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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我们应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学习,延伸并深化学习的意义。 有意识的学习只是学习生活中的一小

部分,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几乎都发生在正规学习环境之外。 非正式学习无处不在,经常发生在我们通常认为不

是学习环境的情景中,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 本文着重探讨一些在正式学习之外值得我们关注的学习,以期

使人们看到学习全景的广阔性和综合性,以及学习模式的多样性。 今天的学习者处在一个丰富而多样、不断且

剧烈变化的学习全景图中。 传统的学习定义已经不能反映这种复杂性、丰富性和美感了。 作者认为对正式学习

的过分关注会使一个更完整、全面和综合的学习概念变得模糊。 在目前对学习定义缺乏的背景下,作者提出了

另一种对学习定义的方法,即“不定义冶,因为“不定义冶的目的是要消除当前对学习界定过于狭隘的边界。 在这

些过分狭隘的定义基础上产生的学习观,已经在很长时间内左右了教育政策和研究进程,使它们不能满足当今

时代的需求和利益。
[关键词] 摇 学习;学习全景;学习生态圈

[中图分类号] G40-03摇 摇 摇 [文献标识码] 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 1007-2179(2014)02-0111-10

[收稿日期]2012-10-24摇 摇 摇
[作者介绍]简 ·维瑟(J. Visser),美国佛罗里达学习发展研究院( jvisser@ learndev. org)。 刘音,上海开放大学外语系。

摇 摇 我们总在学习。 这毫不夸张。 只要我们活着,
我们就在学习。 事实上,学习与生活密不可分。 学

习是构成完整的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我

们出生前的就个月,学习就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生

命结束。 但是,生命结束,学习就真的结束了吗? 任

何一种新的人类机能的出现都经历过一系列的进

化———基因及文化方面———这让新的机能在原有基

础上发展并替代。 因此,其他人也同样会在与后代

相关、有效的学习基础上发展并替代我们。
渐渐地,这样的后代,包括那些正在长大的人,

将成为“行星的一代冶。 整个世界无处不在的分享

信息的机会,让我们和他们都越来越意识到,在这个

有限的小星球内,我们要共享机遇、资源和多样性,
特别是挑战和问题。 当前的这些背景深刻地暗示我

们,应该从终身、全方位以及跨代际的角度看待学

习。 食物等有限资源的获得不公平;全球财富和权

力的分配不公正;水资源稀缺;传统能源生产方式的

不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退化;社会凝聚力的瓦

解;肆无忌惮的城市化与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巨

大丧失,这些仅仅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部分重大问题。
如果人类还想生存下去,这些问题还会越来越受到

子孙后代的关注。 (Barnosky et al. ,2011)这些问题

构成了多重灾难,解决这些问题是人类在地球可持

续生 存 的 必 要 条 件。 ( Morin & Kern, 1999 ;
Crutzen,2002 ; Sachs,2007 )人类在地球上可持续、
有建设性的存在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挑战反应不

足、不及时所牵涉的风险,让我们不断地反思如何

学、学什么,以及如何理解、促进和培养学习。 学习

不但是紧迫的,也是与之高度相关的。 我们要开始

从不同角度看待学习,延伸并深化其意义。

一、不同视野下的学习

摇 摇 可能对学习最常见的理解———当人们听到“学
习冶一词,脑海中立刻浮现的场景就是一群孩子、青
少年或年轻人坐在一个像教室一样的场所,由一位

知识渊博的人给他们上课,并使用黑板或课本等一

些辅助手段来促进交流。 基于这个初步理解,人们

或许会同意,教室并不一定需要有墙围起来。 树荫

下、屋顶下,都可以成为教室,正如我在非洲工作时

经常看到的那样;黑板可以是临时准备的一块上了

漆的木片;如果买不起,也可以不用课本;老师可能

知识不足,缺乏必要的教学技能,但是他们都有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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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教好学生的动力。 在另一种奢华的教室里,放
置着充足的舒适家具、有效的交流工具、示范装置和

让学习者实际动手获得经验的设备,以及最出色且

知识最渊博的老师。 不管奢华或高级,教室未必一

定是实体的空间。 它们可以是封闭或开放的虚拟学

习环境,学生在其中互动,在线老师或助学者通过数

字方式,即可陪同学生学习;学生在他们现实生活或

虚拟环境中,用各种工具或设备支持自己的学习。
无论学习过程是以上哪种形态,大部分人都会

把学习看作是在周密计划的条件下发生、有特定的

学习目标、能满足学习者需求的活动。 事实上,这种

教育的比喻明显支配了———如果还没有明确表

达———被广泛接受的学习定义所包含的内容。 因

此,终身学习经常被解读为终身拥有获得这样周密

计划的学习经历的机会,如某种短期或长期的面对

面课程或培训项目、各种远程教育经历,以及个体或

集体参加的自学课程。 然而,这种有意识学习———
学习者有意学习或看到满足学习需求的机会———仅

仅是我们学习生活的一小部分。 (Bransford et al. ,
2008) 我们总是在学习,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 是

否赞同这一说法显然取决于如何定义学习。 因此,
让我们来看看学习的意义。

二、学习的意义

摇 摇 为了更好地理解学习的意义,本世纪初,学习发

展机构开展了“学习故事项目冶 (Y. L. Visser & J.
Visser 2000 ; J. Visser et al. , 2000 ; Learning Devel鄄
opment Institute: Meaning of Learning [ MOL] n.
d. )。 全球数百人被要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生

活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学习经历是什么?冶调查对象

有老人、中年人和青年,文盲和非文盲,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的人;他们一般在研讨、开会、培训和日

常工作场所或在线参与调查。 该调查要求他们以严

肃的态度,不仅把学习看作是正规学习的结果,也包

括在正规环境以外的学习。 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一两

页的书面小作文,但也有人写了一首诗、画了一幅

画,或进行口头描述或表演。 此外,调查还要求他们

说明为什么认为这些学习经历对他们而言尤其具有

意义,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获得的。 在对这些描述进

行分析后发现,调查对象中出现一个清晰的趋势,即
学习者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学习空间的居民,而大部

分学习空间没有受到以上提到的教育比喻的启发。
(J. Visser et al. ,2002; M. Visser and J. Visser ,
2003b) 调查对象所描述的最有意义的学习经历通

常都跟情感相关,而情感在正规教育领域一般不受

重视。 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几乎都发生在正规学习环

境之外。
因此,我们有理由设想一个综合的,包括正规、

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学习全景图,引导学习者和

各种学习型社团的终身发展。 刚刚提到的正规、非
正规和非正式学习三个概念通常都按照这样的顺序

排列,依据的标准是这三种学习在结构、要求和预期

上的正规程度依次减弱,以及假定的相关性和重要

性依次减弱。 这种划分或许能得到政策制定者和教

育基础设施规划者的认可,但从学习者角度看,这样

的划分没有什么意义。 真正的终身学习者把他 /她
的学习理解成一个完整的经历。 因此,科利等(Col鄄
ley et al. ,2002)在广泛研究有关正规、非正规和非

正式学习的文献后指出,这些概念的局限和相互关

系,只有联系学习的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广泛

背景,以及使用这些概念的人对学习的观点,才能得

到透彻的理解。

三、难以定义的概念

摇 摇 非正式学习是个难以定义的概念,恰当地说,是
用词不当。 说它是用词不当,是因为学习不分正式

或不正式。 学习就是学习。 学习在正规程度上的区

别和差异,不在于学习本身,而在于引发学习的道具

和环境。 因此,为了本文的讨论,“非正式学习冶一

词应该理解为“在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冶,即所有在

正式学习环境之外的学习。 正式的学习环境是有意

识地设计和安排来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 这些目标

通常是获得能力,是可以衡量的。
这种任何正式环境外的学习或许才是比在正式

环境中的学习更重要、更普遍的。 利文斯通(Living鄄
stone,1999)把非正式学习比作一座冰山———从表

面基本看不见,大部分的非正式方面都淹没在水下。
利文斯通调查并研究了加拿大成年人的非正式学

习。 结果显示,超过 95% 的调查对象“正在参加某

种形式的、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显性非正式学习

活动冶。 他们在这种非正式学习上平均每周花 1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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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不包括“隐性非正式学习冶。 显性非

正式学习不同于隐性非正式学习,如果是前者,那么

学习者会把学习看得非常重要,包括所获得的知识、
理念或技能以及学习的过程( Livingstone, 1999)。
以上的研究发现与加拿大(Tough, 1979 )和美国的

研究(尤其是基于“1979 年美国全国青少年纵向调

查冶的研究)结果一致。 根据利文斯通的分析,在过

去几十年里,尤其是近几年,非正式学习的发展趋势

明显增强。 然而,尽管非正式学习非常普遍,但我们

对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还了解不够。 原因很简单。
如果没有合适的条件让这种学习发生,那么几乎没

有研究者会去衡量这种学习的影响。 这种学习被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它的条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的一样。 此外,现有对学习的理解和定义大部分仍

然完全依据这样的观点,即学习是学习者外部力量

的有意识行动的结果,学习是细致周到的教学,或者

学习要接触并融入精心设计的学习环境。 在这种观

念下,学习者就是被干预的对象,目的是要给他们带

来变化。 根据这样的定义进行的调查研究经常会关

注学习成果,有时候也关注更有趣的学习过程。 我

们已经认识到即便缺乏刻意的干预,学习也能发生。
然而,就算学习发生了,也会被看作偶然或意外的,
很少会受到像正式环境下的学习一样的重视。

但是,非正式学习无处不在,而且经常发生在被

我们认为不是学习环境的情景中。 此外,非正式学

习可以达到的目的与正式学习的目的不一定相同。
具体来说,非正式学习的目的往往超出了“促进经

济领域生产力发展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 p.
6)的要求。 此外,非正式学习者的特点可能与正式

学习者有所不同。 利文斯通(Livingstone,1999)发

现了一个有趣的、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的结果。 在被

调查的人群中,“很多情况下,受过较少学校教育的

人,他们的知识面和能力并不比受过较多学校教育

的人差冶 。 所有这些偏离主流的学习观使我们难以

确定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就导致我们不重视非正式

学习,把它看作在“真正的冶学习领域的边缘甚至完

全在领域之外,因此不值得认真研究。 我们对非正

式学习知之甚少,用利文斯通的话说:
成人学习可探测的那座冰山中,淹没水下的那

部分非正式学习不像有组织的教育那样,有同样的

层级结构。 对非正式学习的过程和成果的理解,我

们仍然处在“以太冶阶段,对其内部运动几乎没有

了解。
我们目前对这一事实知之甚少,这是一个让我

们努力去发掘的很好的理由。

四、学习全景的简明指示性调查

摇 摇 学习全景是复杂、多样、综合的,正式学习是其

中的一部分,但其它各种学习模式也在其中。 下面

我们将着重探讨一些在正式学习之外值得关注的学

习。 虽然观点还远不算完整,但是之所以把这些观

点呈现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学习全景的广阔性,
以及学习模式的多样性。

(一)自由选择的学习

学习源于人们与文化表达和自然美景的互动,
源于博物馆、音乐厅、剧院、电影院、考古公园和自然

保护区表现的人类创造力和成就的产物。 在这种背

景下,人们学习的程度通常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因此

福尔克与迪尔金创造了自由选择的学习这一概念

(Falk & Dierking,2002)。
(二)社会情境中的学习

社会情境中的学习是指人们参加以社团为基础

的各种组织的学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的数

字模式的对话和交流,比如在社交网络、网站或打网

络游戏时的交流。
(三)工作场所的学习

工作场所的学习是非正式学习的另一领域,其
普遍性和重要性正在得到认可 ( Loewenstein &
Spletzer ,1999),同时,我们也要明确知道“正式培

训、非正式培训和‘做中学爷的区别冶这些都有待于

进一步分析(Frazis & Spletzer, 2005 , p. 57)。
(四)远程教育

由于远程教育不断努力地提供各种课程,甚至

整个教育项目,现在远程教育是传统面对面方式的

重要替代选择。 这种远程提供教育的方式存在已

久,通过邮政、广播和电视,学生和老师或助学者可

以互相交流(Schramm et al. ,1967)。 然而,远程教

育的范围已经远不止于此了———越来越多的学习被

认为是数字化学习———由于网络交流方式的到来,
以及网络教学平台的运用,让学生和老师间的互动

模式得到发展,与传统的教室教学形成了竞争

(Moore & Tait,2002)。 如果应用得当———可惜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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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非常少见,那么教育中使用这些新技术会比传

统学校,给那些想学习而又没时间坐在传统课堂学

习的人提供更好的帮助。
(五)自学

大部分的远程教育都努力仿效正规学校的教与

学的特征(Simonson,2000)。 因此,远程教育模式下

的学生,他们的学习动机通常就是从支付学费的机

构那里获得文凭、证书和学位。 然而,同样是由于这

些推动远程教育发展的技术,还有一种学习方

式———是学习者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文凭,而且几

乎或完全不花钱———正在出现。 越来越多的教育材

料可以通过互联网免费(OER Foundation n. d. ; MIT
Open Course Ware n. d. ; TV Ontario n. d. ; Science
Friday n. d. )或用比在传统机构上课要少的花费

(Teaching Company n. d. )获得。
(六)早期学习

或许最有效的非正式学习在我们生命之初就发

生了,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在那时候,我们通过操控

环境,并让环境对我们有利的方式,开始熟悉和了解

周围的世界, 除此之外, 我们也没其它事可做

(Gopnik et al. ,1999)。 在这发现之旅中,婴儿是主

导,成人环境会作出自发和友好的反应,小心地提供

可能的鼓励,同时也谨慎地避免打断或阻碍这种非

正式学习的过程。 那些意在培养婴儿学习的人们,
把促进婴儿的学习看作是这个学习的儿童自然而然

地与恰如其分的学习机会互动的过程。 当孩子上学

后,这个过程会变得多么不同啊!
大部分早期学习是婴儿和照顾他们的人之间交

互的行动和反应。 唐纳(Donald,2001)认为,这种早

期互动“把婴儿渐渐成长的思维与照顾他们的人的

思维,最终与这个社会的思维紧紧扣在一起冶。 里

甘(Egan,2008)说到:
躲猫猫游戏、共同伸出舌头、躲藏与发现、泪水

与欢笑———都将渐渐影响语言。 期待与满足的仪式

成为故事;装扮游戏成为比喻;我们的幽默感成为笑

话;顺序与模式成为数学和韵律,等等。
这样的学习都不是正式学习,而是与我们后来

的学习一样,是参与其中的人们自我组织的学习,有
时这种学习也得到了正式情境中学习的一些帮助。
然而,我们从收集到的学习故事中发现,当孩子开始

接受教育后,严格的正式学习同样也可能阻碍他进

一步的发展。 首先,深入地了解非正式学习的运作

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掌握如何理解非

正式与正式学习———分别地———作为学习全景的组

成部分,在生态上的共存和互动,而不是相互独立

(J. Visser ,2008)。 其次,从如何有效进行非正式学

习和如何促进非正式学习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也可

以揭示一些改进正式学习的方法。
(七)为了转变和为了全面发展的学习

老年时期的学习,虽然经常会伴随着痛苦的经

历:需要与病魔和体虚抗争;与生老病死谈判(这或

许称之为“为了全面发展的学习冶),但是它毫无疑

问地构成了个人学习的另一个(从其自然规律上说

也是最后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学习的方式与学

校学习不再有什么联系。 但这也是学习,甚至可能

是我们有生以来获得的最深刻的学习经历。 事实

上,为了全面发展的学习可以被看作是“为了转变

的学习冶的一个特例,是一种类似的学习行为。 为

了转变的学习常常会持续数年,主要是为了改变自

身在世界的存在。 这种转变的例子包括:从学校的

学习生活到融入社会工作;开始与配偶一起生活;组
建家庭;看着孩子长大离家;退休。 我们在这种及其

他不那么明显的人生路口所经历的各种变故是非常

巨大的。 我们的学习过程使得这种转变在不同的个

人、社会、文化和环境中互不相同地发生。
(八)组织学习

除以上所有个人层面的学习形式之外,还有组

织学习 。 组织学习不仅在个人学习层面起作用,也
是家庭、实践社群、公司机构等社会实体的重要组成

要素。 这种社会实体和个人一样,在与周围世界的

互动中学习、改变和成长。
(九)跨越边界、信息通信技术和学习生态圈

在技术时代,学习空间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让

跨界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越来越有可能,因此学习

者感到没有被局限于某一特定学习空间也是一件很

自然的事。 学习者将欣然跨越边界。 当这样的跨界

成常规时,研究者感兴趣的自然是不同学习空间如

何作为学习生态的组成部分相互关联,而不是某个

特定正式或非正式学习空间内发生的学习活动。 因

此,塞夫顿格林(Sefton-Green,2004 )认为,鉴于信

息通信技术在儿童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应该认

识到,现在非常多的孩子都“在家里、与朋友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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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活动,这就要求我们承认

一个更广泛的教育‘生态圈爷。 在其中,学校、家庭、
游戏时间、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扮演重要角色冶 。 然

而,引起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技术。 正如布朗和杜

吉德 (Brown & Duguid ,1996)八年前对推动改变大

学这一学习空间的研究中指出的:“大学将由于变

化的技术而改变,而不是渐渐兴起的计算机网络基

础设施将对重组改变中的大学至关重要,这么简单

地说很可能也没什么用……冶。 当今世界,引发变

革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技术只是其中之一。 因此,
在三年后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的一次聚会上,布朗

(Brown ,1999 )进一步指出,通过重新审视“数字时

代的学习、工作和娱乐的概念,以及现在的孩子———
在数字环境中长大———与我们最初设想存在巨大差

异冶,我们或许才有机会“通过回顾并研究数字世界

的力量和趋势,来创造一个全新的学习矩阵,这个矩

阵我称之为学习生态圈冶 。 布朗提出的见解把焦点

转移到了关注学习意义的改变,而不是把信息技术

作为一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同样的事情做得更多

更好的机会。 巧合的是,笔者从另一个角度对学习

生态圈进行了定义,即不同层面学习实体的组织复

杂程度———从个人到社会———类似复杂适应系统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CAS)的行为(J. Visser,
1999)。 笔者认为,认识到学习环境的生态完整性

是至关重要的。 复杂程度不同的各种学习实体(个
人 /社会)共同存在于学习环境中。 他们既是环境

资源的利用者,又是构造者。 在一个由嵌入其中的

与人类学习行为相关的框架组成的复杂网络中,学
习实体被组织,也应该被允许永远可以自我(重新)
组织,因为人类的学习行为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相关。
对于复杂适应系统中对学习生态的解释,更详

尽的观点以及根据这一观点重新界定的学习的意

义,可在本文第一版中找到(J. Visser ,2001)。
(十)意义的多样性

以上这些探讨是不全面、简要的,仅仅是粗略地

提及了反映人类学习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一些观

点。 虽然如此,这些探讨应该能够表明,今天的学习

者们发现自己在一个丰富而多样、不断且剧烈变化

的学习全景图中。 这些多样性和变化主要反映在人

们的学习模式、学习目的以及让学习获得意义的时

空背景上。 显然,传统的学习定义已经不能反映这

种复杂性、丰富性和美感了。

五、重新构思学习

摇 摇 我们对于正式教育、教学和培训之外的学习不

够关注,这也许与对学习明确或不明确的界定倾向

有关。 学习一般被界定为发生在有意识地构建的人

和物质基础设施内、提供各级普通教育和各种培训

环境中的正式学习,如学校,从而满足狭义的不断进

步的需求,以便应对个人一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同样的倾向也使人们期望测定学习结果(这种测定

对于认可习得的技能是必要的)。 这种倾向无疑是

有用的,也满足普遍认可的社会目的,至少在工业社

会如此,但是对正式学习的过分关注———从笔者的

视角来看是太过分了———会使一个更完整、全面和

综合的学习概念变得模糊。
大量教育文献假定我们对学习有相同(在某种

程度上)的认识,因此对这一概念作深层的定义并

不费功夫。 事实上,定义学习远不那么简单,其难度

与定义生命相当。 确定一些基本的生命特征并不

难,如体内平衡、新陈代谢和繁殖。 同样,指出一些

学习过程中发生的特定事物也不难,比如某人完成

某项任务的能力改变了,但是在我们把自己仅仅局

限于确定这种基本特征时,我们真的掌握了生命和

学习的定义中的全部复杂性了吗?
德瓦尼和巴特勒 (De Vaney & Butler,1996)认

为,过去对学习的定义都受到了希尔加德(Hilgard,
1948)的影响。 希尔加德说“学习是个过程,学习活

动起源于该过程或通过各种训练而改变……这种改

变与其它非训练因素的改变不同冶。 这个定义明确

排除了学习者在非教学或非训练环境中获得知识的

可能。 直到最近,教与学之间紧密联系才开始消失。
因此,德里斯科尔 (Driscoll,2000)分析了目前各种

学习理论在定义上都有的假设。 她指出,为了“被
看作是学习,必须要有作为学习者的经验和与世界

进行互动的结果的行为或行为潜力上的变化冶。 此

外,特斯默和里奇 (Tessmer & Richey, 1997)从教学

设计角度出发,认为应在设计上多作思考,超越教学

情景本身,并承认“环境冶是教学设计的重要因素。
这些使作者认为学习不仅仅来源于教学本身。

上述德里斯科尔 (Driscoll,2000)的定义,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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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定义相比,有了明显进步,但学习的目的仍然被

看作“行为或行为潜力上的变化冶。 这样的目的具

有功利性,它关注的是学习结果而不是学习过程。
但是,学习者和学习环境不是互相孤立地存在的。
他们辩证地共同存在,一起变化。 换句话说,问题不

是一个人从学习环境获得什么,学习者为环境贡献

了什么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 因此,肖特 (Shotter,
1997)强调学习的对话性,以及在学习环境中必须

包括其他学习者(可以是老师或助学者)。 冯·格

拉塞斯菲尔德(Von Glasersfeld,1984) 和萨弗里和

达菲 (Savery & Duffy ,1995)都特别提到学习环境

的建构主义观点———前者是激进的建构主义观点。
约翰斯坦纳( John-Steiner, 2000)把对话的观点提

升到了创新合作的层面。
在《教育技术杂志》关于扩展学习的定义及其

对教育者和教学设计者的意义的特刊中,从许多作

者投稿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对学习界定过于局限的

不安(Y. L. Visser et al. ,2002)。 这种不安还触发

了两次重大的跨学科辩论,它们分别在 2002 年的

《问题集》一书中,和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 2003
年的年会上(Learning development Institute,2004;J.
Visser & M. Visser, 2003a ; J. Visser et al. , 2004)。
类似的辩论还发生在 2005 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

协会“在变化的学习全景图中的学习者冶年会上(J.
Visser ,2005),这次争论最终产生了一本论文集《变
化学习全景图中的学习者:从对话中反思新的角色

和期望》(J. Visser & M. Visser-Valfrey ,2008)。

六、结论和建议

摇 摇 正如前面所述,在目前对学习定义缺乏的背景

下,我在本文第一版中提出了另一种对学习定义的

方法( J. Visser, 2001),我称之为 “不定义冶,因为

“不定义冶的目的是要消除当前对学习界定过于狭

隘的边界。 在这些过分狭隘的定义基础上产生的学

习观,已经在很长时间内左右了教育政策的研究进

程,使它们不能满足当今时代的需求。
下面是对“不定义冶的反思。
(一)与变化的建设性互动

人类学习不同于动物学习和机器学习。 人在意

识层面的运作是动物界的其他有机体都达不到的

(Edelman, 2004 ), 也 不 会———有 人 认 为 是 还 不

会———被聪明的机器赶超。 这让我们可以在生命的

历程中经历欢乐和悲伤。 人类的意识让我们永远有

着这样的惊讶,一代又一代,敬畏于我们是谁? 我们

来自哪里? 为什么来到这里? 以及将去向何方? 这

源于我们的归属感,我们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我们

通过宗教信仰、神话、通过对科学见解有方法有系统

追求并进化的世界观和伟大的艺术作品进行表达。
在以上观点中,成为人类就意味着有独一无二的机

会———在短时期内———有意识地参与宇宙的进化。
在那个短暂的时间内,我们改变世界,同时也因周围

变化着的世界而改变。 我们这么做都是有意识的。
正是学习让这一切得以发生。

相应地,人类学习必须被看作是有目的地与不

断变化的环境之间进行的互动活动。 我们不断适应

变化的环境,同时也有意识地参与创造变化。 因此,
用“与变化的建设性互动冶定义人类学习显得非常

特别,它指出了学习最终是什么。 这样,学习的关键

不再是学习的结果,而是过程,这或许也是更重要

的。 另外,我们还要认识到,不只是个人参与了与变

化之间的建设性互动。 同样的行为也可应用于人类

参加的组织复杂程度不同的社会实体中。 学习发生

在个人和社会实体的内部,也发生在它们之间。 这

种联系的“社会性冶的重要性在梅尔哲夫等人(Melt鄄
zoff et al. ,2009:288)所写的《学习这一新科学的基

础》研究评论中得到进一步强调。 文章得出结论:
“心理学、神经科学和机器学习方面的各种发现已

经得出了人类学习的原则,这些原则正在引导教育

理论和学习环境设计上的改变冶,而“关键的构成要

素(在这里的上下文中)就是‘社会爷在学习中所起

的作用冶。
而且,从这一角度来定义学习是与生命本身紧

密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学习不是时不时参与的活

动,而是终身的,其特点是公开的对话。 正是通过这

种对话,我们不断地改变自己、他人和我们的环境。
所以,我把人类学习定义为“人类的特性,人类所属

社会实体的特性,以便能参与人类、社会、生态和物

理环境的对话,目的是要获得智慧,能与变化进行建

设性互动冶(J. Visser ,2001, p. 453)。
(二) 从消费者到参与者———学习资源的使

用者

建设正式学习体系的最初动机通常不在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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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 各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学校体系以便满足社会

确定的、出生于该地区内的社会成员的学习需求。
企业和政府实体等一些社会专业机构创造培训机

会,来满足他们对某些专门技能的需求。 学习者抓

住这些机会来达到要求和期望,尤其是那些与他们

职业发展有关的。 虽然学习者可以越来越开放地参

与构建他们的学习经历以及所处的环境,但是本质

上,学习者还是要接受整体打包的学习。 学习者是

成品消费者,或最多是部分订制产品的消费者。
在正式学习环境之外,学习者的角色就不同了。

是的,刺激学习有时也还是针对正式学习目标,或者

说是对学习者工作环境中正式期望的追求。 但是,
即便如此,也是由学习者决定如何达成这些目标。
而且,学习的刺激常常与这样的正式期望无关,这点

已经在本文有关学习全景图的部分中论述过。 个人

追求学习的原因可以完全脱离他们参与的生产性生

活。 他们选择学习内容,寻找学习机会,控制利用机

会的方式。 因为这样的过程是非正式的,所以会比

正式的学习过程“乱糟糟冶得多。 非正式学习者可

以说是大量存在于学习情景中。 他们的存在有生态

意义, 因为他们对资源的利用———包括人类资

源———有助于,而不是夺走环境的丰富性。 除了做

个消费者,非正式学习者在终身学习之旅中,也是现

有学习情景内资源的参与者和使用者。
(三)无边界学习环境

对于把自己看作是独立于正式学习机会和资源

之外而非受其限制的学习者来说,他们眼中的学习

环境是没有边界的。 即使这些学习者有时会选择使

用正式学习机会和资源,情况依然如此,因为这是他

们有意识和自主的选择。 用纽南 (Nunan,1996 )的
话说,他们是野生学习者。 就算附近环境中缺乏现

成的针对各自兴趣和需求的方案,也不能阻止他们

学习。 相反,他们会寻找任何环境能够提供的机会。
他们也不会一直保持最初的路线不变,而是会在需

要的时候,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霍尔 (Hall,2008),
野生学习是“对‘外面爷可能存在的东西的发现,而
非达成预定的目标冶。 因此,她提出“野生学习从本

质上看是学生主导的、整体的、透明的、尊重人的、无
缝连接的、非课程的和复杂的冶。

如果你认为一个人不是正式学习者就是非正式

学习者,那就错了。 大部分人在学习中采用了两种

学习来提高能力和转变面对不同情景的态度。 正如

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们开始都是在进行非正式学习,
但是在那些学校在儿童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中,对学习环境构成的理解很快变得狭隘了。 那些

离开该体系或者被该体系抛弃的人,比起那些把他

们的成功看作是源于遵循体系的人来说,可能更容

易重新发现学习生态的丰富性。 这就可以解释前面

引用的利文斯通 (Livingstone,1999)的话,“在很多

情况下,在非正式学习者中受过较少学校教育的人,
他们的知识面和能力并不比受过较多学校教育的人

差冶。 鉴于非正式与正式学习的不可分割性,我们

把研究的领域扩大到正式学习之外时,应尽量不要

分割出一个领域,而是要扩大覆盖面。 这一点对于

那些负责制定教育发展(或者叫“学习发展冶会更

好?)政策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四)生态框架

因此,我们尤其应该关注探索学习的生态属性。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学习与人类的适应行为有关,不
仅仅是“通过让自己接受有意识设计的教学———或

自学———过程,以个人选择或社会期望为动机,深思

熟虑后获得的某种技能、知识、习惯和态度冶 (Vis鄄
ser,2008)。 我们也应该扩大学习的定义(Visser,
2001; Visser et al. , 2002)。 我们的研究不应该无

视那些有助于对学习全景图的复杂性进行思考的理

论。 相反,而是应该发展这样的理论。 此外,正如梅

尔哲夫等(Meltzoff et al. ,2009)总结的那样,创新的

“教育实践…应该通向新实验工作的设计冶。 技术

发展促进了自我组织的社交网络,例如,越来越多无

处不在的手持式通信设备 ( e. g. Scanlon et al. ,
2005) 和语义网络 ( e. g. Anderson & Whitelock,
2004)等技术也为深入这类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趣

的机会,这要求我们在形成新颖的研究方法时具有

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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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a Definition:Revisiting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Jan Visser

(Learni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Jupiter, Florida 33468, USA)

Abstract: We should look at learning differently, extend and deepen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Intentional learning is
a tiny part of our learning life,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almost invariably occurred outside the formal learning
context. Informal learning is ubiquitous, frequently appearing in circumstances that we do not normally think of as
learning contexts. It is an elusive concept. This paper highlights some areas of interest, other than formal learning,
that merit our attention, in order to make visible the wide-ranging nature of the learning landscape and the diversity
of learning modalities comprised in it. Traditional definitions of learning poorly capture such complexity, richness and
beauty.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strong focus on formal learning obfuscates a vision of learning that is more integral,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Because of the inadequacy of existing definitions of learning, the author suggests an al鄄
ternative definition of learning, that is an 'undefinition', aimes at removing the boundaries from around the existing,
too narrowly conceived definitions of learning. The views of learning based on these too narrowly conceived definitions
have long determined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that no longer fit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our time.
Key words:learning; learning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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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文文文 献献献 与与与 现现现 实实实
阴摇 韦摇 地

摇 摇 近期来,以中国知网(CNKI)或某一数据库

或某本期刊刊发论文为对象进行文献计量的研究

似乎很受硕士博士生们的青睐,刊发不少论文。
由单纯的思辨、逻辑推理研究,转向以客观的统计

数据进行论证分析,无疑是一大进步,从中也可以

看出我国教育研究在迈步前进。
但文献毕竟是对现实的记录,不论记录者怎

么客观忠实,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 研究的本性

也是创新、解决问题。 因此,即使采用先进统计方

法的文献计量研究,如果实质仍是在象牙塔内拿

文献大作文章,也不是我们期望的。
特别是对实践性极强的教育研究而言,它需

要文献研究,更迫切需要扎根现实,切实改进课堂

和学生学习的实效。 中国教育学专著据说有 400
-500 部,数量可居国际领先。 美国据说很少有教

育学专著,却云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等世界

顶级教育研究机构。 两者比较也许可以看作是文

献研究局限的例证。
事实上,中国教育问题成堆,呼唤研究者去发

现、指导、解决。 几乎每个一线教师、校长都有一

箩筐问题。 每年教育部、各省市也发布大量研究

课题。 “搞教育研究的人不太了解现实,很多东

西都是书本上的、理论性的冶。 研究和现实对立

的紧张关系过去有现在仍然难以根除。 《开放教

育研究》一直倡导深入现实一线的实证研究,投

稿须知中也明确,“只要选题有现实意义,研究过

程规范的实证研究将优先刊发冶。 即使如此,我

们也常常陷入“无米下炊冶的窘境。
实践研究也许不够“高大帅冶,会有诸多不

足。 特别是研究者作为外来人要走入课堂,会遭

遇很多麻烦,不仅要忍受路途的舟车劳顿之苦,还
有联系研究对象和被接纳的麻烦。 一个研究项目

有时从研究设计到实施完成到成果写作,快的要

大半年,慢的要数载,远非端坐电脑前的文献加工

难度可比。 但它的实践之美,也许只有躬身其中

的人才会懂,才能懂。 那种真知是研究者一辈子

心底的记忆。 从“理论冶到“理论冶的文献研究,也
许可以赢得暂时的顺利毕业,或者可以写出更多

大部头的专著,却对研究者的成长甚至对中国教

育的发展不一定有益。
现实的研究还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 同是研

究人的学习,美国同行今年三月初在华东师大举

办的“学习科学与教育创新国际论坛冶上展示的

对学习科学研究的方式让很多与会者震撼。 他们

对人类学习机制的探讨,很多以婴幼儿(大概是

出于排除文化影响)为对象,从脑科学、脑电图等

角度进行研究。 我们采用的是课堂观察。 两种研

究方式中,美方同行的认识方式显得更加根本。
中美研究方式的差距很可能预先宣告研究结果的

巨大差距。 联系历史,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

展基于动物的实验,提出行为主义学说。 近百年

后,美国对学习的研究对象从动物发展到了人,新
理论迭出,自问我们的发展呢?

中国正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建设中国特色

的教育教学理论体系。 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靠的

肯定不会是 GDP,更不是领导的讲话或红头文

件,而是靠大学产生知识和真理的研究实力和能

力。 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硕士博士生们

(他们是未来的学者专家)缺乏科研求真的精神,
满足于文献的总结、梳理,满足于“剪刀+浆糊冶的

功夫, 停留在经验总结式的 “因 为 ……, 所 以

……冶,“必然…、肯定……冶等知识产生逻辑,即

使再出版 500 本专著,和上千种学术期刊,世界知

识殿堂中恐怕也难有中国学人立身之地。 我们落

后先进国家的局面也得不到根本改观。 各种教育

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仍需要一趟趟地跑国外去

搬运进口。 这样的研究也许能塑造学术研究繁荣

的假象,造就更多著作等身的学者专家,却难逃教

育研究在决策者、实践者面前底气不足,难逃教育

研究将继续“惨淡经营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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