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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基于加涅的学习层次理论的课堂观察 
——读加涅《学习的条件与教学论》有感 

◆高  萍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1982 年美国心理学会将“应用心理学杰出科学奖” 颁发给

一位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通报中说：“他在人类学习领域做出了
出色的、有重大影响的工作。他对知识获得的研究形成了学习层
次理论，促进了人们对学科内容的研究和课程设计。他写的《学
习的条件》(1965 初版)一书清楚地、才华横溢地阐明了人类各种
学习与教学法之间的联系，激起了人们把学习心理学运用于教育
的兴趣。” 

这位心理学家就是加涅，这本代表 20 世纪末科学心理学与
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最高成就的就是《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1985
更名）。在他学术生涯的中后期，他既吸收了信息加工心理学的
思想，也吸收了建构主义的心理学思想，逐步形成了一个能解释
大部分课堂学习的学习论新体系。带着课堂实践中的诸多困惑，
我捧起了这本书，潜心研读。期望能从中找到教学的来路与去路。 

《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一书共 15 章，作者用 11 章的篇
幅阐明每一类学习的性质，有效学习的条件以及它们的教育含
义，从而构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习论新体系。这本书中最
为著名的观点是加涅提出了八类学习，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是：(1)
信号学习；(2)刺激－反应学习；(3)连锁学习；(4)言语联想；(5)
辨别学习；(6)概念学习；(7)规则学习；(8)问题解决。在《学习的
条件》1985 年的修订版中，他将八类学习中的前四类作为学习
的基础形式，总称联想学习。在联想学习的基础上，出现五种学
习结果，即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和态度。
其中智慧技能分为五个亚类：.辨别、.具体概念、.定义性概念、
规则、高级规则，他提出的学习层次理论。加涅的学习类型，比
布卢姆的分类使用了更专门的术语，并且在低、中水平上所排列
的学习类型比布卢姆的分类构成了更细的级别，但在较高水平上
的级别则较少。因此，加涅提出的学习分类中的那些简单的和相
对孤立的学习类型，对低年级的教学比对高年级讲授有组织、有
条理的知识更为适合。 

读这本书的时候，不禁联想到参加北师大国培时听到过的一
节课。这节课是一节一年级的数学课，授课的教师来自北京翠微
学校。上完课以后，这节课引起了听课国培教师的热议，不同学
科背景的教师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几位资深的数学老师
从教材的编排和一年级学生的特点介绍了这个专题教学的难度，
我不敢做任何评论，因为我是一位语文教师，在数学专业上属于
门外汉。但是读到《学习的条件与教学论》这本书以后，我知道
从学习理论和教学论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学科教学的原理都应是
同理同宗，这让我对这节课的教学也有一些思考。 

一位四十开外的女老师带着 30 个一年级的孩子，她们的脸
上带着真诚的笑容，就像洒在窗外绿草地上冬日阳光。黑板上用
漂亮的卡纸板书这课题“认识图形”。 

导入部分，老师让同学们介绍自己带来的各种形状的物品。
又让学生认识、观察 PPT 中呈现的 10 种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物体，
并将它们进行分类。通过学生反馈，我们发现孩子们分类的依据
不一样，有的按照是否可以滚动来分，有的是按照形状来分，一
部分孩子对于长方体、正方体不能准确分类，还有的将某个物体
重复分类。老师将不能明确分类的一个物体做了暂缓解决的处
理。接下来，老师概括出了球、圆柱、正方体、长方体的名称，
并带领学生通过观察、触摸去发现每种物体的特点。教师指名学
生逐个说出球体、圆柱体、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点。 

在探究长方体的正方体的区别的时候，教师和一个学生的对
话过程引发了我的思考。现将这个教学片段还原如下——— 

师：（手持长方体和正方体实物）你来说说长方体和正方体
有什么区别？生 1:长方体是长的，正方体是正的。 

师：还有谁说？ 
生 2：长方体做邻居的两条边和面不一样长，正方体的一样

长。师：你说的是面还是边，（手势比划）这叫面，这叫边。 

生 2:（感到了教师有所导向）做邻居的面不一样长。师：
说面时不叫长短，说面时叫大小。 

生 2:长方体做邻居的面有的大，有的小，正方体四四方方
的，四个面一样大。 

师：数数正方体几个面？ 
生 2：（有些不好意思）六个。（停了一会）长方体做邻居的

面不一样大， 
正方体四四方方的，每个面都一样大。 
师：（面向全班同学）你们注意听了吗？生 2 同学说的正方

体的特点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生 3：四四方方的。师：是这个吗？ 
这个连续五次纠正自己的发言的同学是个个子小小的，斯斯

文文的小姑娘，虽然她在表述这个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区别时多次
不正确，但是丝毫没有胆怯退缩，仍然“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
修正自己的表达。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在班里属于善于思考又虚
心好学的好学生。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只觉得这段教学非常费
力，但是为什么费力，我还不甚明了。 

带着这个疑问，我从加涅的学习层次理论中寻求答案，终于
找到了一些头绪。从刚才的教学片段来看，学生要区分长方体和
正方体，就要进行辨别学习和概念学习，这两种学习交互进行。
学生在进行这两类学习的时候，都必须有一个前提 

——即词语联想学习。词语联想学习是一种形成一系列的语
言单位的连锁学习。加涅指出，概念学习是以词语连锁为基础的。
如果学生没有可用于概念学习的大量词和句子组成的词语连锁，
那么获得概念的学习能力就会减弱，所需时间也会相应延长。 

而我们知道，低年级学生语言和思维能力相对较弱，要想进
行合适的数学词语联想还是有困难的，这时需要教师面向全体引
导和帮助。如：首先，教师此时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恰当的词语联
想，回顾以前的图形知识，观察这两种形状的要素：面和边（也
可以说棱）指导学生从面的大小和边的长短去找不同，将盲目的
观察导向有序。 

其次，教师在学生辨别的基础上，应本着由简入繁的原则，
调整切入点，带领学生先认识正方体的特点，即六条棱相等，六
个面相等。在这之后，可以用几个正方体实物来请学生判断，以
强化对正方体的认识。按照加涅的观点来看，只有学生能够在各
种不熟悉的情境中识别出正方体，把正方体的概念推广到各种新
的条件之中，才说明学生掌握了所有正方体。 

而后，教师可以以对正方体的认识为起点，请学生以实物
观察，小组讨论的方式来发现长方体与正方体的区别，并再出
示几组实物长方体和正方体，请学生加以辨别。在这个环节中，
教师引导学生将判断标准聚焦到六个面的大小是否一样，一样
即为正方体，不一样即为长方体。这样化繁为简，层层深入，
学用结合，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谐共生，能达到更
好的效果。 

感谢这本书让我更深入地思考课堂教学，能从纷繁复杂的教
学元素中理清关系，追本溯源。但是我知道，学习的现象非常复
杂多变，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加涅的理论可能在如数学这样
的规范学科中容易应用，但可能难以在语文这样非规范的学科中
应用。语文教学，人文性是其最重要的价值追求，注重情感的感
染。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实践、积累、感悟、熏陶，哪一个教学环
节都不可能是某一种学习类型的单独呈现。因此，我知道，学习
加涅的著作，首先应该透彻研读他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并用他
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推进自我课堂创新。但是，研读加涅著作
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超越书本。在自己的语文课堂实践中，既遵
循语言文字的基本规律和语文教育的科学方法，又能切合学生身
心发展的规律和潜能，两者有机融合，互生共进。让语文教学兼
具理性与感性的和谐与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