，用于分析被试的学习时间和自我解释内

容。正式实验半个月之后在作文课堂上完成一篇作文，由三位教师评分，作为延

时写作测验的成绩。
’

2．6评分程序

事后测验包括记忆测验、问题解决测验和延时写作测验，记忆测验根据学习

者回答出来的知识点评分，答对一点给一分。

即时问题解决测验又分两部分，第一、二题评分：作文立意题目根据被试立

意数目的多少评分，每一个立意给1分，答错一个立意角度，即从错误的角度来

立意扣1分。第三题的评分与延时写作评分程序一样，最后把这部分分数转化为

总分为s分的分数。三题的总分作为即时问题解决测验的分数。

延时写作测验评分：所有被试的作文由两位语文教师从作文的立意方面进行

独立评分。其中有一位高级教师，一位中级教师，两位教师均有多年高三语文教

学经验和多次高考作文改卷经验。教师在评分的时候，只是针对文章立意进行评

分，主要参考立意的四个标准——准确、集中、新颖、深刻。因为高考作文改卷

只是针对立意方面打一个整体分数，为了确保评分的真实性，只对文章的立意评

一个整体分数，总分为70分。(评分者一致性检查表明，两位评分者一致性系数

达到0．868。)



2．7．2口语报告的编码

对录屏文件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分析：学习时间和出声思维内容。通过记录

学习每部分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来计算学习者的学习时间，通过对口语报告的内容

进行转录、分割和编码来分析自我解释的内容和过程。

口语报告的转录：由实验者对每份记录逐字逐句的转录成文字。

口语报告的分割和编码：根据renkl的研究，口语报告的分割和编码分开进

行并不利于研究的客观性，因为被试的口语报告的块的差别可能很大，例如表示

理解的块大多只有一个词(哦，ok，对的)，而基于原则的解释可能包含很长的

语句。因此本研究也把口语报告的分割和编码同时进行。分割和编码的主要依据

是口语报告的自然间隔和意义单元。根据下面的编码格式划进行编码。

结合renkl和chi的研究，本研究主要把口语报告编码为基于原则的解释、预

测推理、问题情境的精致、监控、自我提问、已有内容知识、已有方法知识。

1基于原则的解释。统计被试引用立意原则的次数，这类主要涉及立意的四

个原则，如“然后但是有的人会写比较中立些，既要追求理想，又要结合实际，

但是这样写的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立意很不清晰，”。

2预测推理。如果被试没有看样例解决方案，自己计算了概率，就编码一次。

这个编码与Renkl(1997)的编码一致，本研究采用了分步呈现方式，被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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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自己计算然后与结果核对而不是直接看结果。

3问题情境精致。即被试从问题的已知条件中推理关于问题情境的信息，主

要是被试归纳材料的主旨、梳理材料和提炼观点，如“这个题目他讲的是乌鸦做

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东西’’。与Renkl(1997)的“问题情境编码”和chi的“重新

精致或扩展行为的条件"一致。本编码类型并不必然指向具体的行为或算子，而

是构建情境模型(Kintsch，1986)，即原始情境的心理模型和问题陈述导致变化

后的心理模型。

4监控。包括消极监控(表示不理解的陈述，如“‘做事情要讲究方法不能

盲从’这个我晓得，‘看清事物的本质’我不晓得，”)和积极监控(被试理解解

题步骤的陈述，如“哦”)。监控被认为是一种元认知(Renld，2007)。

5自我提问。学习者在学习样例时对自己提问一次则计算一次，不包含对实

验者的提问。包括对理解材料和样例的提问(如“哪个观点比较适合自己写呢?”、

“‘看清事物的本质’是怎么看出来的?”)和提取信息的提问(如“用哪些例子

可以证明呢?”)。

6已有内容知识。内容知识主要是学习者已有的素材资源，即例子。学习者

在出声思维时引用一次具体事例则计算一次，例如“我想起一句话，我只贴着地

面行走，不在天上飞翔。”但是仅仅说“我有事例”而没有陈述例子的内容则不

算。

7已有方法知识。方法知识是指学习者关于写作的知识。已有方法知识从两

个方面来统计，一是学习提及的具体的写作方法有哪些，提及一种计算一次，归

类为已有方法类。如“还有就是争取时间的话，我会把文章写得更优美一点。”

这句报告中就包含了两个写作方法的因素一一时间和语言。二是学习者提及的方

法的次数，归类为已有方法数，在出声思维时提及一个材料中没有的写作因素计

算一次。

本研究的编码格式与renkl和chi的编码基本一致，前四种编码与他们的编码

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本研究加上了后两种编码，略去了“目标一算子结合”编码。

根据理论分析和预研究的分析，在写作这种宽领域的学习中，条条大路通罗马，

17



和12．6，。问题解决测验分步组与同时组成绩差异显著(p=O．029)，分步组成绩

(12．0)显著高于同时组成绩(9．4)；写作测验分步组与同时组成绩差异显著

(p=0．018)，分步组成绩(58．9)高于同时组成绩(51．3)。

表2分步呈现组与同时呈现组后测成绩

·是4名被试的成绩，有一名被试未参加课堂写作测验

分步呈现的学习者即时问题解决测验成绩和延时写作测验成绩均显著高于

同时呈现学习者，但陈述性知识测验成绩差异不显著(表2)。由于陈述性知识

测验是对理论材料学习之后的问题的重复测验，而且这些问题在试验过程中是要

求被试完全正确回答的，因而后测成绩没有差异。总分13分，大部分被试可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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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正确回答，最少的也能得11分，说明被试都记住了这些基本知识。即时立

意测验和延时写作测验要求被试运用知识来解答一道题目，都属于问题解决测

验，考察的是知识的运用。分步组都要显著好于同时组，说明样例呈现方式影响

学习者知识的学习。学习的目的即是培养学习者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样例呈现

方式对学习者的学习有显著的影响。两种呈现方式都包含了问题和答案，区别是

答案是否立即呈现。分步呈现样例，由于答案没有立即呈现，实质上是提供给学

习者更多的问题情境。虽然同时呈现方式中也包含了问题情境，但是由于这些问

题紧跟着答案，对学习者产生的情境压力较小。Renkl(2007)在研究辩论技能

学习时区分了两种自我解释提示问题，一种是针对学习领域的提示问题，另一种

是关于样例的提示问题，前一种问题是对学习内容的提问，后一种是对样例行为

的提问。结果发现针对学习领域的提示自我解释能够促进学习，而针对样例的提

示问题没有显著的促进学习。本研究中改变的呈现方式是就学习内容的提示问

题，同样促进了学习者的学习。在目前多媒体教学手段得以普及的情况，使得问

题与答案分步呈现能够很方便的进行，这是促进学习者学习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至于问题与答案分步呈现为什么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

论。

3．2样例呈现方式是否影响学习者自我解释活动

如前所述，自我解释效应有两种研究思路，两种研究对自我解释的编码有所

不同，根源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呈现材料的方式不同。一种是以chi为代表的

研究，她把材料一次性的呈现给学习者，收集学习者的出声思维口语报告，然后

根据学习者在问题解决测验中的成绩水平把学习者分为好的问题解决者和差的

问题解决者，分析两者之间的口语报告的区别。第二种是以renkl为代表的研究，

他采用实验的方法，把材料分步呈现给学习者，收集学习者的出声思维口语报告，

根据口语报告编码的特点来分类学习者，然后研究他们问题解决测验成绩的差

异。材料呈现方式的不同——同时呈现和分步呈现，导致在口语报告的编码中有

些差别。Renkl的研究分出了预测推理编码，这是在chi的研究中没有的。Ren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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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采取了分步呈现材料的方式导致的。但是他没有就这个问题

进行研究，而且分布呈现材料是否仅仅改变这一个编码分类也是一个疑问。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样例呈现方式会影响学习的自我解释，特别是预测推理

和问题情境的精致，而对给予原则的解释没有显著影响。

对两组的出声思维报告进行u检验，结果表明：自我解释数目(包括基于原

则的解释、预测推理和问题情境精致)差异显著(p=O．008)，分步组平均产生35．4

个解释，而同时组平均产生16．2个解释；分步呈现组的自我提问、监控以及已

有内容知识数量虽然高于同时呈现组，但是差异不显著；分步呈现组的己有方

法类别和数量低于同时呈现组，但是差异也不显著。自我解释的具体类别中，预

’测推理和问题情境精致存在显著差异(p=O．008，p=O．008)，分步呈现组的预测推

理和问题情境精致高于同时呈现组。而基于原则的解释两组差异不显著

(p=O．310)。

表3两组口语报告分析表

实验材料共有3个例题，每个例题有3次机会让学习者独立进行推理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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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题目呈现之后一次完整的预测和解答过程的两次分步预测，其中第一次完整的

预测比较隐蔽(没有具体的问题呈现)，后两次分步预测都有明确的问题呈现，

总共有9次预测推理的机会。分步呈现组的被试平均有5．6次预测推理，而同时

呈现组只有0．6次预测推理(表3)。可见分步呈现方式能够促使学习者在看问题

解答之前更多的进行独立思考和预测运算。同样，我们需要看到，分步呈现组并

不是在每次问题呈现的时候都会进行预测推理，在5名被试中，1名被试进行了

全部9次独立运算，后测成绩高(13分)。2名被试只进行了3次和4次独立运

算，他们基本上只是在看解答之前对整个解题的过程进行了一次完整的独立运

算，而在解答的具体分步中没有进行独立运算，后测成绩也是最高的(即时测验

13分。另外2名被试进行了6次独立运算，他们都是没有进行第一次完整的预

测，只是对分步问题进行了独立的预算，而他们的后测成绩属于中等(10和11

分)。能够进行完整预测的被试，他们调动已有知识和理论材料里的知识的机会

更多，因而学习效果更好。而仅仅对分步问题进行独立运算的被试，可能因为他

们过于陷于具体而没有形成体系，导致学习效果不是很好。在同时呈现组只有2

名被试分别进行1、2次预测推理，后测成绩为8分(最低分)和10分。虽然预

测推理与后测成绩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独立进行预测推理，特别是

完整的推理能够综合运用知识，学习效果会好一些。而且预测之后对照样例解答

步骤，可以对自己的思维提供反馈信息。

呈现方式导致的另一个自我解释的不同是问题情境精致。在自我解释编码

中，问题情境精致的编码数目占据了很大比例。问题情境精致是从问题的已知条

件中推理关于问题情境的信息，主要包括鉴别材料可以立意的角度、梳理和重新

表征材料、从材料中提取观点，是审题立意的主要认知活动。样例解题方法把构

思一个好的立意分解为三步一一鉴别角度、提炼观点和选择立意，能够全面思考

各种立意，权衡之后选择一个好的立意。但是学习者在立意的时候往往会根据直

觉选择立意，没有思考各种立意的好坏，这方面的认知活动就会较少。因而问题

情境精致行为的多少可以反映被试学习新方法方面的情况。如果精致行为较少，

说明被试仍然是按照自己已有的直觉方法来立意的；如果精致行为较多，说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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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解题时受到新方法的影响较大。分步组平均有27个问题情境精致，而同时

组只有12．2个，差异显著。这个结果表明，当材料以分步的方式呈现时，给学

习者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情境，而学习者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必然会产生更多

的关于问题情境的信息和内部认知操作。在认知操作中，习得的知识有更多的机

会得到加工和运用，因而学习效果更好。

基于原则的解释的组间差异并不显著，个体差异较大。在立意学习材料中，

基于原则的解释主要是立意的四个标准。被试基于这些原则的解释并不多，最多

的有13次，而有4名被试没有这个方面的自我解释，同时组(3．4)甚至高于分

步组(2．8)。通常高三写作课都是两节课连堂，约80分钟的时间。写作需要学

习者调动大量的认知资源，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完成，需要学习者付出很多的心理

努力。当面临写作任务时，写作的首要任务是写出一篇文章出来，其次才是写一

篇好文章。本实验的任务是被试在学习中会遇到的典型任务，因而被试在构思文

章的时候，首要考虑的是怎样完成一篇作文，而不是文章立意的好坏。这给我们

的一个启示是，训练学习者的写作能力的时候，分步训练比每次要求学习者完成

一篇完整的作文更有利于减轻学习者的心理负担，从而能够从容的完成学习任

务，而不是被完整写作所需的大量心理努力所吓倒。

总之，在实验中改变样例呈现方式不仅改变了被试预测推理的行为，也改变

了被试问题情境精致的行为。提示自我解释能够促进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活动。

3．3在写作立意学习时，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活动是否影响学

习成绩

既然改变样例的呈现方式能够影响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我们可以把本实验操

纵样例呈现方式看作是对被试自我解释活动的操纵，即可以分析提示自我解释是

否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按照自我解释效应，学习者在学习样例时产生的自我

解释活动越多，则学习效果越好。在本实验中，分步呈现比同时呈现材料能够提

示学习者更多的自我解释活动，后测显示自我解释活动更多的被试问题解决测验

成绩更好，证明了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活动影响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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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自我解释与后测成绩的Spearman相关系数

基于原则解

自我解释 释预测推理情境精致

·．在置信度(双测)为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自我解释与即时问题解决测验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为o．691(p=O．027)，显著 净·r

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我解释效应在写作立意学习中也是存在的。也

就是说自我解释活动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学习，特别是预测推理和问题情境精致是 又

导致问题解决测验成绩差异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到，本研究中自我解释与问题解

决测验之间的相关主要是由于预测推理和问题情境精致两个方面的贡献，基于原

则的解释与问题解决测验没有显著相关(表4)。这可能是因为立意标准属于高 强1

层次的写作方面，学习者对立意的标准本来就没有深刻的理解，他们在写作时也

较少从立意的角度来考虑，平时训练主要在于文章的结构，涉及到立意方面的主

要是准确和集中标准，即不能偏题，不能有多个论点。深刻和新颖标准虽有提及，

但较少有专门的训练。而在写作评分时，准确和集中属于较低的标准，只要不偏

题和东扯西拉，文章分数一般都在42分以上，此时判分标准是深刻和新颖。延

时测验的成绩均在45分以上，因此主要判分标准是深刻和新颖。文章的深刻性

和新颖性主要受到学习者的思想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提高。而且如

果学习者刚刚试图整合这两个标准在自己的写作中，出现对写作成绩的负面作用

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在前测回答问题“判断写作立意好坏的标准有哪些”时，

6人只提到了准确，集中、深刻、新颖都只有两人提到。在回答“你写作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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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这个问题时，被试普遍采用保守的策略，选择的是自己有把握的或者最熟

悉的那个立意，而不会冒险求新。说明学习者在写作构思的过程中较少考虑到深

刻、新颖等高层次的立意标准，而且即使学习者知道这些标准，为了稳妥起见也

不会刻意追求新颖和深刻。因为追求新颖有偏题的危险，而深刻取决于学习者的

思想深度，在学习者主要训练考场作文的背景下，很难在60分钟内挖掘很有深

度的思想。

基于原则的解释与延时问题解决测验的相关达到．0．607(p=0．083)，这也说明

了立意标准的学习的难度，特别是立意的新颖性与准确性之间的把握。如果学习

者过于追求新颖性，可能导致立意脱离了材料，有失准确性。在实验中两名被试

基于原则的解释数较多(分别为6和7个)，内容都是关于新颖标准的，在即时

和延时问题解决测验中的成绩都属于较低的。在实验前回答“你在写作时如何立

意”这个问题时，两位被试都只说到了准确标准，可见立意中新颖标准很难掌握，

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犯错误。

但是，基于原则的解释与后测成绩不相关这并不意味着被试取得较好的后测

成绩就不是因为更好的习得了立意的标准。本实验采用的材料所用的立意方法是

基于立意的四个标准的，被试进行更多的预测推理和问题情境精致行为，就更有

可能习得立意的标准。在结构不良领域，解题步骤更具灵活性，步骤与原则之间

的对应关系不像结构良好领域那样严谨和明确。一个原则可能体现在多个解题步

骤中，一个步骤也可能包含了多个原则。所以习得原则是在整体的水平上，基于

原则的解释也会比较少。

延时问题解决测验成绩与自我解释的相关未达到显著水平(r=O．469，

p=O．203)，这可能是由于写作学习需要长期的努力，单单一次学习虽然能够对学

习成绩有所改善，但还是不够的。

关于自我解释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学习的机制，Kastens&Liben(2007)把所

有的理论解释归纳为两类——纠正和修复错误的认知结构和构建新的认知结构。

前者如Chi(2000)认为自我解释主要是修复心理模型。她认为自我解释是心理

模型的修补过程，学习者已有的心理模型可能是不完整的，包含错误的，在学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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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的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对比样例呈现的模型和自己已有的模型，能够发现自

己的心理模型的缺陷，了解更多的条件性知识，从而完善心理模型。后者如

Vanlehn(1992)认为自我解释效应主要体现在学习者能够注意到更多的样例解

题步骤字里行间所蕴含但没有明示的知识，好的学习者在学习样例的时候不是更

注重单个原则的运用，而且更加注意到多个原则之间的联系，即产生了新的联结。

Kintsch(1994，1998)认为文本不可能呈现所有的命题，学习者要理解文本，就

要根据文本构建情景模型，而自我解释可以填补文本的空缺。分析被试的口语报

告，在写作学习时，学习者主要的自我解释是构建新的情景模型。学习者在解决

问题的时候首先构建问题空间，解决问题是在问题空间中找到从起始状态到目标

状态的最佳路径。在问题空间中的搜索不仅能够发现已有心理模型韵缺陷，而且

能够加强正确心理操作的强度。预测推理和问题情境精致都属于在具体问题空间

内的操作，明显的促进了学习者的学习。由于实验对诱发被试基于原则的解释并

不成功，所以基于原则的解释是否促进学习还不明确。在元认知监控层面上的口

语报告显示自我解释活动也会修复已有的认知结构，如一名被试报告“这讲到体

制上去啦，看来通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还要提高。”

研究者认为自我解释都体现了学习者对知识的深层次的加工。模型修补和构

建新的联结或模型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按照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学习者需在已

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整合、理解文本知识，构建自己的新知识，才能获得有用的

知识。本研究中的被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写作能力，他们已有的写作方法无对错

之分，只有好坏之分，因而在学习过程中自我解释较少体现出纠正错误知识的特

点，更多的是构建情景模型。

3．4自我解释效应是否能够排除时间因素

目前关于自我解释效应中的时间因素的研究结论是矛盾的，在Chi(1989)

的研究中，成功的学习者学习样例的时间更多，不能排除时间累积效应。Renkl

(1997)的实验控制了学习时间因素，发现了自我解释效应仍然存在，但是成功

的学习者花在每个样例的时间更多，而不成功的学习者在同样的时间内学习了更

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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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样例。Renkl据此认为那些学习更多样例的学习者是表面自我解释者。

本研究中，对两组的学习时间进行t检验，两组的样例学习时间差异不显著

(p=o．980)，分步组学习时间为1050．4秒，同步组的学习时间为1057．2秒。

表5两组学习时间

学习时间是由学习者自己控制的，对时间因素进行分析，有两个发现(表5)。

首先，两种条件下学习者的自我解释和问题解决测验成绩有差异，但是样例学习

时间和总学习时间都没有差异。其次，在控制了呈现方式之后，学习时间与问题

解决测验成绩之间无显著相关。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自我解释效应不是由于学习

者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而导致的，即排除了时间因素。本研究的结果与Renkl

(1997)、Atkinson，Renkl＆Merrill(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自我解释效应

的一般性。

在自我解释效应中排除时间因素不仅说明了自我解释对学习的重要，更从一

般意义上说明学习中讲究方法的重要性和不同学习效率的存在。花费同样的时间

用于学习，但是由于教学安排和具体从事学习活动有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学习效

果。通过促进学习者的某些认知活动，可以提升学习效率。

3．s自我解释是否与监控有关系

Chi(1989)认为监控是自我解释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正是由于学习者监控

到自己的不理解，产生了认知冲突，进而产生自我解释活动，促进了学习。而

Renkl(1997)的研究发现，监控与学习结果没有显著的关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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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显示，学习者的监控与自我提问显著相关(r=O．927，p=O．000)。监

控属于元认知层次，主要是对材料是否理解的监控以及对自己已有写作方法的反

思。自我提问主要包括具体问题的提问和不能理解样例时的疑问。也就是说，当

学习者不能直接提取信息或产生了认知冲突的时候会产生自我提问。分析被试的

口语报告，当学习者对样例不理解的时候，会自我提问，此时自我提问与监控是

一致的。但是当学习对样例表示理解的时候，监控的口语报告很简单，往往是

“哦”、“嗯”等词，此时也不会有自我提问。有时候自我提问是对思维过程的反

映，比如被试说“这个跟我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此时没有监控的发生。有时

候监控是元认知的加工，也不一定有自我提问，比如一名被试说“我发现我写的

文章都是拿人来写，拿例子来写，挺不好的，这个影射这个揭示了一些社会现象。”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监控和自我提问对问题解决测验没有显著效应，虽然分

步组的监控(平均8．6个)和自我提问(平均4．4个)都高于同时组(分别为平’jo

均3．8个和2．0个)，但是差异不显著。而且监控与自我解释的相关系数为0．457

(p=O．184)，监控与自我解释的成分活动——基于原则的解释、预测推理和问题。

情境精致——之间都无显著相关。本研究支持renkl(1997)的结论，即监控并

不是自我解释的先决条件。

如果说自我解释是由认知冲突激发的，那么监控与自我解释之间应有相关。秘．

当学习者监控到认知冲突的发生，产生了解释的需要，才会产生自我解释活动。

但本研究与Renkl(1997)的研究都没有发现监控与自我解释之间的相关。分析

被试的口语报告，也没有发现监控与自我解释之间的一致性。被试的预测推理行

为往往是由具体问题激发的，此时被试没有报告出元认知层面上的监控。而当被

试对照自己的解答和样例解答之时，如果理解了样例，仅仅报告出“哦”、“嗯”、

“原来是这样”等表示理解的监控，没有进一步的自我解释，似乎被试简单的接

受了样例的答案。如果被试不理解样例，会产生更多的自我提问，比如“怎么会

这样呢”、“这我就不懂了”、“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写了”，但此时的思维活动也

没有具体的自我解释活动。在一种情况下监控与自我解释会相续出现，比如一位

被试在看问题解答的时候报告“这讲到体制上去了啊”(监控)，“看来通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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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本质的能力还要提高，那种立意好的应该是材料看了一遍就能看到本质的本

领，但是我可能要看一个上午吧，”(基于原则的解释)。

本研究发现学习者的学习往往以具体问题为引导，虽然元认知层面上的监控

和解释也会发生，但是出现的频率较少。而且元认知层面的加工进行的很简单，

能够理解的话就简单的接受，不能理解的话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这也是为什

么监控和自我解释活动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的原因之一。

表6自我解释与监控、已有知识之间的相关

·所有显著性为双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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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学习者的已有知识是否对写作立意样例学习产生影响

在被试的出声思维报告中，基于原则的解释、监控、自我提问记忆己有的内

容知识和方法知识没有发现显著差异。对这些因素以呈现方式为控制变量求偏相

关。结果表明：已有方法种类和数量显著相关(r=O．927，p=O．000)，基于原则的

解释与已有方法种类和数量显著相关(r=O．753，p=O．019；r=O．781，p=O．013)，

而已有的内容知识与其他因素均不显著相关(表6)。

3．6．1已有内容知识与自我解释的关系

已有的内容知识即学习者所拥有的写作事例和资源，主要是能够支持学习者

立意的例子。10名被试平均产生3．3个例子，最多的7个，最少的一个也没有提

及。按照一般的理解，学习者拥有更多的写作资源的话，更容易写出好的文章。

本研究没有证实这种想法，内容知识与写作立意测验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89

(p=O．073)，没能在o．05水平达到显著。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本研

究的被试较少，导致相关系数不显著。其次，本研究测量的是被试在样例学习阶

段的写作资源多少，而不是在问题解决阶段的写作资源，虽然前者对后者可能有

一定的预测能力，但是毕竟不是直接测量。

内容知识与学习者自我解释的数目没有相关(r=O．391，p=O．263)，说明被试

在具体支持文章观点的例子上并没有花费很多的认知资源。因为本研究选择的高

三年级的被试，相对丰富的写作经验使得他们在举例上没有多少困难，在样例学

习中也不是他们的重点。

虽然内容知识与学习者的自我解释在量上没有显著相关，但分析口语报告的

内容可以发现，是否有相关的例子是被试决定选择哪个立意的重要影响因素。被

试在选择立意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这个立意自己是否熟悉，是否有相关的例子

可以证明。但被试可能想到了有例子而没有报告出具体的例子，如被试常常会说

“这个立意比较适合自己写”、“我对这个有例子，可以例证它，对这个题目比较

熟悉”。也就是说被试在学习时没有在具体例子上花费很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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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已有写作方法知识与自我解释的关系

学习者已有的写作知识，是学习者在构思一篇文章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学

习者参考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和参考的方法的次数之间有关系，但是属于不同的问

题，因此本研究对两个方面均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有显著相关

(r=O．927，p=O．000)。已有写作方法种类和次数之间的相关说明学习者拥有越多

的写作方法方面的知识，在学习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会更多的参考这些方面。．

学习者在立意时所考虑主要因素最多的有8种，最少的没有提及任何一种(有

两位被试)，平均3．5种，参考次数最多的16次，最少的两名被试没有参考，平

均6．2次。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被试在构思文章的时候主要考虑是文章的文体、

结构(包括开篇、结尾)、例证、语言，这反映了当前作文教学所强调的重点。

由于是高三年级的被试，教师在教学中主要是以应试方法为主，所以文章的结构

是重点。特别是由于高考改卷的特点，学生十分注重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这体现

在他们构思作文的时候花费很多认知资源在开头和结尾怎么写上面。在8名提及

已有方法的被试中，7名被试提及了文章的结构。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例证”这

种写作方法上。也就是说，虽然被试在学习过程中提及的具体例子并不多，但是

采用例子来证明论点以及是否有例子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是他们考虑的最多的

因素之一。

另外，被试参考的写作方法也有个性的特点，比如一名被试十分注重写作时

间的安排，在学习过程中提及时间因素7次之多。另一名被试主要把精力用于结

构的安排，在三个例题学习中都是采用“写作三步曲”来构思文章。还有一名被

试对例证情有独钟，花费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来想例子。这些个性化的写作构思

特点都是学习者在其学习中积累总结而体现出来的。

已有的写作方法知识与基于原则的解释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O．753，

p=O．019)，这说明被试在方法知识层面整合和理解立意标准的倾向。主要原因是

如果被试具有更多的写作方法知识，那么他更有可能在方法层面上学习立意标

准。当被试在采用已有方法构思文章的时候，有更多的可能思考文章的立意是否

准确、集中、新颖以及深刻。两名没有具体构思文章的被试(2号和9号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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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思考立意标准。3号被试两次提及她已有的写作方法，但是都是与样例呈

现方法相抵触的，比如她说“我之前看到这个就会想啊想啊，就会想到一个观点，

该写了，现在这么多就不知道该写哪一个。”‘这怎么都是议论文的，事实上我比

较喜欢写记叙文。”在她的样例学习过程中也未提及立意标准。

已有写作方法知识与自我解释活动之间的关系还来自概念图方面的证据。由

于概念图任务只是呈现一个核心概念——议论文写作，没有指定具体的概念，分

析概念图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看被试在核心概念下纳入了哪些具体概念，以及如

何组织这些概念。对概念图采用Novak和Gowin提出的标准进行评分，概念图

得分与基于原则的解释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87(p=O．157)，未达到显著水平。

‘

但是通过质性分析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

图1三名被试(1、7、10号被试)所画的概念图

首先，概念图反映学习者注重议论文写作的结构(开篇、中间、结尾)和三

要素(论点、论据、论证方法)，这在学习者出声思维报告中也体现出来了，具

有一致性(图1)。有8名被试在概念图突出了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在口语报告

中有7名被试提及文章的结构，其中有4名被试着重强调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怎么

写。在论证方法中，口语报告显示被试注重例证，这也在概念图中得到体现，9

名被试在概念图中突出了例证。

其次，在口语报告中没有提及立意标准的4名被试中，有3名被试按照议论

文的写作顺序来安排概念图。而出声思维报告最多基于原则的解释的被试所画的

概念图包含了立意这一基本元素，并且把立意作为议论文写作的概念图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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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部分。

虽然本研究采用的被试的写作前测成绩没有差异，但显然写作测验并不能完

全反应学习者之间的已有知识结构的差异。而知识结构的差异对学习者的样例学

习过程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学习成绩。Chi(1991)认为虽然学习者的领域知

识水平和一般智力水平不是影响自我解释的因素，但自我解释的内容的来源包括

已有认知结构、新知识、样例材料。本研究证实，不仅已有的认知结构是学习者

自我解释内容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会影响自我解释活动。已有认知结构会影响

学习者基于原则的解释的行为和问题情境精致的行为。学习者在面临着问题情境

时，会参考和引用他所具有的方法知识。当样例呈现的方法与已有方法产生冲突

的时候，被试可能会产生元认知水平上的整合，也可能无法整合两种方法。前一

种情况下产生好的学习，后一种情况下学习者更倾向于已有的方法，学习效果较

差。在本研究中，虽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被试引用已有方法越多，问题解决

测验的分数则越低，引用方法知识类与即时问题解决测验成绩的相关系数为

-0．483(p=O．157)。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交给被试一种新的立意方法，提

升他们写作立意的水平。在学习过程中有被试也反应出了对这种立意方法的不适

应。比如一名被试说“我之前看到这个就会想啊想啊，就会想到一个观点，该写

了，现在这么多就不知道该写哪一个。”如果被试不能理解样例方法，则会更多

的参考已有的方法来构思文章，无法学习新方法。

4结论

1样例呈现方式影响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活动进而影响学习效果。分步呈现能

促使学习者进行更多的预测推理和问题情境精致活动。

2在写作立意学习时，学习者的自我解释活动影响学习成绩。

3自我解释效应不是由于学习时间更长导致的。

4学习者的监控不影响自我解释行为。

5学习者的已有知识的结构对自我解释活动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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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理论意义

5研究意义与总结

本文针对自我解释效应研究中的4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验证性的研究，结

果证据支持其中的一种观点。首先是进一步确立了自我解释效应的独立性，即与

学习的时间因素分离开来；其次，证明了样例呈现方式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活动，

进而影响学习效果，这与认知负荷理论提倡的“逐步消失的样例示范学习”方法

具有一致性，在学习的过程中提供给学习者更多的思考空间和帮助，更有利于学

习者的学习；第三，本研究通过对写作立意学习领域的研究扩展了自我解释效应

的范围，进一步证明了自我解释效应的普遍性和作为一般的认知机制存在的合法

性；但是关于监控与自我解释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没有获得有力的证据证明它们

之间的相关。

另外，本研究探索了已有认知结构与自我解释活动之间的关系，虽然在量化

研究上没有获得积极的证据，但是质性分析显示学习者已有知识结构是影响自我

解释活动的一种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s．2教学含义

本研究对实际教学的启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通过呈现样例教授认知技能的时候，需要留给学习者足够的时间独

立思考问题。样例教学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是因为学习者在学习样例的时候进

行了更多的自我解释活动，而自我解释活动可以通过呈现相关的问题给予提示。

其次，需要教授学习者进行自我解释。学习者花费同样的学习时间，但是学

习效果可能不相同，因为学习者在学习时所进行的认知活动的质量有差异。让学

习者进行更多的独立思考、在看答案之前多思考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法和比较各种

方法的优劣，从元认知层面上思考例题的解题步骤，有助于加深学习者的学习。

第三，从质性方面分析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结构，有助于更深入的了解学习者

已有的水平，有针对性的教学。量化的测量虽然能够反映学习者的整体水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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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法反映学习者已有知识的结构上的差异。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对学习者将

来的学习活动造成影响。因而又必要在量化测量学习者的基础上进行质性的分

析。

第四，在写作教学方面，采用写作的认知加工过程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步的

教学很重要。这与Ericsson提出来的刻意训练的思想是一致的。虽然写作是一个

完整的系统工程，但是要促进学习者的写作能力却要进行分解教学，针对写作过

程所涉及到的各个心理过程进行精细化的教学提升。在每一次写作中都要强调具

体的提升目标，并进行反馈和强化。写作本身是一件需要大量心理努力来完成的

任务，笼统的写作练习淹没了具体的学习目标，降低了学习发生的可能性。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实验检验了自我解释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一样例呈现方式

对自我解释的影响，并检验了监控和学习时间与自我解释的关系，在结构不良领

域——写作立意学习中验证了自我解释效应的存在。还对学习者己有认知结构与

自我解释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至少在质上已有认知结构对自我解释

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受出声思维的口语报告的编码的限制，本研究采用的小样本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检验方法。Renkl(1997，2007)在研究采用了计算

机自动编码的方法，能够采取大样本的实验研究，与之相比，口语报告的编码问

题是本研究的局限。将来研究的突破需要在编码方法上有所进展。另外，本研究

对已有认知结构对自我解释的影响的分析属于质性分析，未能得到量化分析证据

的支持，没有得出有力的结论，是后续研究的一个可以努力方向。结构不良领域

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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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概念图教学材料

学习的工具一一概念图

什么是概念图

概念图又叫知识结构图，是用图形来表示知识或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

概念图是表示某一核心概念与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图形。

其中，概念用方形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用连线和连接语表示。

例：简单的概念图
．

．

(略)
一

例：复杂的概念图
玺一

(略)

概念图的四个图表特征

概念，用方框表示 一

命题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描述，即对规则的描述。在概念图中，命题是两个概念

之间通过某个连接词而形成的意义关系：

交叉连接表示不同知识领域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峄’

层级结构是概念的展现方式，一般情况下，是一般、最概括的概念置于概念图的

最上层，从属的概念安排在下面。

概念图的作用
‘

． 1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的看清楚某一块知识，理清概念之间的关系，加深理解；

2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记忆；

3能够帮助我们找出潜在的问题；

4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一；

5是评价知识掌握情况的工具；

概念图的评价标准

1准确。正确反映知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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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尽可能多的囊括某一领域全部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

3细致。对概念的挖掘越深入越好。即概念的等级层次越多越好，当然是在反映

概念真实关系的基础上。

4简洁。概念图看上去越简洁越好(注意：不是越简单越好)。减少丕些墨的交

叉连线。

如何制作概念图 ．

1写出核心概念，用方框框住；

2写出一个相关概念，用方框框住；

3在两个概念之间连线，并在连线上用一个词或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两个概念之间

的关系；

4写出下一个相关概念，重复第2、3步骤，直至所有的相关概念都完成；

5如果相关概念之间有直接的关联，用连线连接两个概念，并写出其关系；

6检查并调整图形结构，使概念图看上去简洁。

例题：画出国家机关组织图

(略)

例题：画出中央机关关系图

(略)

另一种画法

(略)

注意事项

概念图的核心是概念。因此首先需要明确概念。

当画某一知识领域的概念图时，需要把这一领域内重要的规则都用“概念一关系”

表示出来。

可以针对具体知识或概念列出典型例子。

同一领域的知识，不同人可能画出不同的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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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出声思维训练材料

一、名词测验

【指导语】下面是一些名词，你可能对有些名词并不熟悉，请你尽量对所有名词

作出解释，你的解释不必很精确，说出你的理解就可以。

I．写作

2．诗经

：、阅读材料．

【指导语】下面是一些阅读材料，我们将研究你是如何阅读和学习这些材料的，

l、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2、下列语句中有歧义的是( )。

A、A先生和B先生的法律顾问来过事故现场

B、A先生曾偕B先生的法律顾问来过事故现场

C、A先生与B先生共聘的法律顾问来过事故现场

D、A先生曾与B先生的法律顾问一起来过事故现场

3、有关议论文的写作要求，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论点正确，论据真实，论证得法B：结构上有头尾，前后呼应

C：要有激情，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D：语言缜密，忌形象化手法

竹





下面我们将学习一篇讲授新材料作文立意方法的文章，之后有些问题需要你回

答，请认真学习。

材料作文立意三步法(1)

写作最怕千遍一律，即使是一个好的观点，如果大家都在写，也会把它写烂。

现在的材料作文(称为新材料作文)一般只呈现材料，不限定主题，具有灵活性

和开放性。这样就有很多不同的写法，能够产生好文章。而判断好文章的一个重

点就是立意的好坏，是故有人说“千古文章意为高”。立意就是确立文章的主题，

写作最重要的就是立好意。

什么样的立意才是好的立意呢?有这样四个标准。首先是正确，虽然新材料

作文不限定主题，但是文章也要与材料切题，如果文章与给定的材料毫不相关，

那么再好的文章也偏题了。其次是集中，即一篇文章只有一个主题，要有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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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否则让人读后不知所云。第三是深刻，不能泛泛而谈，仅就现象论现象，

要透过现象深入本质。第四是新颖，新颖的立意才是有价值的，才能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老调重弹、人云亦云不能给人深刻的印象。

材料作文立意三步法(2)

新材料作文所给的材料有很多种，下面我们谈谈其中的一种类型一一多角色

材料作文。多角色材料作文即材料中包含多个角色。

如果所给材料中包含多个角色，应该如何立意呢?一般人写材料作文，都是

从自己最先想到的角度来写。虽然这样的立意可能是自己最有感触的，但是有两

个缺点，一是容易与多数人立意相同，不够新；二是第一感觉往往是感性的，真

正写下去会发现写得不深刻，甚至最后无话可说了，不得已换一个话题接着写，

也可能会偏题。这样就导致文章的立意不集中、不新颖、不深刻、甚至跑题。

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写作之前全面思考、仔细分析，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立意

之后动笔。我们把这种方法归纳为立意三步：找角度一一提观点一一选择立意。

下面结合一个例子来讲授包含多角色的材料作文的立意方法。

材料作文立意三步法(3)

(2009全国I卷)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兔子是历届小动物运动会的短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一次兔子被狼追到河

边，差点被抓住。动物管理局为了小动物的全面发展，将小兔子送进游泳培训班，

同班的还有小狗、小龟和小松鼠等。小狗、小龟学会游泳，又多了一种本领，心

里很高兴；小兔子和小松鼠花了好长时间都没学会，很苦恼。培训班教练野鸭说：

“我两条腿都能游，你们四条腿还不能游?成功的90％来自汗水。加油!呷呷!”

评论家青蛙大发感慨：“兔子擅长的是奔跑!为什么只是针对弱点训练而不

发展特长呢?一思想家仙鹤说：“生存需要的本领不止一种呀!兔子学不了游泳

就学打洞，松鼠学不了游泳就学爬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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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作文立意三步法(4)

第一步，分析材料中的各个角色，找出主要角色，剔除不相关角色，每个主

要角色都是一个立意的角度。例如材料中兔子、动物管理局、野鸭、青蛙和仙鹤

都是主要角色，而小狗、小龟和松鼠只是配角，从它们的角度来写文章就偏题了。

在找角色的时候不能局限于材料中角色，有时候材料中的角色是影射现实生

活中的某类对象，有时候可能是几个角色影射同一种对象，此时就应该找出背

后的对象来立意。例如材料中的兔子、松鼠、小狗和小龟是一类角色，代表的是

受教育者和青少年学习者，动物管理局、野鸭、青蛙和仙鹤是一类角色，代表的

是家庭、学校、社会等教育者。如果找到这种代表关系，立意会比单纯从个别角

’色的立意更深刻。
‘

除了各个具体的角色以外，材料作为一个整体也是立意的角度。例如这则材

料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是在谈教育问题，对各种培训班泛滥提出了批评。这样，

材料就有三个立意角度了：受教育者的角度、教育者角度和整体角度。

材料作文立意三步法(5)

第二步，梳理每个类型角色的行为和后果，尽可能多得提炼出具体的观点。

此时应该注意抓住材料中的关键句，关键句是那些概括性高、具有哲理性的句

子，或者是能够抓住你眼球的句子或词。如材料中的“全面发展”、“成功的90％

来自汗水”、“发展特长”、“生存需要的本领不止一种’’。

兔子是短跑冠军，却学不会游泳，但是他还会打洞却没人培养，可以立意为：

1、了解自己的长处，发扬光大；2、了解自己的潜力，多学本领。

野鸭说“成功的90％来自汗水”，却无视受教育者的特点，青蛙说要“发展

特长”、仙鹤说“生存需要的本领不止一种”，可以立意为：3、了解受教育者的

特点，因材施教；4、适应社会需要发展特长。

从材料整体来看，是全面发展与个性化发展之争，是对乱搞培训班的批评，

可以立意为：．5、教育要尊重客观规律。

每个角度都可能提炼出多个观点，这些观点都是立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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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作文立意三步法(6)

第三步，根据自己的学习生活经验和积累，结合前面的分析，选择一个最适

合自己的立意。通过前两步的分析，列出了各种立意，但是并不是每个立意自己

都擅长写，因此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深刻的、新颖的角度很重要。

总之， “找角度一一提观点一一选择立意一立意三步法的关键在于全面而深

刻的分析材料，尽可能多的列出立意，可以扩展思维，找出正确、深刻、新颖的

立意。

首先分析材料的立意角度，除了整体立意外，还可以从主要角色或可能存在

’

的影射对象来立意：然后从每个角度来提炼观点，可能提炼出多种观点，每个观

点都是一种立意；最后从这些立意中综合分析，选择适当的立意来构思作文。

1、什么是写作立意?

2、判断写作立意的标准有哪些?

3、新材料作文具有怎样的特点?

4、立意三步法是指哪三步?

s、多角色材料作文立意的第一步中，立意的角度有哪些?

6、立意的第二步中，提炼观点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关于新材料作文审题立意的知识，你是否学会?如果已经掌握，请进入下一页进

行例题学习，一共有3个例题。在学习的过程中请把你的思维过程说出来。

例题一

第一步，分析这则材料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立意呢?

除了整体材料立意外，乌鸦、牧羊人、孩子的角度都可以，老鹰在材料中只是一

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不能从老鹰的角度来立意，否则可能会偏题。

第二步，分析每个角度可以提炼出那些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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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羡慕老鹰、模仿抓小羊，结果被人抓住了，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可以提炼

出的观点是：1、做事要量力而行，考虑自身的条件；2、知人难、知己更难；3、

摆正自己的位置；4、人贵有自知之明：5、盲目模仿与科学定位。乌鸦虽然失败

了，但是也有可取之处，关键句是“要是我也有这样的本领该多好啊”，“拼命练

习”，从积极的角度来提炼观点就是：6、要敢于尝试新鲜事物，拼命追求理想；

7、勇于向强者学习⋯．．

牧羊人认为乌鸦是一只不知道自己叫什么的鸟(关键句)，否定了乌鸦盲目模仿

的行为，从中可以提炼出的观点是：1、人贵有自知之明⋯。

小男孩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乌鸦很可爱(关键句)，可以提炼出的观点是：1、要

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要人云亦云；2、多用欣赏的眼光看人⋯．．

从材料整体来看，乌鸦学习老鹰被抓，牧羊人和孩子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价，可

以立意为：1、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第三步，你会选择哪个角度来立意呢，怎么写你的作文?(本例题完)

例题二

第一步，分析这则材料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立意呢?

除了从材料整体立意外，材料包含好心的游客、老鹰、小海龟三个角色，都是立

意的角度。而且，小海龟可以影射现实生活中的儿童青少年，游客映射为保护青

少年的成人、家长等，

第二步，分析每个角度可以提炼出那些观点呢?

从游客的角度来看，好心救了一只海龟，却导致一群海龟丧生，可以立意：1、

好心办坏事，2、做事要有始有终，3、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4、做事不能违

背自然规律；5、过度保护不能助人成长⋯。

从老鹰的角度来看，第一次捉海龟被人阻止，等待时机终于如愿，关键句是“等

待时机”，可以立意为：1、成功在于坚持，2、善于把握机遇⋯．．

从小海龟的角度来看，第一只海龟因游客救助而成功回归大海，其他海龟跟上却

遭灭顶之灾，可以立意为：1、经验主义的局限性；2、学会甄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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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整体来看，可以从好心人和海龟的关系立意为：1、遵循自然规律；2、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要科学化；从老鹰和海龟的成功与失败角度立意为：3、成功

需要机智和审时度势、综合把握信息⋯．．

第三步，你会选择哪个角度来立意呢，怎么写你的作文?(本例题完)

例题三

第一步，分析这则材料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立意呢?

除了从材料整体来立意外，材料包含小兰和妈妈、鸟商、鸟三个角色，可以分别

从这些角度来立意。

第二步，分析每个角度可以提炼出那些观点呢?

从母女两人的行为来看，三次养鸟，一次把鸟饿死、一次不得已放鸟飞、一次放

生却被鸟商利用，立意可以是：1、看清事物的本质；2、做事要讲究方法，不能

盲从⋯。

从鸟商的角度来看，放生活动让他们生意兴隆，可以立意为：1、体制的不健全

导致事与愿违⋯。

从鸟的角度来看，乌被爱它的人三次折磨，可以立意为：1、真正的自由；2、真

正的爱⋯一

从材料整体的角度来看，材料探讨了鸟与人类关系，特别是最后一次放生活动的

讽刺意味，可以立意为：1、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2、慈善与伪善；3、做善事

要有法律意识⋯。

第三步，你会选择哪个角度来立意呢，怎么写你的作文?(本例题完)

关于新材料作文立意的知识我们已经学习完了，请根据记忆再次回答以下问题。

1、什么是写作立意?

2、判断写作立意的标准有哪些?

3、新材料作文具有怎样的特点?

4、立意三步法是指哪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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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多角色材料作文立意的第一步中，立意的角度有哪些?

6、立意的第二步中，提炼观点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螃蟹在树林里迷了路。遇到青蛙，问道：“青蛙哥哥，到河边去，怎么走?”

青蛙指着前面说：“你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会到达河边。”螃蟹走了老半天，还

是没走到河边，后来，螃蟹遇见了青蛙，指责到：“你害得我好苦，走了老半天

还是没有见到河的影子。”青蛙说：“我没有骗你!叫你一直往前走，你却横着爬，

当然到不了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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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部分被试口语报告

1号被试出声思维的口语报告

18：00(18：35)我想起一句话，我只贴着地面行走，不在天上飞翔，又想起一

句话，蛇行鹤舞，蛇贴着地面行走，鹤在空中翩翩起舞，我想起了这篇文章，我

很可能引用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他讲的是乌鸦做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东西，他肯定

是从这几的理想和实际上去挖掘，然后很多人都可能从这个方面去挖掘，然

后⋯⋯但是有的人会写比较中立些，既要追求理想，又要结合实际，但是这样写

的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立意很不清晰，然后我就分析一下要

是我写关于理想的话，不太适合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把乌鸦的下场写的很惨，就

不太适合了，然后就写⋯⋯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样子，如果时间紧的话，我通篇就

会开始写要从实际出发，结合自己的实际，要说怎样的目标，要现实，可能最后

的时候写，结尾时间够的话，我会再升华一下，或者来个转折说，不但要，而且

要有自己的梦想。然后我可能，这篇文章的话让我有了几个想法，如果这样的话，

我会先把题目空着，先写作文，有个危险就是我会写离题，但是这样的文章的话，

一般考场作文的话，这样写下来离题的可能性也不大，然后举例子，举完以后，

语句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话，我刚才想的那些跟别人也挺像

的，但是考场作文好像，写到最后把题目按上去吧，重新看一遍材料，这边他说

牧羊人的的观点是反对这样做的，他忘记了自己叫什么的鸟的，孩子说他也可爱

的，很可爱就会想起历史上很可爱的人，比如说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时

如果按照平常写的话，熟悉的例子比较适合写上面的观点，写完以后按个题目。

(第一步，答案)(第二步，答案)(第三步)观点是做事要考虑自身的条件，摆

正自己的位置，盲目模仿，科学定位，⋯⋯我会选择摆正自己的位置，我对这个

有例子，可以例证它，对这个题目比较熟悉，还有就是争取时间的话，我会把文

章写得更优美一点，像这种文章如果以前写过，就可以搬过来，不用花很多时间，

可以在语句上花更多的时间。

例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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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9(27：05／首先看到这个材料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欣喜，因为这个

材料我看过，看过很多关于它的作文，然后一般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再看一

遍比较好。(28：16／我觉得这边几个角度除了沙穴里成群的幼龟鱼贯而出最好

不要去写他，比较危险，因为一不知道写什么，二材料的重点好像也不在这里，

看了之前的文章，老鹰、小龟还有游客都可以写，老鹰要去抓小龟的时候有人去

赶他，他没有为了一只小龟拼上自己的性命，有所保留，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龟，

他有了更多的收获，有可能写小龟，写他身上肩负的责任，把他拟人，游客让他

产生了错误的信息，导致了同胞的牺牲，游客可以写好心人做坏事，这三个立意，

写鹰的比较少，写龟的也蛮多的，最多的是写游客的，整篇文章是写游客的行为

造成了这样子的后果，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想，如果写鹰的例子的话，’能够想

出什么例子，或者一些什么道理，写鹰放弃了眼前，得到了更多，假如时间只剩

四十分钟，我就写游客，如果还有一小时就写鹰，而且鹰有个问题，他不是自己

不想抓，而是被人赶跑，那就写遇到困难，不能写他打退堂鼓，不知道了。(第

一步，答案)哦，我发现我写的文章都是拿人来写，拿例子来写，挺不好的，这

个影射这个揭示了一些社会现象。(第二步，答案)(第三步)看完这个以后我可

能更加倾向于写海龟，因为他说遵循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就比我前面提出来

的纯粹议论文的观点有更多的例证，就可以用我之前的观点说，以海龟的角度，

把海龟拟人，去揭示人类破坏自然的现象，就可以写小海龟当时的想法。

例题三

34：09(35：171这就想起来一个虚假现象，这边的市场的老板也可以写，现在

社会上就有很多自己制造麻烦解决麻烦获利的人，如果说写自己制造病毒然后杀

毒的例子的话，如果很多人写这个例子的话就不太好了，而且写这种例子的话要

写的很有文采也不太容易，然后写母女的话，前面两次养鸟的经历，最后参加放

飞又去买人家的鸟去放，有点陌生，从小鸟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自由，一个

是被养着，一个是被拿来赚钱，可以来写它吗，如果当时要想这么久的话，我就

不写它了，然后，写母女两，母女俩前面两次养鸟的经历，第一次是把鸟养死了，

第二次是，第一次小鸟饿死了，第二次说好好对待鸟，说好好对待鸟事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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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说，小鸟可能不会觉得是好好对待，如果写这个的话就跟下面的联系不上

了，那其实还是写小乌比较好，整个材料都是写小鸟，我没写过这样的文章，我

平常写，如果是生活中我会拿着材料，查查资料来写，如果是考场上的文章我是

拿最熟悉最熟悉的来写，如果真是考场上来写，我碰到这个的话，就写黑心的老

板，至少写的完的话还有50多分，写不完的话就会更惨，我会写老板。(第一步，

答案)(第二步，答案)这讲到体制上去啦，看来通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还要提

高，那种立意好的应该是材料看了一遍就能看到本质的本领，但是我可能要看一

个上午吧，三次折磨，真正的自由，嗯，讲到了虚假的现象，小鸟被放飞了，其

实是买来放飞的，第二天又被抓，慈善，进行呼吁⋯⋯(第三步)我会写老板，

我可能写不到体制不健全，但是就这个现象写，骂人的功夫还是可以的，然后最

后在呼吁一下要醒来呀，这样子。27：05

3号被试出声思维的口语报告

例题一

20：53(21：34)(第一步)哪些角度来立意，首先一只老鹰从上面冲下来，老

鹰应该是障眼法吧，乌鸦应该是一个重点角色，首先看到这样一个材料的时候，

看到结果被人抓住了，一看就会觉得他不尊重事实，其实我觉得他挺勇敢的，跟

后面的小孩说他很可爱是一样的想法，后来看到被牧羊人抓住了就觉得他不尊重

现实规律，这一篇立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鼓励人家去努力，一件事情如

果可以做的话就要坚持去做，就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再有一种(听

不清楚)，(看答案)乌鸦，还有小孩的角度。(第二步)提炼观点，乌鸦就是觉

得他挺勇敢的，哪些观点，乌鸦在精神方面给人一种启示，牧羊人就是现实派的，

小孩跟乌鸦差不多，就是精神上，就只有两个观点，怎么拼出三个观点来呢，(看

答案)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知人难知己更难，⋯⋯敢于尝试，善于重不同角度看

问题，(第三步)可能会选择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人天生不可能有很多本领是

你会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哪方面的残疾也不一定，要看到别人好的地方，比如说

别人残疾，但就是也是坚持一瘸一拐的在跟别人一样走路，不要觉得人家走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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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就嫌弃人家怎么样，就觉得他很勇敢，很乐观向上，乐观的生活，就是很欣

赏别人，或者说草之类的虽然没有花那么漂亮，但是也一样获得多姿多彩。

例题二

26：58(28：08)哪些角度来立意，一开始应该是那只小乌龟，挺有策略的，然

后还有老鹰是个重点，游客也是一个重点，我觉得三个是个重点，其他没什么，

(第二步)提炼观点，游客，挺善良的，游客应该是虽然他的做法对整个事情没

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的那种做法算是比较⋯⋯，老鹰太鲁莽了，一下子就冲下

来了，做事不经过思考，没有策略，小海龟，不知道，(看答案)嗯?(第三步)

我觉得游客没有做的很好啊，他说他做的很好，他后面看到很多小龟跑出来，没

有把老鹰赶走，自己就走了，他本来就应该是想办好事，但后来就走，他应该属

于那种，他也许当初看到那只小乌龟的是保护他只是在玩也不一定，我觉得这些

观点都被列出来就不知道说什么，我之前看到这个就会想啊想啊，就会想到一个

观点，改写了，现在这么多就不知道该写哪一个，我可能选择经验主义的局限性，

怎么写作文，就是说不应该循规蹈矩，有时候规律是这样的，可能会发生一些变

化，这个世界是变化着的，这怎么都是议论文的，事实上我比较喜欢写记叙文。

例题三

34：27小兰不是我同桌吗(35：16)母女是主角，小鸟挺可怜的，也应该是主

角，花市老板也是个主角，还有放生活动也是一个主角，(看答案)怎么才三个

啊，放生活动不应该是一个主角吗，(第二步)提炼观点，母女俩绝对的是没主

见，他们两个人心肠不是很坏啊，怎么没(意义)呢，母女俩应该是把小鸟给放

飞了，他们两个做事情的时候要自己的观点，他们要选择正确的方式去做，在保

护生态这方面这点不好讲，不晓得，鸟商应该是生态效应经济效应相结合一下，

这不行，心太黑了，鸟，这鸟太可怜了，不晓得鸟怎么讲(看答案)看清事物的

本质，是怎么看出来的，做事情要讲究方法不能盲从这个我晓得，看清事物的本

质我不晓得，(念)慈善与伪善，呃，刚才我觉得那个放生活动就特别伪善，就

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伪善这个意思吧，做善事要有法律意识，这是母女俩的，

(第三步)选择哪个角度立意，我会选择那只可怜的小鸟，真正的自由，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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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我一般写作文不会写到这里面的，真正的自由，应该就是说，有一

句话是这么讲的，被引申为若水三千我只取一瓢不饮，就是这个意思，看到一些

特别喜欢的额东西，不要把它据为已有，这是一方面，这里面有很多立意的，还

有一方面就是放生活动颠来倒去的还是把小乌抓回来了，放他们走了也是不自由

啊，额，这个自由跟那里面的伪善很想，就是这两个。40：56

4号被试出声思维口语的报告

例题一

18：55(19：29)多角度立意，乌鸦想要模仿老鹰俯冲的姿势，觉得自己练得很

棒，然后扑到山羊身上，被牧羊人抓住，从这边可以立意，就是乌鸦没有正确认

识到自己的位置，在自己不擅长的位置上，立意就可以是在正确的位置上面，找

准自己的定位。从牧羊入(的孩子)所说的她也很可爱，可以从反方面立意，说

乌鸦有种学习的精神，模仿老鹰飞翔，然后这是孩子，牧羊人的观点，我没看到

他下面也有写，角度很多哦。你会选择那个角度来立意。我会选择摆正自己的位

置，然后写作文。写个开头，要用比较好的句子，句子里面可以大概的概括出来，

让老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立意，确定出论点，接着再用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用

例子、名言之类来进行阐述，尽量语言有比较深刻的意义，可以引起共鸣，阐述

完论点论据之后就可以结尾，结尾可以呼应，前后呼应，再一次升华自己的主题，

整篇文章就完了。

例题二

26：12(27：35)立意，一个是从好心的游客出发立意，可以立意为好心办坏事，

要看准事情，就是好心办坏事那种，好心也要看准事情。还有一种是游客原本是

要保护小龟不被老鹰叼走，可是那个侦查员是要侦查是否有危险通知同伴，好心

人保护过头了，就使得不能帮助小龟，反而害T4"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传递

给同伴，然后就是老鹰要叼走小龟，这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小龟跟自己是竞争

的关系，只有游客赶走老鹰就违反了他们之间的自然的生存的规律。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过度保护不能帮助人成长，家庭教育要科学，好心入跟海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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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教育要科学化)吗?选择，我选择善于把握机遇，多角度立

意就选择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和自己脑子里比较有思想的把它写出，选择自己不

擅长的话写到一半就会卡住了写不下去，或者材料比较缺乏，尽量选择自己比较

擅长的，有时候也会跟别人冲突，但是这样也要尽量写得新颖，不要太俗，虽然

同一个角度，方法或写作手法变通一下，这样比较新颖。不会再同一个角度上大

家写的千遍一律。写作就是三部曲。选择善于把握机遇，开头，论点，举例子，

比如那个黑海涛，帕瓦罗蒂，要在一个地方选择人才，因为地位低，不能见到，

他于是就用在把握住机遇，在窗外用歌喉发现自己，善于把握机遇，让自己表现

出来。例子还可以写反面的，因为没有抓住机遇而错失成功，正面加上反面，就

比较深刻，正反面论证，最后一个结尾就好了。

例题三

36：54(37：54)立意，从第三次接触小鸟，放生活动，立意就是做事不要因为

太从众了，发自心底的，不要太刻意了，这是一个立意，还一个是鸟商，放生活

动鸟的需求量大增，老板为了谋求暴利捕捉鸟，伤害环境，这样是一个。从剥夺

鸟的自由，飞翔的权利，这也可以写一个观点，从自由开始立意。然后从整个材

料立意的话，立意是人与鸟的关系，要和平共处，范围说大了就是人与自然，选

择哪个角度来立意。这几个立意好像都没啥材料。这个几个立意有点不太擅长，

真正的自由，慈善与伪善，着一定要写议论文吗，好像比较可以写⋯⋯写议论文

的话我觉得可以立意为做事要讲究方法，不能盲从，感觉比较适合写记叙文，我

的一个想法是写记叙文，选择慈善与伪善这个角度。可以通过小说的题材，把慈

善与伪善用小说的形式写，可以通过写一个小说故事，写慈善跟伪善之间的联系，

写一个伪善的事件，反映出材料的主题，母女俩买小鸟放生这种假的善事，然后

进行讽刺。写之前要构思好，大体就这样，还要进行修正，尽量写得体现讽刺的

意味。就这样写成一篇文章。写议论文的话，应该可以写做事要讲究方法，不能

盲从，然后写作答题顺序也是三部曲。(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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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 写作立意学习中的自我解释效应

后记

值不值?这是人问我最多的问题。多得我没有回答。

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是，即使用现代心理科学的眼光去看，古

语、俗语都是充满了智慧的告诫，历久弥新。儒说“尽人事，听天命”，佛日“无

常”，古谚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用心去生活和追求，就会发现其中的智慧。

有些人生的智慧需要认知上的加工(自我解释即其中一种)方能明白，有些需要

身体力行才能体会，还有一些需要以生活的代价去磨练经历。诗人说“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耶稣说“Yourfaith has healed you．”无论如何，都是

成长。回想三年的时间，收获颇多—二对心理学有了一些自以为有深度的认识，

了解了一个圈子，重要的是收获了一些同窗和好友。而其中，最大的收获是，虽

然三年里聚少离多，但我与妻子的情感更加深厚。感谢妻子对我的支持，这三年

时间让我们体会到相聚的可贵。

这一切，首先要感谢三年前导师吴庆麟教授为我开启了这扇心理学大门，感

谢1105办公室的胡谊老师和郝宁老师的指教，感谢心理学院的各位老师为我们

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心理学世界。

最喜欢一句广告词——寻找用生命而不是生活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人。值与不

值，尽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