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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学习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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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加工是解释学生学习过程的经典理论.高中数学知识繁杂、逻辑性强，学生的学习经常会出现 

困难.用信息加工理念来看学生的数学学习，可以从感觉输入、注意与模式识别、提取、编码等环节， 

有效地把握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实现对不同层次学生的数学学 

习进行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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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为本”是一个被逐步认同的教 

学理念，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以生为本 

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去研究学生的学习 

过程，只有知道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 

生了什么，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教学举 

措.髙中数学学习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 

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数学知识的繁 

杂加上逻辑的复杂，使得很多学生在构 

建数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举步维艰，而 

这些现象实际上又可以在一些学习理 

论中得到解释. 笔者在师范学习的时 

候，对信息加工理论具有一定的印象，近 

来用其解释髙中数学学习的过程，竟然 

很有收获，在此将自己的收获呈现出来 

与同行们分享.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课程改 

革之后对教师的教学方式出现了许多 

新的提法，与传统的教学方式之间也有 

过冲突和融合的争论.笔者以为，无论 

是过去的讲授式教学，还是后来提倡的 

自主、探究、合作式教学，以及当下强调 

的核心素养引领教学，并且一定程度上 

对课程改革中的一些激进措施的反思， 

其最终的落脚点应当是一样的，那就是

研究学生学习过程的有效性.只要学生 

的学习过程是有效的，那教学方式就是 

恰当的.而信息加工理论作为解释学生 

学习的重要理论，理应继续发挥其应有 

的光芒.

襛 信 息 加 工 理 论 对 高 中 数 学  

学习的适切性

信息加工理论是西方教育教学研 

究者及心理学家提出的，经过了历史检 

验的一种教学理论，在我国教育心理学 

界有着相当的影响.而信息加工理论之 

所以有这么广泛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对其学科教学有着很强的解释 

功能.由于近二十年来教学研究更多地 

在教学方式变革、课程改革这些领域进 

行，关于寻找恰当的解释学习过程的理 

论有些被忽视了，因此重新梳理这种适 

切性，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这里以髙中数学中一个基本概念 

“映射”为例，来谈谈这种适切性.

信息加工理论是从学生的记忆角 

度解释学习的. 在学生的生活与学习

中，总有一些知识会被学生长时间记住， 

从而进人了信息加工理论称之为“长时 

记忆”的领域曰而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些 

新的问题或新的情境的刺激，学生又总 

会接收到一些新的信息，这些信息被“有 

选择性冶(通过感觉记忆来完成)地选择， 

进而与长时记忆中的相关内容发生相 

互作用，于是新旧知识开始发生联系，学 

习也就开始了.

映射概念学习的过程中，需要理清 

这样几层关系：第一，学生在学习映射 

的时候，已经学过了集合、函数等概论， 

知道函数是建立在两个非空数集之间 

的单值对应，这是数学知识的经验.此 

外还有生活经验，比如说班级中每个学 

生都有一个对应的身髙或体重等，这也 

是非空数集的单值对应.这些内容在信 

息加工理论中，都属于长时记忆中的内 

容.第二，在映射概念出现之前，教师需 

要知道学生建立映射的关键，在于能够 

从长时记忆中的这些事例中，通过分析 

综合的办法，得到一个共同点之后用数 

学语言表达，于是就可以得到“A ，B两个 

非空集合按某种对应法则，存在着A集

2 2  > 2 0 1 7 年第 8 期（下旬）

mailto:sxjk@vip.163.com


>教学改革数学教髓 遍 纖

合中的每一个元素在B集合中都有一个

惟一对应的元素，那这个单值对应就叫 

作A集合到B集合的映射”的理解.这里， 

学生从长时记忆中提取这些事例并分 

析的外因，在于教师有效的情境创设与 

问题引导.第三，根据信息加工理论，学 

生的学习是发生在介于长时记忆与感 

觉记忆之间的工作记忆过程中的，具体 

地说，教师通过情境创设或提出问题，实 

际上是通过学生的感觉通道(包括视觉、 

听觉等）引起学生的注意，并让学生的 

注意指向所需要学习的内容.当学生发 

现后，则必然会到长时记忆中寻找相关 

的内容，以促进信息的加工，这就是编 

码与提取的过程.映射概念的构建过程 

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对实例 

的判断来强化对映射概念的理解，这就 

是一个有效引发学生注意力集中，并利 

用映射的定义与例子相互作用的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类似于映 

射这样的概念（包括其他的一些数学规 

律 ）的教学，其实都是学生长时记忆中 

的内容，在感觉通道接受了信息刺激之 

后 ，发生的新旧知识相互作用，并通过 

编码的方式形成新的数学知识的过程. 

因此，用信息加工理论来解释髙中数学 

学习，是非常恰当的，也说明信息加工 

理论的价值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魅力退减.

襛 在 数 学 教 学 中 促 进 学 生 有  

效的信息加工

对于教师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 

是促进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有效 

地进行信息的加工，这就需要从信息加 

工的三个环节着手.

首先，感觉输人的环节.该环节对应 

着当下教学方式中的引人环节，外在诀 

窍在于创设良好的情境并提出好的问 

题，内在关键在于让信息有效地输人学 

生的大脑.比如说“指数函数”的教学， 

通常提供的就是细胞分裂或者是原子 

裂变的例子，这些例子的好处在于学生 

比较熟悉，且又是跨学科的，因此在数

学课堂上呈现这些例子，能够有效地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如果教师能够迅速地 

从数学的角度来描述这些例子，即将学 

生的注意力从细胞分裂本身，转向数的 

变化—— 1变2,2变4,4变8……那学生的 

注意即会随之转向数学本向，这样就完 

成了一个有效的感觉输人的过程.

其次，注意与模式识别的环节以及 

提取环节.该环节是将学生的感觉记忆 

与长时记忆连接起来的过程，需要强调 

的是，学生在学习中，注意是有选择性 

的，在指数函数的学习中，如何让学生 

的注意完成对有效信息的选择，是很关 

键的.事实上，当学生发现数的倍变规律 

之后，并没有意识到这与函数有关系，这 

个时候就需要教师用问题来引导，一个 

“如果一次分裂需要10分钟，那1小时之 

后一个细胞能分裂成多少个细胞”这样 

的问题，可以直接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到 

函数的研究之上.模式识别则是为了到 

长时记忆中寻找与问题解决可能相关 

的知识，比如说上面的例子与问题呈现 

之后，学生会下意识地想：要解决这个 

问题，肯定需要建立一个函数式—— 此 

时，函数式以及这一想法，其实就是长 

时记忆中的内容.当这个内容被学习模 

式有效地识别之后，就被提取到工作记 

忆中参与信息的加工，从而让学生顺利 

地得到y=2x的表达式，进而代人数据进 

行计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从长时记忆 

中调用的).

再次，编码环节.编码是生成新知识 

的重要过程，也是学习得以发生的标志 

之一.指数函数学习的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学生知道了指数函数的概念、解析 

式、图像等，这些知识从信息加工的角 

度来看，就是编码之后的结果.指数函 

数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概念，其是上面例 

子中的指数特征(变量出现在指数位置） 

加上学生已有的函数概念组合而成的， 

而解析式、图像、定义域、值域、奇偶性、 

增减性等，本身就是前面函数学习中形 

成的一种近乎模式化的认识，这种认识 

在包括指数函数在内的其他函数学习 

中，都可以由学生顺利地提取，进而促

进编码，以保证新知识的形成.

这三个环节分开阐述比较长，也是 

从描述的需要才分开阐述的.实际上，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是一体的，是不断 

地交错发生的. 发生的时间也是很短 

的，总的来说，学生的学习，就是感觉记 

忆与长时记忆中的内容不断地在工作 

记忆这个环节发生相互作用，不断地编 

码得出新知识的过程.

襛 从 信 息 加 工 的 有 效 性 看 学  

习结果的分层

用信息加工解释髙中数学教学，会 

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在 

进行信息加工，为什么会出现成绩好和 

差的情形呢？这就涉及信息加工的水平 

与学习结果的分层问题了.

一个事实是，不同学生长时记忆中 

的原有数学知识基础与经验基础肯定 

是不同的，不同学生的感觉通道也是不 

同的，不同学生的注意能力与提取、编 

码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同一情境的刺 

激，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学生会获得相同 

的信息，更不意味着所有学生都会从自 

己的长时记忆中提取相同的材料，不同 

学生的工作记忆中的加工过程更是不 

同，因此，学习出现差异是必然的，这也 

是信息加工理论存在生命力的另一个 

原因.

反之，教师要促进不同层次学生的 

学习结果，就不能只是看学生的成绩，而 

要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看学生在数学信 

息加工的过程中，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 

题.真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才能找到分 

层教学的有效依据，也才能对不同层次 

的学生有各自适应的针对性措施.

总之，在髙中数学教学中，运用经 

典的信息加工理论来解释学生的学习 

过程是恰当的.当然，信息加工理论并 

不因为其经典而失去自身的系统性与 

复杂性，笔者对信息加工理论的学习还 

处在初步阶段，对许多概念的理解与对 

学习过程的表述还有理解不透的地方， 

因此上面的理解可能存在谬误之处，这 

里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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