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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CAP 学习方式分类学的教学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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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CAP学习方式分类学”是依据学习者的参与程度，将不同的知识变化过程和学习结果分为四个阶段：被
动、主动、建构、交互。以学习为中心，通过生生互动以及师生互动，回归“教学相长”的教育归宿。将
ICAP学习方式分类学与其课程教学相融合，提出了 ICAP教学实践思路，从内在作为出发点深入的了解
学生思想，从学生的角度去促进自身的发展，强调学生之间的合作意识和协作能力，促进大学生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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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声音、建构内心的基石 [4]，让学生自己陈述对外部

世界的理解，真正走进课本当中，后续教师才能开展符

合学生发展水平的教育活动。

2.2 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明显的特征是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把这一

阶段归纳为认识论维度，即遵循外部方式并服从外部权

威阶段 [4]，在这一阶段的学生关注更多的是知识点是什

么、知识如何进行，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教师应该让

其参与教师的课题、项目，或者自己动手完成物联网专

业的验证性实验，培养学生对知识点的自我理解以及知

识点的相互融合，挖掘学生的学术潜能，提升学生的创

新能力 [5]。

2.3 建构学习
建构学习的特征是学生能超越教材或者教师提供的

学习材料，生成新知识，做到新旧知识的结合，对知识

有自我的解释，做到深度理解 [1]。把这一阶段归纳为人

际维度，即自我主导阶段 [4]。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教

ICAP分别是 interactive、active、constructive和passive  
mode四种学习方式的首字母缩写 [1]，ICAP学习方式
分类是一种综合性教学理论，对改进教育实践十分有

益。然而国内教育学术界对“ICAP 学习方式分类学”
的研究较少 [1]。物联网专业是当前高校理工科学院重

要的专业之一，随着当前市场竞争和就业压力的增加，

综合能力强、实践动手能力强的毕业生可以提升自身

的就业优势。塔里木大学处于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关键

期，为了更好地实现转型发展，实现高素质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物联网专业负

责人对人才培养方案做了修改，同时于 2017年申请了
塔里木大学物联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在立项期

间，课题组成员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方法与途径进行了实

践探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一部分学生效果 
并不显著。

1  ICAP教学意义

“学习方式分类学”（Taxonomy of Learning Modes），
是 一 种“深 度 学 习 框 架”（A Framework for Deeper 
Learning），或“主动学习框架”（A Framework for Active 
Learning）[1]。图 1为学习方式分类 ICAP框架，依据学
习者的参与程度，将不同的知识变化过程和学习结果分

为四个阶段：被动、主动、建构、交互。这四个阶段对

学习活动的有效程度依次增加，表明参与度越高，学习

能力就越能够得到增强，将 ICAP学习方式分类学融入
物联网专业教学中，从内在想法深入的了解学生，从学

生的角度去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对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

提升有重要意义。

2  ICAP教学实践

2.1 被动学习
被动学习很明显的特征上课也在集中注意力听课，

但听课时从不记笔记，看视频或者看编程演示，专心思

考例题、习题等。把这一阶段归纳为个人内在维度，即

在十字路口徘徊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应该对学生进

行深度的谈话，了解学生高校期间的重要经历，培育内

图 1 学习方式分类 ICAP框架（Chi ＆ Wylie，201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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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以让其设计创新性的实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去实践实训基地训练，参与生产实践活动。

2.4 交互学习
交互学习的特征是整合反馈相互的意见，产生 1+1

大于 2的效果，学生最深度的理解，达到创新。把这一
阶段归纳为交互反思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教师

可以让其接触行业领域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了解专业

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学生提供创新服务平台，寒暑

假指导学生去专业领域的岗位进行实习，培养与地方经

济紧密发展的人才 [6]。

3  CAP教学价值

3.1 为互动深化学习提供启示
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特征是学习互动，即以学习为中

心，生生互动以及师生互动，回归“教学相长”的教育

归宿。ICAP学习方式将其自身同认知学习结果联系起来
实现了协同效应。

3.2 为深化教学设计提供借鉴
教师教学过程始终是围绕问题情景展开的，而课堂

上的教学设计也是依据课堂本身的特点以及学生接受

的程度来进行设计的，运用 ICAP学习方式分类学来观
察和分析课堂中交往，设计符合适应课堂教学的情境 
要求。

3.3 为加强记忆学习提供突破
运用 ICAP学习方式分类学的主动、建构和交互学

习，配上一些记忆方法，例如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法，学

生在主动、建构学习的过程中加大记忆在学习的参与度，

在交互学习的过程中达成深度理解和创造。

3.4 为改进教学实践指明路径
ICAP学习方式分类学指出上课不只是盯着教师运用

的授课方式，学生从被动到主动再到建构、交互学习的

过程就是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过程，学习效能也会依次

提升。

4  结语

ICAP 是学习方式分类学主要特点是依据外显的学习
活动或者参与程度来使学生从记忆逐渐走向应用、迁移

和创造。对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划分，制定适合大学生

的教学设计，对于促进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具有积极的效

果，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学习过程，实现让课堂真正

成为学生学习成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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