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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认知迁移教学模式的研究述评 
——以《概念图教学应用》在线学习课程设计与应用为例 

 林晓凡 1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如何确保帮助学习者形成面向问题解决和认知迁移的能力，实现有意义的学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本研究分析借鉴了同类研究成果，吸纳了情境认知、认知弹性和问题解决等理念，进而构建一种促进认知迁移的教

学模式；促进认知迁移的教学模式同时从三维学习目标设计、学习过程即时指导评价、“模块-活动-步骤”三级课

程内容导航结构、创设有意义的在线环境、丰富学习体验等方面的策略入手，描述了一种逐渐引导学习者将所学知

识运用到实践问题中去，以促进学习者认知技能的迁移运用的教学/学习模式。同时，本研究开发了在线课程实例

《概念图教学应用》，并进行了实证测试，数据分析表明学习者的课程学业成效和学习满意度都取得了理想效果，

证明依据 CSTOL框架开发的课程实例能够有效地促进在线学习的认知迁移，具有实用推广价值。 

关键词：认知技能迁移；模块；活动；步骤；在线学习 

 

一、促进认知技能迁移的教学模式界定 

1.模式描述 

实现有效的问题解决和促进认知迁移，是学习的重要目的。在线学习不仅要突出数字化环境下

的技术优势，更要能够帮助学习者在人机和人际交互中更好地实现知识建构和认知迁移。然而，目

前许多在线学习却忽视了与传统面授教学的区别，只关注课程内容的直接传授，片面地把知识技能

呈现给学习者，而没有从促进有效认知的角度出发进行课程设计和应用优化，其结果往往是学习者

只能习得或简单记住了那些僵化的知识，却无法有效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随着对在线学习需求的

增加，如何提升在线学习的效果，帮助学习者形成面向问题解决能力的认知迁移，成为一个非常重

要的研究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前期对网络课程“样式”[1]特点的分析基础，从课程设计

和实践策略出发，开展了促进认知迁移的在线学习研究。 

促进认知技能迁移的教学模式是以问题解决(通常是面向劣构领域)为主线，吸纳了情境认知、

认知弹性和问题解决等理念，通过坚持“促进问题解决与认知迁移”的学习目标设计，关注学习者

的认知技能发展，在课程设计中提供大量活动、操练和情境体验的机会，逐渐引导学习者将所学知

识运用到实践问题中去，以促进学习者认知技能的迁移运用的一种教学/学习模式。 

2. 相关概念 

（1）迁移(transfer) 

迁移是一个认知心理学术语,指的是在先前的学习(或训练)中获得的技能、知识或形成的态度对

对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或解决新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M．S．James，2001）。 

（2）认知技能迁移 

认知技能迁移属于劣构领域的高级学习，它要求学习者将所习得的技能内化并上升为认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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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方法和流程，并能灵活运用到新的问题情境之中，强调学习者主动参与建构、掌握、控制

自己的认知过程，最终实现认知能力的提升。 

3.适用情境 

促进认知技能迁移的教学模式是适用于达到 “理解” 、“应用” 层次目标的课程，更适合于

技能(训练)型、非良构的知识/课程，更适合于拥有一定的专业背景，能投入较长时间进行学习的学

员，比较适合成本（设计、开发、实施、管理）投入较高的课程（课程设计难度大 ），并且能够配

以单独的活动平台/交流平台的课程. 

二、促进认知技能迁移教学模式的关键特征 

促进认知技能迁移教学模式的包含了以下 5 个关键特征：①模块化结构: 按照“模块”的

形式进行重组。该类课程一改传统课程开发以学习内容设计为中心，而是以学习过程设计为中

心，学习内容组织结构有很大的自由度，但要求学习者有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此类课程内容倾向

于“独立封装”，每一模块的内容都自成体系，各模块之间相对独立，又支持自由组合，模块间知

识点跳跃性较强，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课程内容模块进入学习；②以活动为中心:以各种

各样的活动来组接模块内容，图文、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交叉使用，常常需要利用网络交流平台

开展交流、协作活动；③问题化设计：以中小学教师在应用概念图教学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系列实

践情境为线索的，重视 “问题解决”，为学员提供模拟问题解决的认知流程；④实用性目标及⑤

以学生为本位：重在“问题解决”而非“技术操练”；重在“认知迁移”而非“机械模仿”。  

三、促进认知技能迁移教学模式的操作流程 

1. 流程图（CSTOL=Cognitive Skills Transfer Online Learning 框架） 

本研究吸纳了情境认知、认知弹性和问题解决等理念，尝试构建一种促进认知技能迁移的在线

学习（Cognitive Skills Transfer Online Learning）框架(见图 1)。它以问题解决(通常是面向劣构领

域)为主线，通过坚持“促进问题解决与认知迁移”的学习目标设计，关注学习者的认知技能发展，

在课程设计中提供大量活动、操练和情境体验的机会，逐渐引导学习者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问题

中去，以促进学习者认知技能的迁移运用。同时，CSTOL 的课程设计不按照传统教材的章节次序

来组织内容，而是在对学科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后，将课程内容分解打散和再融合，按照“模块—活

动—步骤”的形式进行组织重构。一般情况下，课程模块中的内容设计围绕学习需要而设计相应的

情境案例、任务活动，渗透学科的认知发展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将活动分解为若干步骤，按照认

知技能发展的顺序组接，逐渐引导学习者在实践操作中发展认知技能，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

每个具体活动的设计，则采用“学习导入—创设具体情境；步骤解析—掌握知识技能；巩固练习—

迁移应用知识”的方法，使得学习内容的组织结构既有一定的自由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学员提供

模拟问题解决的认知流程，并将评价和反思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使得整个学习过程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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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STOL 设计框架 

2. 研究案例：《概念图教学应用》课程 

《概念图教学应用》是一门面向中小学教师的网络培训课程。该课程并不只强调简单地掌握程

序性知识与软件技能操作，而是更加关注培养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仅仅掌握

概念图制作软件的技术使用方法，并不代表着就能解决其教学工作的实际问题。作为一种支持教学

的工具，如何将概念图工具有效地迁移和整合到课程中并服务于教学，才是学习者学习“概念图教

学应用”的根本目的所在。由于接受该课程学习的中小学教师涉及到各个学科教师，他们的学习目

标、学习起点、学习内容和学习风格等都不一样，个性差异极大。因此，在设计网络课程的时候，

既应该考虑到课程内容的特点，又要兼顾到学习者的认知特征。因此，在所设计的《概念图教学应

用》的网络课程结构（见图 2）中，是以中小学教师在应用概念图教学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系列实

践情境为线索的，重在“问题解决”而非“技术操练”，重在“认知迁移”而非“机械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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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概念图教学应用》课程结构图 

3.模式各环节操作要点 

（1）根据基础教育领域特征和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需要，采用三维目标法设计课程学习目标 

许多传统的网络课程设计定位存在着普遍性的误区：以“内容”为主导，重视标准化知识的讲

授和技能操练，而轻视了建立知识技能与实际问题之间的联系，将技能习得与学习者实际应用的情

境相剥离。结合基础教育的领域特征，在《概念图教学应用》课程目标设计时，采用了融合知识与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策略。这种多元学习目标的设计和呈现方式，能够

有机地将各种目标整合起来，将培养学习者高级思维能力与综合素质方面的活动设计外化出来。基

于此，本网络课程借用“三维目标设计法”作为课程学习目标的设计参考，关注坚持“知识技能”

与“过程方法”并重，同时兼顾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培养的多元目标。本课程在内容安排上并不只在

于制作概念图的基本技能训练，而且着重于培养教师更高层次的概念图教学应用的能力。 

（2）以“模块-活动-步骤”形式组织导航课程内容，使其适应在线学习中的弹性认知需求 

不少在线学习环境中的网络课程，以类似于传统教材的线性编排形式来组织内容，过于强调知

识的灌输和传授，缺乏对学科内容的分解和重组，内容组织缺乏系统性，无法达到将知识技能迁移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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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到新的实际情景的目标。对此，《概念图教学应用》网络课程采用“模块-活动-步骤”的形式

重组内容，建立课程内容间彼此相互联系的动态网状关系。具体而言，本课程学习内容的设计并不

按照传统教材章节、篇章的次序来组织，而是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后，将课程内容分解打散

和再融合，按照“模块-活动”的形式进行组织，并且关注学习活动设计中的体验，以“活动-步骤”

为载体，围绕学习者工作的需要设计相应的任务，将活动分解为若干个步骤，按照认知技能发展的

先后顺序进行组接，以此逐步引导学习者形成高层次的知识技能。同时，每一模块的内容都自成体

系，各模块之间相对独立又能支持自由组合，模块间知识点具有认知弹性，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选择课程模块进入学习，改善学员认知负荷的结构，促进自主学习。由于以模块的形式组织内容，

支持灵活重组，学习材料的利用率比较高。并且，学习过程常以主题活动为导向，情境性较强，支

持学员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不仅有利于培养探究能力，还能够促进形成动手能力。从网络课程预设

的学习路径导航图（见图 3）中，学员可以清楚地看出“课程—模块—活动—步骤”的知识点及它

们的关系，这既有利于学习者在开始学习时对整个网络课程建立整体的感知和初步印象，通过导航

图的超链接转入学习的知识点，从而将正在学习、已经学习和将要学习的知识连贯起来，获得较为

系统的知识；同时学员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线索和认知水平，不断对学习内容进行重新选择，构

建一个与学员自身认知发展结构相吻合的动态学习路径，提高掌握劣构领域复杂知识技能的认知灵

活性。 

 

图 3 “模块-活动-步骤”的在线学习认知路径 

（3）设计丰富有效的在线学习活动和主题情境任务，创设有意义的在线学习环境 

当前许多网络课程多停留在简单模拟操作层面的上，技能习得与实际应用脱节，没有为知识技

能的呈现创设真实情境，人机交互比较机械。因此，学习活动的设计应灵活、生动，形式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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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教学实际问题相结合，构建有意义的活动情境，激发学员的内在动机，引导学员灵活运用，实

现知识技能的迁移。本课程在内容设计上，不但精心设计了学习内容，而且通过以下方法来预设有

效的学习活动：①提供典型的教学案例，联系学习者的工作实践（见图 4）。优秀的案例不仅能激

发学习者的兴趣，促进个体思维的提升，同时能够促发学习者反思自我的教学工作，吸取案例中的

有效经验。例如：在模块四“Mindmanager 实操”中设计了“英语时态复习”、“多功能座位表”

和“《长征》专题探究式课件”等教学案例（见图 2），通过预设问题研讨、案例点评等活动，帮助

学员在交流中深化理解。②创设教学情景，激发学员的学习动机。通过“学习导入”创设与学员实

际环境密切相关的拟真（Authentic）情景。同时在媒体应用上，通过交互式动画和视频为主，兼

相关图文等多种媒体再现真实、模拟的场景，发挥网络课程的交互优势，调动学员的参与热情。例

如，模块四活动 1 的学习导入中，通过视频案例、概念图软件操作演示，提出思考问题为学习者

创设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巧用概念图进行集体备课”的情景，激发学习兴趣（见图 5、图 6）。③

提供恰需的资源和工具，满足学习者发展需求。本网络课程设计了许多帮助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的

资源和支持工具，在适合的节点上，提供导航线索、工具、资源、范例、支架等，以帮助学员解决

问题，有利于其对本课程进行系统深入地学习。 

      

图 4 网络课程学习导入页面              图 6  Flash 动画创设的练习发生情景 

（4）充分发挥评价的管理导向与即时反馈功能，增强对在线学习过程的自我监控 

在传统课程的教学实施中，评价往往是在教学之后进行的一种孤立的、终结性的活动，并多数

采用集中考试的形式进行，忽略了学习者的行为主体性、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忽略了认知过程本

身的价值。对此，本研究采用以下策略，以增强在线学习评价的效度与信度：①设计多元化的学习

评价维度，激励学习者对于学习绩效的自然期待，将学习参与度、作业提交率、作业质量、学习反

思质量及与学友合作情况等一系列直接影响学习效果的事宜，与学习成绩挂钩，督促学员优化自我

学习的管理。②采用评价先行或同步实施的策略，发挥评价的即时导向功能，为学员设计清晰的绩

效评价标准（如量规、自查表等），充分发挥学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自觉地向评价标准看齐，从

而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9]。③关注形成性的情景案例评价，强调评价的及时反馈，使评价自然及时

地出现在学习过程之中。例如，在模块四活动 6 的“巩固练习”中，设计开发了基于案例和问题

 
图 5 “集体备课”情景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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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互动式情景练习，在这个互动场景中学员将扮演林老师的角色，做出认知决策，并能收到所

做认知行为的即时反馈信息。 

（5）关注在线学习体验，细化教学内容的设计粒度，为学员提供大量观摩、操练机会 

为了避免许多网络课程的媒体运用和交互设计不理想的问题，《概念图教学应用》课程的设计

关注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嵌入大量观摩、操练和反思机会，逐渐引导他们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教学实

践中去，以促进认知技能的发展和迁移。同时，在课程内容设计和学习应用中，都贯穿了完整的“问

题解决”学习圈，以问题解决的一般化流程进行设计，以促进认知理解和迁移：（1）在课程层面，

设置了“课程导学—课程内容—课程测评” 的学习过程。（2）在活动步骤层面，每个活动的都设

计了“学习导入—活动步骤—巩固练习”的学习过程。（3）在知识点案例层面，每个知识点案例

都设计了“情境分析—步骤解析，掌握技能—迁移运用”的学习过程。由此构成 CSTOL 的三个学

习循环圈（见图 7），教学内容的设计粒度从框架、模块、活动直至细化到步骤、案例、问题，使

学习者的认知水平呈螺旋状向上不断发展，促进认知迁移。 

 

图 7 CSTOL 的三个学习循环圈 

四、《概念图教学应用》在线学习实证分析 

为探究 CSTOL 设计策略在课程实例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开展了在线学习认知能力的迁移测

验，实验对象为中小学学科教师，样本共有 28 例。在学业成效验证上，采用学员能否综合解决新

的教学问题作为测量工具，认知迁移能力测试题设计了“林老师如何更好地管理‘小学数学校本教

研’项目和进行教研交流活动”的情境，以测试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的概念图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表 2 显示，学员成绩平均分是 76.0714，标准差是 12.86375。参考 -S 平面分析模型，学

员成绩的统计特征是：平均水平高，但分离度大，存在低分生。 

表 2 面向认知能力迁移的测验成绩 

  Descriptive Statistics 

 N Minimum Maximum Mean Std. Deviation 

成绩 28 45.00 100.00 76.0714 12.86375 

认知水平螺旋向上

发展，实现认知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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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N Minimum Maximum Mean Std. Deviation 

成绩 28 45.00 100.00 76.0714 12.86375 

Valid N (listwise) 28     

 

图 8 迁移测验的次数分布曲线界面图 

从图 8 可以看出，成绩在 60 分以下的有 2 人，60~70 分之间的有 7 人，70~85 分人有 14 人，

85 分以上的人有 5 人，这说明大部分学员达到既定的认知迁移学习目标。通过亲身学习体验，超

过八成的学员认为通过该课程学习对解决实际的教学应用问题有较大的正迁移作用，尤其是在与课

程提供的典型案例相似的问题时，促进认知迁移和成功解决问题的作用更显著，仅有 4.8%的学员

认为基本没有发生认知迁移。同时，有 61.9%的学员希望能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尝试应用在线学

习中形成的成果。调查数据表明，CSTOL 设计策略的实践应用具有明显的教学效果，促进了学员

的认知迁移，大部分学员不但掌握了概念图工具的运用，更学会了运用概念图解决教学应用中遇到

的新的实际问题。 

在学习满意度方面，对学员通过该在线学习能否促进认知迁移与问题解决进行了调查，调查数

据显示：①71.8%学员认为课程的三维学习目标定位准确、系统，能满足解决相应教学问题的需要。

②高达 86.8%的学员认同以“模块-活动-步骤”形式组织在线学习的弹性认知路径，清晰直观，有

利于其构建与自身认知发展结构相吻合的认知需求。③73．8%学员认为课程内容提供了丰富有效

的情境、任务和典型案例，有助于对知识技能的迁移。④66．7%的学员认为课程关注在线学习体

验，有利于运用概念图解决相似的教学问题。⑤近九成的学员认为评价反馈及时，内容充实，增强

对在线学习过程的自我监控。 

五、优缺点评析 

促进认知技能迁移教学模式的优点是：（1）打破线性结构，将课程内容进行分解和重组，以

模块的形式组织内容，支持灵活重组，学习材料的利用率高。（2）学习过程常以活动/任务为导向，

情境性较强，支持个性化学习。（3）有利于学员进行深入学习，培养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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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认知技能迁移教学模式的缺点是：（1）模块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对学员学习进度的控制

较为繁杂，较难控制整体进度。（2）课程设计难度大，对课程设计者的教学设计能力要求较高。（3）

课程开发成本偏高。 

六、常见问题及解决对策 

促进认知技能迁移教学模式的常见问题是：（1）较难控制整体进度：模块间具有非线性关系，

对学员学习进度的控制较为繁杂，较难控制整体进度。（2）课程设计难度大，设计形似神不似：

课程内容以模块的形式呈现，但每一模块仍以章节、单元线性组织，不具备相互独立性，局限于知

识的直接灌输。常见问题的解决对策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常见问题及解决对策 

常见问题 解决对策 

较难控制整体进度 

 更适合于拥有一定的专业背景，能投入较长时间进行学习

的学员 

 能够配以单独的活动平台/交流平台的课程。 

课程设计难度大，设计形似神不似。 
 建立专家团队指导课程设计 

 比较适合成本投入偏高的课程 

七、国内外研究与应用趋势 

知识的意义具有情境性，只有在面向实际问题解决的应用中，才能够被更好地深度理解。由于

在线学习一定程度上缺乏了面授学习时的情境性、交互性、情感性，因此如何融入情境与认知的理

念，来改善在线学习在课程内容上刻板的线性组织和直接呈现，并丰富在线教学活动的内涵，十分

必要。针对在线学习中如何实现有意义的学习，促进面向真实问题情境的认知迁移，引起了研究者

们的关注。早在 1993 年，美国《教育技术》(Education Technology)就开辟专栏研讨情境认知

(Situated Cognition)理论及其对网络教学的影响，认为情境具有重要的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s）
[2]，能有力地支持学习者在认知情境中积极地与外部世界进行观点调和（Negotiating），实现意义

建构，促进认知迁移。美国学者斯皮罗(Rand J.Sprio)等人的认知弹性理论（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ory）认为，当前复杂知识教学存在着过分简化和知识预定的教学倾向，影响了学习者劣构领

域（Ill-structured Domains）复杂知识学习目标的实现，学习者不能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于新的实

际情境中。由于劣构领域知识的复杂性和不规律性，要求学习者必须保持认知灵活性，把握知识的

复杂性，根据具体情境去运用已获取的知识分析、思考问题以及建构用于指导问题解决的图式，并

在新的情境中灵活运用这些知识[3]。为了达到获取劣构领域知识的目标，就应该在以不同方式安排

的情境中，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多次“进入”同一学习内容来达到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掌握，从而获得

对事物全貌的理解与认识上的飞跃，从而能够在面对具体复杂的情境时将所学知识合理地进行迁移

运用[4]。同类研究在国内也得到了关注，例如有学者探讨了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开展有意义的学习，

从而促进认知的深度发展 
[5]，以及对“认知弹性理论和基于 Web 的教学”[6]进行了探讨，提出了

“基于认知弹性理论的网络课程中高级知识学习的设计”等 [7]。综合这些分析，认知迁移属于劣

构领域的高级学习，它要求学习者将所习得的技能内化并上升为认知层面的思维、方法和流程，并

能灵活运用到新的问题情境之中，这就为在线学习中对教学内容、媒体、交互等的设计组织提供了

指导依据。本研究对比了传统在线教学方式与促进认知迁移在线学习方式的差异（见表 2）。可以

清晰地看出促进认知迁移的在线学习提倡以学习者为中心，主张学习应该基于情境(situation)、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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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案例(case)、基于问题解决，提供知识的多元表征方式，强调学习者主动参与建构、掌握、控制

自己的认知过程，最终实现认知能力的提升。 

表 2
i
 传统网络教学与促进认知迁移的在线学习的比较 

传统网络教学存在的问题 促进认知迁移的在线学习启示 

以“内容”为重点，课程结构注重学术逻辑和

标准化的既定学习流程 

学习者基于实践线索或具体情境构建个性化知识序列，贯穿以

“问题解决”为导向的个性化动态学习路径 

教学内容呈现形式单一，被动接受技能训练 

认知灵活性超文本的多维表征，动态重组教学序列。提供并鼓励

学习者对知识多种方式、多种角度主动建构，关注学习体验，为

学员提供大量观摩、操练机会 

以“教”为中心，以接受程式化的知识技能为

导向，技能习得与实际应用相剥离 

以“学”为中心，知识技能与过程方法并重，以培养灵活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导向 

学习内容简化抽象化，缺乏多样化的情境设计 
创设真实的情境，激发学员的学习动机，将学习任务抛锚于具体

任务和情景中 

学习内容理论化，学习资源中教学案例不足 运用案例教学，概念与案例相融合，使用多个案例理解复杂知识 

反馈评价不及时，未能实现有效学习过程监控 强调学习者掌握、控制和监控自己的认知过程 

八、结语 

如苏格拉底所言：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教学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学习者灌输解决固定

问题的技能，而是要点燃学习者举一反三的智慧，启发他们形成解决复杂问题和新问题的认知迁移

能力。本研究面向促进认知迁移的在线学习，提炼构建出了促进认知技能迁移的在线学习（CSTOL）

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具体实例的课程设计和实践策略，检验了其促进在线学习认知迁移的有效性。

事实上，在线学习中的认知迁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了许多复杂的因素。本研究只是重

在课程设计方面进行了尝试，而在情感、态度等因素对认知迁移作用的研究则有待以后的进一步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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