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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脉络 

个体认知取向 

交互取向 

个体认知研究和交互观点研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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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化研究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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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信息结构及过程：参与者已有的以及在活动参与过
程中利用情境建构起来的结构。 

两个例子： 

1、认知学家对问题解决的研究 

2、认知学家阅读的问题 

个体认知取向注重信息结构的建构以及支持理解和推理的程序。受个
体认知结构观点影响的教学实践强调这些信息结构的建构过程。 

一、个体认知取向 



交互取向关注参与结构与过程 

参与者结构：人们在物质系统和技术系统的帮助下，如何按着计划与对
方交谈，如何评价、协调彼此的交互作用，目的是为了识别系统中的不
同因素在参与共同活动时协调其行为的模式。 

交互研究关注整个互动系统。交互研究找到了会话交互的几个重要模式： 

话轮转换、开放和封闭话题、对报告和讨论过的概念中明显错误进行修正式
分析。 

交互研究的重要贡献：它让许多教育家产生一种直觉，为学生学习指定
的目标可以依据专业学者的实践来获得。 

二、交互取向 



三、在认知分析中运用交互 

• 将各种独立的认知与交互概念和方法统和的策略之一就是
从认知的角度进行研究然后扩展到两人以上的交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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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境化视角 

情境化方法的明确特征不再是关注个体学习者，分析的焦点
在于活动系统： 

学习者 

教师 

课程材料 软件工具 

社会组织 

活动系统 



情境化 

情境化观点基于并综合了两大类行为研究项目：认知科学、交互作用研究 

认知科学 
关注信息的模式，假定信息模式是在活动中建构和创立的，关
注的是个体 

交互作用 

研究 

关注群体中的个体在其环境中与物质系统级信息系统发生互动时

的协作模式。 



情境化视角 
在交互分析中包含信息结构 

1 
• 情境化视角目的是整合认知与交互研究的概念和方法 

2 
• 情境化视角中，分析的主要焦点在于活动系统的表现和学习：
人的集合以及其他系统 

3 
• 情境化视角认为，个体认知是与更为普遍的交互模式相联系的。
强调个体与系统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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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化视角研究分布式认知：群体中人们使用复杂的技术制品，
利用在任务期间生产的材料表征（图表、图形、模型）进行问
题解决、计划和推理活动。 



情境化视角 

数据是交互作用的记录，而不仅仅是“口头报告” 

符号结构是怎样产生的： 

   
学习科学注重信息结构形成与使用的方式，以及在活动系统的哪
些方面使用。      

情境化观点认为意义是个体达到相互理解的联合行动以及个体表述自己
观点时引用的观点或事件这两者的关联。 

个体认知取向按着个体心理活动的层次来分析这些过程，情境化视角从
活动系统层面来分析。 



情境化视角 

从表征到表征实践： 

活动中的实践： 

           情境化研究关注活动系统的特性，特别是系统各组成分之间的协调原则--

----参与者、环境中的技术与工具、信息结构，以及参与者在活动中与问题相关
的实践。（活动通常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参与者花大量精力协调协作活动。 

协调失败 

协调正常 

协作活动停止 

协作活动正常 



情境化视角 

对结盟有贡献的实践： 

情境化视角通过考察群体共同的社会习俗及个体参与活动的方式解释联盟。群
体有一些协议。加入一个团体就要理解对团体而言非常重要的公约和惯例。 

结盟取决于参与者在活动中作出的贡献的共同做法。 

贡献 

（开始） 

提出或建议一个行
动 

（协商） 

提出的行动可能要
讨论或修改 

接收 

行动的目的有共同
的基础 

行动 

最初的参与者或其
他参与者执行行动 

（协商） 

此行动或结果可能
要被评价或改变 

接收 

行动需要马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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