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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雷 (Midgley）认为，干预是“人们为了主动地创造变

革而采取的一种有目的的行动”[1]。 因而，干预是人们为了达

到某一特定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是属于方法论中的一种

研究方法，然而本文所讨论的形成性干预已经超越了这一范

畴，它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实际上

在心理学理论与教育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各种干

预方法的发展，其中实验法就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种经典的

干预法。 如弗洛伊德(Freud)采用的临床治疗法 （Clinical ther-
apies） [2]、皮亚杰 （Piaget）早期采用的临床访谈法 （Clinical in-
terview)[3]、勒温（Lewin, K.)以“动力场论”为指导的行动研究 [4]、
心理学家萨拉森（Sarason）在研究焦虑理论时采用的创造环
境法等，这些例子都很好的说明了干预方法是如何服务于心

理学理论的发展。 此后，这种思想被迁移到教育与学习领域，
如乔纳森（D.H.Jonassen）利用活动理论来设计学习环境，并通

过环境的设计来干预学习过程；彼得·圣吉(Peter Senge )的学
习实验室 (Learning Laboratories)、恩格斯托姆 (Engestr觟m) 变
革实验室（Change Laboratory）等众多现代干预方法在学习理
论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而对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来说，它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

理论发展与方法论变革之间的关系。 这点在维果茨基（Vy-
gotsky）的思想中是有所体现的。 方法论问题一直是维果茨基

理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学

者还是西方学者都非常清楚，维果茨基能在心理学研究中取

得如此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在研究中采用了马克

思辩证的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的心理学研究的具

体方法。 和一般的心理学建设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

简单化地用于心理学研究的做法不同，维果茨基不仅关注一

般方法论原则，更强调从一般原则中探索解决心理学问题的

具体方法。 例如，维果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具体运用

于心理学研究时就从种族发生、个体发生以及病理学三个方

面研究高级心理机能的形成。 此外，维果茨基将其方法论的

原则分为了三个分析层次： 一般方法论原则 （针对所有科

学）；心理学的方法论原则和特殊方法论原则（针对心理学范

畴中的特殊领域，如儿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等）。 且这个三

个分析层次是彼此相互配合的，最终建构了心理学方法论的

整个大厦。 从这点来说，维果茨基是前苏联心理学方法论当

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 [5]。 他在《心理学危机的历史意义———一

种方法论的研究》一文中也明确表达了心理学理论的发展需

要合适的方法工具，尽管他没有正式提出“干预”这一名词 [6]，
但是他本人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干预主义者。 然而，维果茨基

的干预又不同于传统心理学中所采用的实验法，他认为传统

心理学所采用的实验法都是按 S-R 的公式来设计的，最多也

不过是从实验的结果进行一些推测性的所谓心理分析，这在

很大程度上剔除了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的主体性。 而他在研究

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时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双重刺激

法”，在心理学研究历史上具有独创性。 他曾用这种方法进行

了大量研究，并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芬兰学者恩格斯托姆在继承和

发展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基础上，将活动理论从一个研究

不同形式人类活动的哲学和跨学科的理论框架发展为一种

方法论，并广泛应用到商业、医疗、学习等实践领域，最终发

展成一种新的集体学习理论———拓展性学习 （Expansive
Learning）①。 同样，恩格斯托姆在发展拓展性学习这一新理论

的同时，也继承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另一大遗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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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主义方法论。 然而，恩格斯托姆走的更远，他在剖析了文

化—历史活动理论所阐述干预思想与传统的实验法所代表

的线性干预思想异同点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概

念———形成性干预（formative interventions），他将拓展性学习
理论的发展与干预方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得形成性干预不

仅仅是一种研究学习理论的方法，同时也成为学习理论本身

的一部分。 此外，由于学习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研究方法

的革新，脱离研究方法单纯地研究一种学习理论与同研究一

个产品时候，只关注产品本身，而不关注生产产品的机器、工

具和人一样，这样的研究必然存在局限性，正是基于以上两

点，本文将研究的主题选定为对形成性干预的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的方法， 通过对恩格斯托姆、

列昂节夫（Leont’ev ）、维果茨基等学者的理论及思想进行查

阅、分析与整理，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发展中系统地追踪

了形成性干预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实质内涵及其在实践

中的应用。 一方面为我们探讨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发展增

加一个新的来源；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研究当代学习理论的发

展，尤其是拓展性学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从设计实验到形成性干预
今天，人类面临的学习是处在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

活动系统中。 学习活动自身变得的越来越不透明，面对复杂

的活动系统和持续变化的全球网络我们常常并不清楚我们

应该学习什么？人们需要不断解释和重新解释自己所面临的挑

战与任务， 而这些任务和挑战又很少遵循线形因果关系的规

律。因而，利用传统的基于良好控制的实验法来研究学习，其结

论的有效性和生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受到质疑。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安妮·布朗(Ann Brown)等人提出

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设计实验法（design experimentation）[7]。
他们反对传统的心理学、教育学所采用的“随机控制对照实

验法”（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认为真实的学习是嵌入在情
境中，传统的那种采用随机抽样、并通过严格控制变量的研

究范式是把实验对象与其生活的现实环境剥离开，实验得出

的结论很难直接应用到实践中去。 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这

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在实践中，设计实验虽然有不同形式的

表述，但是其基本原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实验设计的
背景是一个生态性互动系统，而不是传统的一组活动或一组

影响学习因素的列表；（2） 实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炼的过
程， 从设计实验到实现目标需要经历一个连续的迭代过程，
以不断完善实验设计的本身。 然而，恩格斯托姆认为，设计实

验法的提出实际上是方法论革新者的一种妥协产物，一方面

他们意识到传统的“随机控制对照实验法”存在局限性，需要

进行革新，寻找一种更加合法与有效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

又受到实证科学主义规则的压力，因而提出了这样一种折中

的方法。
但是随着学习理论的不断发展，这种彰显革新的研究方

法 ， 其局限性日益凸显 。 和传统的实验法相比 ， 科布

（Cobb&Confrey et al)等人认为，设计实验将关注的焦点从研

究单个个体学习者转移到对整体学习环境和学习生态系统

的研究 [8]。 前者强调所有的干预手段在实验开始前就已经设

计好，而后者则意识到学习和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希望设计

一个过程，通过多次迭代、提炼逐步完善干预方法。 但是，设

计实验从本质上来看， 仍然遵循着实证主义的线性思维，其

自身存在着很多先天不足之处：首先，设计实验从学习生态

系统的视角提出了 “动态学习环境”（dynamical learning envi-
ronments ，简称 DLEs) 的概念，强调将整个“动态学习环境”
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 [9]。 但是，它对于这样一个“动态学习环

境”概念的构成机理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建构一个具体的

实用模型。 所谓整体学习环境概念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建

立在臆测基础上，这就使得设计实验的分析单元存在很大的

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其次，设计实验的过程是一个线形过程，
由实验设计人员决定实验的原则和目标， 并通过多次迭代、
修正以完善。 从而忽视了参与者或使用者的主体性，没有考

虑以设计者为导向的革新流程和以使用者为导向的革新流

程之间的区别。 最后，设计实验范式的本身隐含着一个假设：
即环境与结果之间存在着线性因果关系。 然而，恩格斯托姆

则对干预中存在的这种线性思维提出了质疑，他借鉴了社会

学的干预研究，和教育学不同，社会学认为干预是个开放的

系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变革过程，干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阻力 （resistance）、破坏（subversion），我们不能将其看作是一
种意外干扰而在干预研究中人为的排除掉，实际上这恰恰是

干预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一种有效的干预方法中应该凸显其

重要性 [10]。 而这种看似意外的干扰因素实际上是和参与者的

主观能动性/主体性（agency）有关，正是因为人有自己的主体

性，不是对外部刺激做出机械的回应，所以，传统的那种线性

因果关系只能出现在理想的实验情境中。 在此基础上，恩格

斯托姆吸收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思想，提出了一种更为

激进的方法———形成性干预。

二、形成性干预的内涵
形成性干预是恩格斯托姆在研究拓展性学习的过程所

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新的学习隐喻（不同于传统的

“习得”和“参与”隐喻），和传统学习不同 ,拓展性学习主要不
是关注知识的传递，而是关注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关注新知

识、新活动在工作场所中创造的过程 [11]。 这是一个发展的、充

满探索与未知的过程，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 但

是恩格斯托姆本人并没有明确定义“形成性干预”这一概念

内涵， 而是从形成一个概念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思想入手，进

行了总结。

（一）形成性干预方法的核心思想

1.活动系统作为形成性干预的基本分析单元
维果茨基在研究思维与语言之间关系时, 面临着研究方

法选择的问题,传统的心理分析是采用因素分解法,这种研究
方法最大的问题在于使被研究对象散失整体的属性。 如，研

究水（H2O）为什么能够灭火的问题，如果将水分解成氢（H）和
氧（O）两个元素来分析，会发现氧能自燃，氢能助燃，分析的

结果与被分析整体截然不同，整体的固有属性散失了，永远

不能从分解后的成分中寻找到原来物体的固有属性。 因而，

学习新论 拓展性学习中形成性干预的研究 荨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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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果茨基认为， 对心理学问题的研究需要采用一种新的方

法，即单元切分法，就是将复杂的统一体划分为一个个分析

单元，这种单元不同于成分。 就像分析水的属性时，分析单元

是每个水分子，而不是构成水分子的元素，这种分析单元保

持了整体固有的属性，如同一个胚胎细胞一样，它保留了生

命的一切基本特征 [12]。
而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心理学中这个最基本的分

析单元就应该是活动系统，且随着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不

断发展，前后共经历了三代理论的变迁，其分析单元的活动

系统也在不断拓展，第一代是以维果茨基为代表，强调将中

介活动作为一个分析单元；第二代以列昂节夫为代表，将集

体活动系统作为一个分析单元；而第三代是以恩格斯托姆为

代表，关注的是不同活动系统间的互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具有共享目标的活动系统网络成为了最小的分析单元 [13]。 此

外，在活动理论中通常都借助三角模型来作为分析的辅助工

具（如图 1）。 对于整个活动系统来说，活动的客体/对象（ob-
ject ）是其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要素，它不仅是区别不同活动

的标志，也是引导活动的发展方向。 然而，由于活动系统内部

存在着矛盾，不同参与者各异的目标使得活动系统的客体/对
象/动机总是在不断变化中，正如恩格斯托姆本人所说：活动

的客体有时就像一个不断发展的马赛克———一个永远没有

终止的模式 [14]。 图 1 中客体外面的虚线圆表明活动的对象总
是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变革的可能，原因

在于活动的发展和解决的矛盾总是随着主体对于对象认识

的不断拓展而发生变化的。 而形成性干预就是要适应活动客

体的拓展性再造和重新发现的特性。

图 1 活动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Engest觟m, Y. (1987). Learning by expanding: An activity-theo-

retic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al research. Helsinki, Finland: Orienta-Konsultit.

P78）

通常而言,在一般的研究方法中,分析单元只是一个抽象
的概念,而在形成性干预中,分析单元变成了一个外在的辅助
工具———活动系统的三角模型，被实体化了。 无论是对研究

者还是对于参与者来说，在整个干预过程中，活动系统的三

角模型都会不断的被使用，包括建构新活动系统以及描述构

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此外,由于列昂节夫在研究中发现
活动系统本身可分为三个层次 ，即活动 （Activity)、行动 (Ac-
tion)和操作(Operation),而恩格斯托姆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
想， 将活动从单一活动系统拓展到不同活动系统间的网络，
活动系统也因此有了第四层次:网络活动系统。 因此，在以活

动系统作为分析单元的时候，不仅要涉及到活动系统本身在

不断演变，而且在一个活动系统内部，不同层次间也在不断

转化，分析单元在以条件为导向的操作、以目标为导向的行

动、以动机为导向的活动以及网络活动系统之间是不断移动

的。 发展在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中被理解为一种质变，这种

质变是以整个活动系统的客体/对象/动机被重新概念化为前
提，也就是活动客体的拓展过程。 然而这一变革过程的发生

与发展都不是突发性的，而是日常工作实践中的一种渐进过

程，是活动系统不同层次间的一种转化过程。 对形成性干预

而言，以活动系统作为自己的分析单元，暗示着干预是一种

形成性的、情境化，且被嵌入到参与者的日常工作实践中。 在

这个过程中，活动系统的动机成为形成性干预发展的指南。

2.系统矛盾是形成性干预的发展资源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变革的发生都起源

于活动系统内在的矛盾。 这里所讲的矛盾是不同于“问题”和

“冲突”的，是活动系统内部或不同活动系统间历史积累的一

种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 tensions），是所有活动系统中都存在
的。 而活动系统的发展就是要不断克服这种来自于系统间或

系统内不同要素间的矛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活动系

统就是一个不断生产矛盾和矛盾解决方案的机器。 原因在于

活动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当外在新要素的不断介入（如

技术的发展引起中介工具变革、新的活动主体加入等）会和

现有的要素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除了给系统带来干扰和

冲突外， 还必须勾勒为了克服矛盾而需要跨越的最近发展

区，也就是提供解决矛盾的方案。
由于矛盾是活动系统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并且是推动活

动发展的内在动力。 因此，形成性干预作为一种引导、并推动

活动发展的一种手段，必须要回应和依靠矛盾对活动系统的

推动力。 且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认清一个问题的实质

必须要挖掘它的历史根源，也就是分析它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的发展过程，即历史分析法。 这就告诉我们，形成性干预需

要建立在对活动系统的历史分析基础上， 因而在实践中，对

于发生在活动系统中矛盾的记录与分析也就成为形成性干

预的一部分。

3.主体性（Agency）作为形成性干预中因果关系的基础
在心理学中，人们常常认为需求产生动机，动机又诱导

人的行为，而行为会导致结果。 然而要弄清这其中的关系，就

离不开对事件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 麦斯威尔（ Maxwell ) 将
传统的“因果关系”概念理解为一种规律性研究，并认为这种

因果规律是不能够直接观察的，只存在于不同事件间的关系

中，因而需要采用以变量为导向的研究，是不同变量间的一

种系统关系，而不是一个因果过程（简单的说，他认为因果是

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过程，是不能观察的，只能通过变量分

析的）[15]。 而艾斯科拉（Eskola, A. ) 则持相反的态度，认为“因

果关系”作为一个真实的事件序列，是可以被观察与重构的，
采用以过程为导向的研究方法，用历史方法和叙事的证据,以
及近距离观察和记录事件演变过程才能真正解释因果关系。
并通过实验研究， 将人类活动中的因果关系分为了三个层

次：解释说明层（interpretive layer）、矛盾层（contradictory lay-
er）和主观能动层 （agentive layer）[16]，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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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新论

图 2 活动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层

(资料来源 : 改编 Engestr觟m,Y.(2011).From design experiments to formative

interventions, Theory & Psychology 21(5)：598–628)

根据维果茨基的研究， 勒温在解释“心理场”（psychologi-
cal field） 的实验中就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呈现出参与者
活动系统中因果关系的三个层次。 勒温的实验是在一个无特

设意义的情境中进行的，实验的目的是研究参与者如何通过

寻求外部的支撑点（中介）来定义自己的行为。 研究人员通过

将被实验者引入一个无人的房间然后独自离开，并在另一个

房间里悄悄的观察被实验者的行为，结果发现被实验者等了

大约 10-20 分钟左右，开始变的焦躁不安，他不知道自己是

该继续等下去还是该离开， 处于一种矛盾和犹豫不定状态，
几乎所有的成年被实验者在这个时候都不自觉在寻求一个

外部支撑点，其中一个被实验者就借用时钟的指针来定义自

己的行为，他看着时钟想：当时钟指针移动到垂直位置时，他

就离开。 于是这个被实验者就用这种方式改变了一个本来无

特设意义的情境，确定他是走还是留的行动，通过改变心理

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有清晰意义的行为环境。 在这个

实验中， 处于因果关系第一层的是参与者对实验情境的解

释，也就是要遵循实验者的规则。 当等了一段时间后什么都

没有发生，此时矛盾就出现了，即他对实验的预期规则（在解

释层形成的）和对实验实际意图探求之间出现了冲突，这是

个混乱期，有可能导致不可预测行为出现，属于因果关系的

第二层。 在矛盾出现之后，参与者为了要改变这种情境，通常

都要寻求外在的文化制品/中介 （cultural artifact ）（如本例中
的时钟）的帮助，这是参与者主体性（主观能动层）的体现，尽

管在本案例中表现为参与者继续等下去， 好像他是没有采取

任何行动，实际上从他在活动中引入中介以后，其等待行为就

彻底的改变了，变成了一种主动的行为，而不是消极的等待。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要想突破业已存在的活动模型，必须

依靠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又体现

为参与者引入外在的文化制品，并授予这种文化制品一定的

意义，将其变为一个强有力的中介符号，以此来约束自己的

行为。这就是维果茨基提出的双重刺激（double stimulation）的
基本原理，很多人常常忽视了双重刺激在建构新概念、体现

主观能动性方面的机理，而将其仅仅看作是在完成学习任务

或解决问题时的一种提升绩效的方式， 这是一种片面的认

识。 由于主观能动性成为因果关系中的一层，因而，对形成性

干预而言，记录并分析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就变得非

常有必要。 并借助记录和分析的结果，干预者可以预测参与

者的行为、质疑其提供的计划，并采取一定的干预手段来引

导参与者的行为方向。 尽管由于参与者的主体性存在，这种

干预不会出现线性结果，然而，这正是形成性干预的特征所

在。

4.实践转化作为概念形成的一种拓展形式
拓展性学习是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是将一个简单的概

念拓展成一个复杂的活动目标或形成一种新的实践形式。 恩

格斯托姆认为，概念及其意义的形成与发展都在实践中完成

的，是以不同的形式嵌入在、分布在人类的活动系统之中的，
并且承载着人类的情感、希望、恐惧、价值观及集体意志等。
在拓展性学习中，新的活动客体/对象和活动形式总是伴随着
概念的演化而不断形成 ， 这个过程总体是遵循达维多夫

（Davydov,V.V.)所提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即新活动的理

论概念的形成总是起源于一个简单的关系 （simple relation-
ship）， 经历从质疑—分析—建模—检验新模型—实施新模

型—反思—固化新实践形式的过程 [17]。
对形成性干预来说， 实际上是一种有目的的引导实践活

动发展的过程，而在拓展性学习中，实践活动的变革与转化总

是伴随着概念的形成与拓展，因此，对于干预者而言，需要追

踪拓展性学习过程中概念的形成过程，从早期不稳定的意图、
建议或质疑开始到命名、建模及固化实践形式等一系列过程。

（二）形成性干预与线性干预的区别

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形成性干预可以用来促进、引导组

织变革的进程。 具体到拓展性学习而言，恩格斯托姆等人主

要是想利用形成性干预克服学习过程中的自发性与不确定

性，有目的的引导新概念的形成与活动系统的发展。 其基本

思想是来源于维果茨基的“双重刺激”研究法。 和传统的线性

干预相比，形成性干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干预
的起点不一样：线性干预中，干预者事先知道干预的内容和

目标，且干预本身与参与者的生活活动通常是分离的；而在

形成性干预中，干预者事先对干预的内容 （或对象 ）是不知

道，且无论是干预者还是实验的参与者，面对的都是一个不

确定性、矛盾的对象，干预本身就成为参与者的生活活动的

一部分；（2）过程不一样：在线性干预中，干预过程本身是没

有什么阻力的，难点是干预过程的设计；而在形成性干预中，
干预的内容和过程受到干预者与参与者的谈判和干预形式

的限制，且根据双重刺激的机制，参与者是有主体性的，并最

终控制着活动的进程；（3）结果不同：线性干预的目标是通过

控制所有变量以获得一个标准化的方案模块，并且可以直接

迁移到其他环境中；而形成性干预的目的是为了生成一个新

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不能直接应用到其他情境中，只能为

在其他情境中新方案的设计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 原因在于

形成性干预中，参与者的主体性是一个核心要素。 （4）研究者的
角色不同：线性干预中，研究者的任务是控制所有变量；而形成

性干预中，研究者的任务是激发和维持拓展性的变革过程。
综上所述，在形成性干预中，由于强调参与者的主体性，

干预者并不拥有对干预的垄断权， 随着组织活动系统的发

展，不仅受到来自于外部参与者的干预，同时也受到内部参

与者的干预，作为实验的研究者或干预者不应期望他们的努

力能获得一个线性的结果。

拓展性学习中形成性干预的研究 荨荨

52

wangxiaofeng
Line

wangxiaofeng
Line

wangxiaofeng
Line

wangxiaofeng
Line

wangxiaofeng
Line

wangxiaofeng
Line

wangxiaofeng
Line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ht
tp
://
de

j.z
jtv
u.
ed

u.
c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三）形成性干预的过程及结构层次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晓，形成性干预是一个引导

组织变革的探究过程，干预活动本身是被嵌入到参与者日常

实践活动中的。 随着活动系统本身的不断发展，经历了从开

始———过程———结果的三个阶段，干预过程中的刺激 （包括

第一刺激和第二刺激）也在不断被重构，表现为一种层级性

的特征（如图 3）。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借上文

勒温“心理场”的实验来解释，对于这个实验中的第一刺激显

然是被实验者面临的问题和困境（离开还是继续留下等待），
然而这个刺激并不是一直不变的，随着活动的发展，被实验

者进入了一个矛盾状态（混乱期），需要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

途径，于是出现了第二刺激物（时钟）。 当被实验者考虑如何

利用时钟的摆动来界定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就把一个本来无

任何意义的人工制品人为的赋予了某种特殊意义，成为了一

个影响被实验者行为的中介符号， 这是建构第二刺激的过

程，同时第一刺激也从面临的问题和困惑转移到如何解决问

题的阶段。 等到被实验者确定在时钟指针走到垂直位置时就

离开，并逐渐安定下来静静等待的时，实际上就是运用第二

刺激的过程，此时，第一刺激也从如何解决问题进入具体实

施活动阶段。 而在这双重刺激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新

的概念，即表现为一种新的实践形式———主动等待行为。

图 3 形成性干预的过程及结构层次

(资料来源 : 改编 Engestr觟m,Y.(2011).From design experiments to formative

interventions, Theory & Psychology 21(5)：598-628 )

在形成性干预过程中，对第二刺激的设计、运用和分析

是非常重要的， 维果茨基本人将第二刺激称为 “中性刺激”

（neutral stimulus）， 但是很多人并一定完全理解其本质内涵。
在恩格斯托姆的形成性干预中，他将第二刺激的特征总结为

以下几点：（1） 第二刺激是由干预活动中的参与者积极主动
建构的。 但这并不是说，第二刺激不可以由实验研究人员提

前提供给参与者，在恩格斯托姆的拓展性学习中，实验研究

人员通常都将活动系统的三角模型、拓展周期模型等作为第

二刺激物提前提供给参与者。 然而，等到参与者真正需要借

用模型或其他人工制品时，他们不会完全接受由研究人员提

供的中介，至少需要修改这些模型或将自己的思想填充到由

研究人员提供的第二刺激物中。 （2）第二刺激的建构是一个
逐步丰富、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从一开始的模

糊、中立状态逐步变的清晰、具体。 如上例中的时钟本身就是

个中立事物，随着被实验者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最后就变

成了一个指导被实验者行为的中介。 （3）第二刺激是新活动

形式（新概念形成）产生的“锚定”装置 [18]。 尽管第二刺激的发

展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但是它始终引导着活动的发展方向，
原因是第二刺激物承载着参与者的主体性。 （4）第二刺激的
有效性只有在使用过程才能得到体现。 第二刺激本身是为了

解决活动系统矛盾而出现的，因而它是否有效就要体现在问

题解决的过程中。

三、形成性干预的理论基础
（一）维果茨基的双重刺激理论

维果茨基在研究以文化为中介的高级心理机能时意识

到传统的研究方法存在不足，需要建立一种与其研究的理论

相适应的新研究方法。 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在维果茨基不同

时期的文献中称呼也有所不同，如：实验形成法（experimen-
tal-genetic method）、历史形成法 （historical-genetic method）、
工具分析法（instrumental method）以及双重刺激法等。 本文采

用了双重刺激法，是因为这种称呼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

接受，尤其是欧美学者的认可。 所谓双重刺激，其首要目标是

激发参与者的主体性， 让参与者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行为。
在双重刺激的实验中，参与者被放置于一个有问题的结构性

情境中，并在积极引导下朝着建构一种新的方法以结束这种

问题情境，也就是说人是通过改变外部活动的环境来影响自

己的行为。 而人改变外部环境的行为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维果茨基将这种行为分为了两个阶段：一是设计阶段，也就是

建构人工制品作为活动中介的阶段，即建构第二刺激的过程；
二是执行阶段，就是利用已建构的第二刺激来控制人的行为。

恩格斯托姆利用学生在考试中的作弊行为解释了这样一

个过程：对学生来说，考试的内容或问题是第一刺激，也是活

动的对象/客体，而作弊的装置/工具（如写有答案的小纸片）是

第二刺激。由于用于作弊的纸片很小，所以学生必须要精心设

计，选择最重要或最有用的内容。设计这个作弊纸片的过程也

就是维果茨基所说的创造一个外部辅助工具用于控制客体的

过程，而纸片的设计、内容的选择以及考试中如何使用纸片的

过程实际上就将学生准备考试的内在心理过程具体化， 通过

了解这一过程比单纯审查试卷的分数更能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表现，在自己制

作的作弊工具帮助下，学生控制了自己的行为[19]。
为了更好地理解双重刺激法，我们可以将其核心思想总

结一下，首先，双重刺激揭示的是个体如何通过利用外部资

源以改变活动主体所处的环境， 并最终影响主体的行为；其

次，用来改变外部环境的手段就是要建构一个人工制品（活

动的中介工具），也就是第二刺激物；第三，主体性是影响活

动发展方向的根源，第二刺激物本身是一个中性制品，但活

动主体通过对其精心设计、赋予特殊意义，将其变成一个能

够影响和指引主体行为的刺激物，在这一过程中，活动主体

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体现；第四，第二刺激物可以是活动主

体自己建构的，也可以是由外部干预者主动提供，活动主体

在其基础上进行改造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形成性干

预成为了可能，干预者通过提供第二刺激物，有意识、有目的

的引导活动的发展。 这是形成性干预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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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原则
从抽象到具体是辨证思维的基本方法，达维多夫受伊利

延科夫思想的激发，将这种方法转变为干预主义方法并应用

到学校教育改革中。 他认为，所有的思维都一种源自于对具

体感觉的抽象， 这种抽象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经验抽象

（empirical abstraction），即对现象表面特征的一种概括；另一

种是理论抽象（theoretical abstraction），即分析现象背后的根
源，寻求现象之间的功能性关系。 通常的观察与分类都是建

立在经验抽象上， 而实践的转换和变革都是建立在理论抽象

上[20]。 按照达维多夫的认识，这种经过理论抽象所概括出来的

现象背后的功能性关系是新概念产生的基础。 也就是一个新

的理论概念最初总是以一种抽象的形式产生于现象间简单的

解释关系中，后经过一步步的丰富才会转化为一种多维的、复

杂的、连续的具体系统，这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这个过

程大致可分为六个步骤：（1）通过改变任务的条件来揭示研
究现象间蕴含的一般关系；（2）构建关系模型；（3）调整关系
模型；（4）建构特殊任务系统以检验关系模型；（5）监督任务
执行；（6）评估关系模型。而概念的形成总是伴随着实践活动

的转化（见前文），对拓展性学习而言，学习活动拓展的过程就

是新概念不断形成的过程， 而新概念的形成又遵循从抽象到

具体的原则。这就为形成性干预提供了可能，记录、分析、引导

概念产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形成性干预的一部分。

四、拓展性学习与形成性干预
(一)拓展性学习过程的形成性干预
一种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相应的研究方法的发展，与

同维果茨基在研究高级心理机能时建立起双重刺激的研究

法一样，恩格斯托姆在研究拓展性学习时提出了形成性干预

法。 和传统的学习不同，拓展性学习是一种生产活动的活动，
强调变革现有实践和重建新活动、新概念的能力。 而这样一

个过程最大的特征是其开放性，即学习活动的拓展是嵌入在

日常活动中，是一种情境性的过程，不是由实验者人为设计

的， 它的发展方向与形式是受活动主体的主体性的影响，且

这种主体性是不受外部控制的，外部的因素只能影响和干预

活动的发展，而这种干预不应期望获得一种线性结果，只能

是一种形成性的。 与一般的研究方法不同，在实践中，形成性

干预的实施过程与拓展性学习的拓展过程总是交织在一起

的，很难分清彼此。 形成性干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活动

拓展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认为形成性干预不仅仅是一

种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理论。

(二)形成性干预的具体应用———变革实验室

“变革实验室”（Change Laboratory）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的研究者们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发出来的， 是形成性干预

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是一套完整的干预工具包，用于

探索建构新型工作实践模式的微型实验场，一般是在干预者

的帮助下由中性工作团队组成。 它不能直接为组织提出一套

完善的、现成的执行方案，而是在研究人员的形成性干预下，
引导学习活动的拓展、激发参与者的思考、分析现有实践中

存在的问题，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概念。

1.变革实验室的内涵及构成
结合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变革实验室（形成性干

预）的理论思想是来源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然而在实践

中，恩格斯托姆认为直接催生变革实验室产生的因素主要有

以下几点：（1）理论研究与实践必须相结合，对工作活动的重

新设计必须紧贴日常车间的实践，工作设计的过程必须嵌入

在日常实践中，而不能产生于一个封闭的实验室中。 （2）以实
践驱动的某一具体流程再造与以观点驱动的未来愿景的建

构要辨证统一。 （3）组织变革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短

期、中期和长期的变革必须要有机结合。 （4）工人日常工作的
工具与研究人员的分析和设计工具需要结合到一起。 除此以

外，还受到客观实践的限制，作为形成性干预，它所涉及的工

作发展与学习活动的拓展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常一个周

期的时间跨度在 3-5 年，而这对于很多组织来说是难以承受

的变革风险，因而，需要对正常的变革周期进行压缩并结合

具体实践重新设计干预流程。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研究人

员根据维果茨基的双重刺激理论和达维多夫从抽象到具体

的思想创建了变革实验室。
变革实验室的核心工具是由一组 3*3 界面构成的原型

布局（基模），分别代表着 3 个不同的水平维度和垂直维度。
其中水平维度的界面代表三个不同层次抽象与理论的概括：

（1）镜像材料层（mirror material surface），主要以录音 、故事 、
访谈、顾客反馈、定期统计表等方式呈现的工作实践中的一

些关键事件、矛盾和问题等。 属于双重刺激中的第一重刺激。

(2）模型或愿景层(model / vision surface):为了便于分析与解决
问题， 研究人员/干预者们通常引进概念工具或理论模型，如

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拓展性学习圈等作为第二重刺激。 参

与者利用这些理论模型, 结合具体实践为变革中的活动系统
设计一个新的概念是变革实验室中极为关键的一步。 （3）概
念/工具层（Idea / Tool Surface）：在分析问题情境或设计新的
工作活动模型时，通常需要一些中间认知工具。 如：日程表和

流程图、组织结构图、成本计算的公式、访谈报告分类表以及

角色扮演等一些用于解决问题的具体技术，也包括参与者在

拓展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有待验证和进一步丰富的局

部方案。 垂直层面的维度是表示三个不同的时间：过去、现在

和未来。 变革实验室的工作都是从镜像材料中提供的现实问

题开始的， 而认清一个问题的实质必须要挖掘它的历史根

源，即分析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过程。 只有在认清问

题的实质与矛盾的症结后，才能聚焦活动变革的节点，构思

活动未来的发展模型，并通过变革实验室进行“预实验”。 通

常而言，在变革实验室中完成这样一个拓展性学习循环需要

3—6 个月②，上一个循环的结束同时也是下一个循环的开始，
在每个大循环中，又包含着很多小的循环（如图 4）。

学习新论 拓展性学习中形成性干预的研究 荨荨

②恩格斯托姆认为一个典型的拓展性学习循环一般包括 7个步骤:（1）质疑:个体对现存的实践或经验进行批判或怀疑；（2）情境分析：分析产生质疑的原因，包括实
践情境的变化，以便找出问题解释机制；（3）构建新模型：通过将公共认知中的最新解释关系做成简洁模型；（4）检验模型：通过对模型的试用来把握其动态性、潜在
性与局限性；（5）实施新模型：通过实际应用，进一步丰富、拓展以完善模型；（6）反馈：反馈和评价整个拓展的过程；（7）固化：将模型的实验结果变成一个新的稳定
的实践形式。 详细内容见:吴刚.一种新的学习隐喻:拓展性学习的研究,远程教育杂志,2012，（3）。

54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ht
tp
://
de

j.z
jtv
u.
ed

u.
c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图 4 拓展性学习 QAMEIRC 循环周期

变革实验室的具体运作模式主要表现为一种集体学习

的方式，参与人员包括现实工作中的实践者、管理者以及研

究人员和干预者等， 主要是通过变革现有的工作实践活动

（拓展学习）以解决镜像材料层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 正常一

个拓展学习周期是由 5-10 次的问题研讨会议组成， 这种会

议通常是 1 周 1 次，每次 2 个小时，当然会随着研究问题的

不同，会议的数量和过程也会做相应调整的。 实验室的具体

建设地点是遵循分离与嵌入辨证统一原则，通常都设置于尽

可能靠近车间的工作场所，既不同于传统脱离实践的封闭性

实验室，也不同于在岗学习（OTJ）将工厂本身作为实验室。 为

了避免外部干扰，更好地进行实验与分析，变革实验室是一

个独立的空间， 但是实验室与实践场所间的边界是开放的，
实践者感觉需要反思或帮助时， 他可以随时进入实验室，同

样，他也可以随时将实验室中的研究成果带到实践中。
由此可知，变革实验室作为研究拓展性学习的一种形成

性干预法， 实际上是将形成性干预的流程进行了高度浓缩。
研究者人员在其中扮演着一种主导性干预角色，目的是通过

影响学习的进程与方向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几种实验室研究法之比较
为了使我们对变革实验室有更清晰的认知，我们不妨把

与工作场所学习相关的几种实验室法进行比较分析。 其中库

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实验室法 /T 小组训练实验、彼特·
圣吉（Peter Senge）的学习实验室和恩格斯托姆的变革实验室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如表 1）。从出现的时间来说，勒温的实验

室法出现最早，大约产生于上个世纪 40 年代末，该方法是以

著名的动力场理论（dynamic field theory)为指导，采用行动研

究以解决社会冲突问题。 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彼特·圣吉

和他的团队针对商业管理决策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造成很多

决策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决策者的心智模型与管理系统的复

杂性不匹配，并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种新的实验室模

型， 然而彼特·圣吉的学习实验室与现实组织的特定历史文

化间是有距离的，因此，它更多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管理训练

的工具。 与前两种实验法不同，变革实验室是以文化—历史

活动理论为指导，以尽可能贴近实践场所又独立于实践场所

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微型实验场，作为拓展性学习过程

中的一种形成性干预法而广泛的应用于商业、医疗及学习领域。

从表 1可知， 由于学习实验室和 T 小组训练实验室都是
脱离实践场所的一种封闭性的实验室研究，所以，不能将其称

为对实践活动的干预方法，只能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在最近

20 年，同样受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影响，除变革实验室以

外，还有一些干预方法也逐渐在欧美学术界兴起，如，活动诊

所（the Clinic of Activity）、第五维度（the Fifth Dimension）等 [21]。
其中活动诊所干预法也是芬兰学者提出， 通过四个维度（per-
sonal、impersonal、interpersonal、transpersonal）对工作进行分析
的基础上，开启对现有工作活动进行创新与变革的研究。而第

五维度是一种以计算机为媒介，针对儿童的课后活动系统，最

早起源于美国，主要关注大学与当地社区间的合作性学习。

五、小结
维果茨基在研究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时，批判了托尔斯

泰的一个观点，托尔斯泰认为概念是无法由老师简单、直接

传授给学生的，因为概念是发展的，其形成过程是复杂的、神

秘和细微的心灵过程，任何干预都是粗暴的、拙笨的、阻碍发

展进程的力量。 维果茨基认为托尔斯泰观点的正确性在于他

肯定了概念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细微性，但谬误的方面在于

他过分强调概念发展过程完全听命于其内部的自身发展规

律，排除外部干预的任何可能性 [22]。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

道，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在拓展性学习过程中，干预是

非常必要的。 拓展性学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新概念不断

形成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粗暴的、直接的干预，按照

像两点之间最短距离的直线那样行动是不可能的，但较为细

微、复杂的、情境性的、嵌入式的形成性干预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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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ve interventions are analyzed in the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us a new study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theories.
【Keywords】 Formative interventions; Expansive learning; Culture-history activity theory; Learn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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