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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我国小学生学习障碍研究综述 
王晴 

（聊城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专业  252000） 

摘要：建构主义者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将任职的发展视为个体积极主动建构的结果，强调学

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学习障碍是一群学习异常现象的统称，包括各种不同的类型。观察发现，学生的学习障碍问题普遍存在，因

此，分析和梳理学生的学习障碍产生的原因意义重大。本文综述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小学生学习障碍的相关研究，旨在分析建构

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并结合小学生学习障碍的特点，从该方面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入手，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整理归纳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而发现该领域研究的不同观点和薄弱环节，对小学生学习障碍的研究进行展望，提出展望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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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学习障碍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学术界最

早的界定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科克（S.Kirk）于 1963 年提出的学习

障碍概念。目前为止，西方关于“学习障碍”方面的研究已经历史

半个世纪之久，为了准确了解小学生学习障碍的现状，并以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学习障碍普

遍存在，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有些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

中、爱开小差、成绩差、拖延症严重，这些行为令家长感到十分困

扰，很多家长会把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孩子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在学习上下的功夫不够。实际上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还是自

身存在学习障碍导致的。他们正在遭受学习障碍的困扰，但当前社

会很少有家长理解学习障碍。 

二、学习障碍文献分布状况 

笔者在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以“学习障碍”、“小学生

学习障碍”为“主题”、“篇名”、“关键词”进行了指数分析，结果

见表一所示。为了更精确地了解我国小学生学习障碍的研究现状，

笔者又利用中国知网的“文献来源”功能，在 CNKI 对“小学生学

习障碍”进行检索，在核心期刊《教育研究》、《教育探索》、《心理

发展与教育》等中筛选出 80 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分析。 

我国对学习障碍的研究，最早的是蔚文江研究的《中学生错误

的日常概念产生的原因及纠正方法——兼论初中学生学习物理的

一种心理障碍》，发表在《物理教师》1989 年 06 期，起初对学生学

习障碍的研究从学科入手，尤其以理科为主，这表明，90 年代开始，

我国教育学家已经开始重视学生的学习障碍问题。我国教育界对学

生学习障碍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从表一的趋势来看，

在 1995 年、1997 年、1999 年、2002 年出现四个研究小高峰，小学

生学习障碍的文献总量在 2005 年增长迅速。从图表的增长趋势我们

也可以看到，学习障碍的问题再近代社会越来越得到重视，不只是在

小学阶段，其实在中学和大学学段学习障碍的问题也是研究的热点，

这与目前我们认识到学生在学习中的地位，把课堂还给学生的现状相

符合。总体看，相关关键词的文献数量都在逐年上升，呈现出了稳定

增长趋势，由势头可知，2020 年相关研究将延续这一爆发式增长。

从表二来看，学习障碍在中等教育的研究较多，研究文献有 139 篇，

而在初等教育的研究较少，仅有 60 篇。所以，对小学生学习障碍的

研究应加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强调学生学习过程的主动建构，通

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发现问题、学会学习尤为重要。 

 
 

表一                               表二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国外学习障碍研究 

1963 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科克（S.Kirk）提出学习障碍的概念，

学习障碍是指学生在语言、说话、阅读和社会交往技能的发展障碍。

这一术语的提出标志着学习障碍在学术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

域。其中美国公法、美国“全国学习障碍联合会”、美国联邦教育

署、世界卫生组织、日本学者、俄罗斯学者、我国台湾学者和我国

大陆学者都分别对“学习障碍’进行了定义。在对国外相关文献的

研究中发现，观点认为，学习障碍是一组异质性障碍，是在获取或

使用听讲、说话、阅读、书写、推理或数学等方面出现明显困难者。

这些异常现象，一般认为是由个人内在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失常

所引起，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英国卫生部则将学习障碍定义为，

获得新的学习技能或者新知识的正常方式受损。这种障碍来源于认

知处理过程中的异常，其实学习障碍包括一组障碍，表现在阅读、

拼写、计算和运动功能方面有特殊和明显的损害。除了对学习障碍

的概念进行研究外，国外研究者还尝试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对

学习障碍进行临床干预，这些干预大部分以实务案例为主。 

（二）国内学习障碍研究 

纵观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学习障碍概念的研究，截止到目

前，学术界还没有对学习障碍进行明确的定义。大陆学者认为，学

习障碍是指个体在听说读写算等能力的学习和运用上有显著的困

难。学习障碍可能伴随其他障碍，如感觉障碍、智能不足、情绪困

扰，但其学习困难并不是由这些障碍直接引起的。刘翔平认为学习

障碍包括读写障碍、数学障碍和注意力缺损多动障碍等，他强调了

学习障碍的异质性，认为只有特定类型的学习障碍，不存在泛泛的

学习障碍。 

国内对学习障碍的最新研究，主要还是以中小学的理科学科学

习为主。伏伟伟在《中学生物理学习思维障碍分析及对策研究》中

将中学生物理学习的思维障碍总结为中学生智力发展在思维方面

的逻辑性问题，中学生已经具备逻辑思维能力，但是思维不连贯、

不严密，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分析了思维障碍的原因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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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教学意见和对策；学习障碍的问题不仅是学科教师关注的问题，

在心理学领域同样受到重视，心理学方面，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对学

习障碍患者的心理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并采用心理治疗和认知行为

训练的方式帮助学习障碍者。张柳和荆玉梅研究的《黄石市 316 名

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和李玉、崔慧敏和李胜玲等

人发表的《亲情驿站对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效

果》，从心理学角度对不同可能存在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了研究。

家庭、学校、社会对学生的学习障碍都有一定的影响，真正解决学

生的学习障碍问题，还是要通过改变学生的心理问题。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发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于学习障

碍概念的界定存在共同要素，如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发展不均

衡、排除其它障碍和环境因素造成的学习困难、成绩差。其次，对

于看待学习障碍的视角大部分从问题视角出发，认为学习障碍就是

学习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其产生也是由多种问题造成的。 

三、小学生学习障碍的一般概述 

小学阶段的教育对象一般是指 6-12 岁的儿童，小学生学习障

碍主要包括阅读障碍、拼写及写作障碍、书写障碍、计算障碍和社

会障碍等。小学生的学习障碍主要表现出感知、思维和语言方面的

障碍和在行为、情绪和社会性方面的障碍，并且大部分导致学习障

碍的原因都是不确定的，在研究中归纳了大脑损伤、遗传、生化失

调、环境及认知缺陷五个因素被学习障碍困扰的学生表现出学习学

习成绩低于正常水平的差异性；有特殊行动障碍的缺陷性；集中在

语言或算数的基本心理过程中的集中性；不是由听力视力或普通的

心理发育迟缓问题引起的，也不是由情绪问题或缺乏学习机会引起

的排除性；依靠合适的教育训练可以加以改变的可逆性以及可以贯

穿于毕生发展中。 

在目前的教育领域，对于学生的学习障碍一般是由教师采取批

评教育、惩罚教育或者其他特殊的教育方式来矫正，学生学习障碍

矫正的主体是教师。但是大部分教师在对学生的学习障碍进行矫正

时，未能了解学生学子障碍的真正原因，只是做表面干预。经济发

展决定教育的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农村和

城市的小学教育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发达地区留守儿童数量巨

多，教师年龄偏大，对教育基础知识了解较少，教学中多根据自己

的教育经验，因而未能对学生的学习障碍做出问题做出科学的研

究，提出科学的解决措施。 

四、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继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之后，20 世纪 80 年代建构主义引起人

们重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认

为学习是学生积极主动的意义建构和社会互动或称，教学不只是把

知识经验从外部装到学生的头脑中，而是要引导学生从原有的经验

出发，构建起新的经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知识观、

学习观和教学观。启示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学过程学生的

合作学习，要重视学生的经验背景，要在实际情境中进行教学。 

五、研究的创新点 

1998 年到 2008 年十年间，建构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

持续增长的趋势，建构主义与我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主要在外国

语言文字、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分布较广，

主要影响我国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的发展，时代在发展，

建构主义在我国的教学改革中持续发挥着作用。 

但是，通过在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的文献检索，建构

主义与小学教育的融合仍然较少，所以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角度

来分析小学生的学习障碍问题，解决由大脑损伤、遗传、生化失调、

环境及认知缺陷带来的问题尤为重要。 

六、研究的不足 

小学生学习障碍研究人员单一，小学生学习障碍研究的主体是

学校和教师，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呆在学校，一线教师每天与学生进

行接触和沟通，是学生学习状况和心理特征最直接的感受者。而建

构主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模式和教学改革，很少应用到对

学生学习的研究。在所有文章中独著文章达 53 篇，说明这方面的

研究主要为个人研究，个人研究观点总是会过于片面，所以学术研

究需要团体的交流与合作，团体合作能够使研究更全面。在以“学

习障碍”和“小学生学习障碍”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检索结果研

究的人员主要是教师。这说明家庭和社会对小学生学习障碍的问题

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 

七、展望 

我国小学生学习障碍的研究范围小且尚未形成自己的体系，小

学生学习障碍的问题不能笼统的由一个学科来完成，要建立在教育

学、心理学、以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要拓宽该问题的研究

领域，应用更多的现代化工具，研究学习障碍科学的研究方法，制

定测评量表。学生的学子障碍不是阶段性的问题，它本身具有发展

的连续性，要从幼儿期开始预防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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