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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如何合理使用媒体资源和技术工具，设计有效的教学策略，促进学习者的认知加工和学习效果，
已成为智慧学习环境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视角出发，对智慧学习环境与学习者认知负荷有

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总结了智慧学习环境中影响认知负荷的四个要素———知识、技术、策略和学习

者。围绕这些要素，本研究结合大量相关实证研究成果，针对智慧学习环境中可能遇到的信息加工和知识建构、

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教学策略的设计与选择以及学习者特征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任何教学材料和教

学策略都需要适应学习者的认知加工规律，认知负荷的相关原则可以为智慧学习环境中工具、资源等元素的设

计提供有效指导，这一理论应该引起教育者和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　认知负荷；智慧学习环境；技术；策略；学习者
［中图分类号］Ｇ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２１７９（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５６－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ＤＯＩ编码］１０．１３９６６／ｊ．ｃｎｋｉ．ｋｆｊｙｙｊ．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７
［作者简介］高媛，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现代教育技术、智慧学习环境、认知负荷理论、教育心理学理论及应用 （ｙｕａｎ
ｇａｏ０３０４＠１６３．ｃｏｍ）；黄真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婴幼儿认知发展；李冀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信息化与智慧教
育、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黄荣怀（通讯作者），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

学智慧学习研究联席院长，研究方向：智慧学习环境、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智慧教育计算引擎等

（ｈｕａｎｇｒｈ＠ｂｎｕ．ｅｄｕ．ｃｎ）。

一、智慧学习环境发展与潜在问题

学习环境是支撑学习发生的重要场所。随着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和广泛运用，学习环境越来越趋向智慧化，逐渐发展

出一种新型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

黄荣怀等（２０１２）提出，智慧学习环境是一种能
够感知学习情景、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

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评测

学习成果，以促进学习者有效学习的场所或活动空

间。打造智慧学习环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习者开

展有效的学习（陈明选等，２０１３），具体表现在促进
学习者对海量知识信息进行提炼、内化并将其迁移

应用于复杂情境，从而促进学习者的智慧发展。

相比于传统的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具备更

加丰富的资源、工具以及技术，可以为多种形式的教

学活动提供支持。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每个学习者

拥有一个智能移动设备，借此学习各种各样的学习

资源，如电子教材、教学视频等，并与同伴、教师交流

互动。另一方面，教师由此可以获得任何形式的资

源支持各种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开展，比如教师可以

通过虚拟仿真资源为学习者搭建“真实”的学习场

景，带给学习者身临其境之感，促进学习者知识的内

化和迁移应用。智慧学习环境中的设备摆放也更灵

活，可以促进各种形式的小组协作学习。

然而，这种学习环境也更容易出现媒体形式呈现

信息使用不当、冗余信息过多、学习者注意力难以集

中等问题，从而导致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负担过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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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学习者的有效学习。在这种新型学习环境下，如

何合理配置媒体资源和“善用”技术工具、有效设计

教学策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者的认知加工和学习

效果、促进高级教学目标的实现是许多教育者和研究

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二、智慧学习环境中与认知负荷相关的要素

（一）认知负荷理论

任何学习都离不开注意、记忆、思维、想象等认

知活动的参与。大量研究表明，人类的认知活动与

人的工作记忆密切相关。工作记忆主要负责获取和

暂时保存当前情境中的信息，通过与长时记忆中的

信息进行关联，从而获得对任务的整体理解（Ｂａｄｄｅ
ｌｅｙ，２０１０；赵鑫等，２０１０）。但是工作记忆的容量有
限，当学习环境中的目标信息过于丰富或呈现方式

不当时，就容易导致学习者的工作记忆容量超载，影

响学习者的认知加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斯
维勒（ＪｏｈｎＳｗｅｌｌｅｒ）教授基于工作记忆的局限性提
出了认知负荷理论。认知负荷理论是一种根据人脑

认知结构而建构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主要用于解释

不同教学设计的学习效果。认知负荷理论涉及人类

各种认知活动（问题解决、思考、推理等等）附加于

工作记忆的负荷总和（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Ｇａｏ，Ｌｉｕ，＆Ｐａａｓ，２０１５；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认知负荷分内部认知负荷（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ｏａｄ）和外部认知负荷（ｅｘｔｒａｎｅｏｕ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ｏａｄ）两
类（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内部认知负荷指由学习
任务和学习材料本身的难度产生的认知负荷，无法

因为教学设计的优化而降低，它与学习者的先验知

识和学习材料或任务的复杂性有关。

外部认知负荷指由于不恰当的教学方式或资料

呈现和组织方式带来的不必要的认知负荷。例如，学

习材料中的图片及其解释如果采用图文形式呈现，所

产生的认知负荷要高于采用图片加声音的形式。智

慧学习环境中的富媒体资源如果配置不当，很容易带

来不必要的外在认知负荷，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早期的认知负荷理论还包括相关认知负荷（ｇｅｒ
ｍａｎ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ｏａｄ），指当把认知资源投入到与内在
认知负荷相关的认知活动时所产生的负荷（Ｋａｌｙｕｇａ，
２００５；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这种负荷只致力于问题

解决和知识构建，因此是一种有益的认知负荷。目

前，这种认知负荷已经被研究者归类为一种内在认知

负荷，不再作为独立的认知负荷类型。

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尽可能降低学习者的认知

负荷并提升学习效果。然而，由材料和内容本身的

认知难度带来的内部认知负荷，除非改变学习材料

或者任务，否则单纯通过教学设计无法改善，因此教

学者只能通过降低外部认知负荷的方式减轻总认知

负荷。此外，教学者也需采取适当的教学策略，将学

生的认知资源引导至与内部认知负荷相关的学习活

动中。例如，通过变化题目形式，使学生投入更多的

认知资源对比不同形式的异同，找出其中的规律，从

而实现深层次学习。然而，任何教学策略应用的前

提，都是确保认知负荷总量不超过工作记忆所能承

载的范围。为了有效降低教与学过程中的认知负

荷，斯维勒教授等人经过３０多年的研究提出了一系
列认知负荷效应（见表一）。这些认知负荷效应可

以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教学活动、媒体资源及教学环

境设计中，从不同角度降低学习者的外部认知负荷。

　　（二）智慧学习环境中的认知负荷问题
不同研究者在对“智慧学习”的界定中，都强调

自我导向、开放协作、资源丰富、技术嵌入、适应学习

者个性需求等基本特征（贺斌，２０１３）。智慧学习环
境中的认知过程，包括学习者个体的知识建构和学习

社群成员之间的协同知识建构，这些过程是有效学习

的基础。这一环境下的学习也离不开各类媒体资源

和技术工具的支持，以及教学策略的适当引导。学习

者和教师通过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与学习资源、智

能工具、学习社群等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促

进学习者有效学习的发生（黄荣怀等，２０１２）。认知
负荷理论正是以学习者的认知加工过程为基础，针对

教与学过程中使用的学习材料、媒体工具和教学策略

提出具体的设计原则，从而优化学习者的知识建构和

学习过程。通过分析智慧学习环境的构成要素，以及

认知负荷理论关注的各项学习要素，本文总结了智慧

学习环境中与认知负荷相关的四大要素———知识、技

术、策略和学习者（见图１）。
知识主要指学生在学习过程需要加工处理并且

在长时记忆里存储的所有信息。知识传递贯穿于整

个教学过程，支撑学习者能力和素养的提高；完成知

识建构是教学和学习的根本目的。在智慧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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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常见的认知负荷效应及其解释

认知负荷效应 解　释

样例效应 为学习者提供展示解决方法的样例，相比于直接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会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

注意力分散效应
当图片信息与相应的文字解释信息相分离时，容易导致学习者的注意力分散从而增加认知负荷，可以通
过将这些信息整合到一起降低认知负荷。

冗余效应 无法帮助建立认知图式的多余信息源会干扰学习效果。

形式效应
用多种形式（如视觉、听觉）的信息来源代替单一的信息来源，如用声音配合图表比单纯用文字配合图表
的形式更利于学习者信息加工。

目标自由效应 用目标自由（学习目标不很明确）的题目代替为学习者提供特定目标的传统题目，更有利于学习迁移。

瞬时效应
对于难度较大的任务，学习者容易遗忘刚刚获取的信息，这时需要提供一些可以被学习者反复使用的
资源。

能力反转效应
对初学者来说很有效的教学方法，在已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者身上可能无效，甚至产生相反的
效果。

指导消退效应 随着学习者专业知识的增加，在呈现样例后，应该让其尝试解决部分问题，随后尝试解决整个问题。

图１　智慧学习环境与认知负荷相关的四大要素

中，知识的主要载体是教学材料，其中知识颗粒度的

划分影响着学习者的信息加工和知识建构。知识颗

粒度过大表明包含的信息量大，可能造成较多的认

知负荷，过小会导致学习者的认知浪费，同样难以促

进有效学习的发生。

技术主要指用来支持教与学过程开展的媒体技

术手段，是智慧学习环境中知识传递的重要载体。

智慧学习环境中媒体技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可以

满足各种教学活动的需求，是教学过程的重要支持。

媒体的设计开发与组织若不当，学习者在使用媒体

与技术的区别与联系时就可能出现认知负荷超载现

象，从而阻碍学习过程。

策略主要指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手段，包括

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方式的选择以及教学进度的

安排等。不同于传统教室环境，智慧学习环境中的

教学设备和工具更加丰富，教学策略的选择更加多

元。然而，不同教学策略会给学习者带来不同程度

的认知负荷，如何有效地安排教学以优化学习者认

知资源的运用，需要重点关注。

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教学的核心。教学环境

的设置、媒体技术的应用及教学策略的选择都应以

学习者的特征和需求为依据。虽然个体的认知加工

过程规律相同，但是学习者的先验知识、认知风格以

及态度动机等往往差异明显，其对教学资源、策略的

需求也往往不同。因此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有效学

习，需要根据学习者的特征提供相应的教学资源和

策略，避免学习者的认知负荷过重或认知资源浪费。

结合认知负荷理论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下文

尝试针对智慧学习环境中可能遇到的信息加工和知

识建构、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教学策略的设计与

选择以及学习者特征等关键问题提供解读和建议。

三、智慧学习环境中认知负荷问题解读

（一）知识

１．学生如何进行知识建构？
智慧学习环境中新兴技术的应用给教学注入了

很多新的元素，然而，新技术的使用并不会改变学生

用于信息加工的认知系统，其与传统教学环境下的

知识建构过程是一致的。认知负荷理论假设人类的

认知结构由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组成，其中工作记

忆在容量和维持时间上均存在局限性，过多新信息

的输入会造成工作记忆超载。因此，有效的教学需

要把信息加工控制在学生工作记忆所能承受的范围

内；这样信息加工才能顺利完成，并最终被存储在容

量相对无限的长时记忆中，完成知识建构过程。另

一方面，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积累也会对信息加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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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助力。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个体工作记忆的局限性在

学习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任何教学设计都应该

基于人类认知系统（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智慧学习环境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多元性，使得学习

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模式更加多样，学习动机得到激

发，同时也提高了学习过程中认知负荷超载的风险

和可能性。教学过程应该以人脑认知结构为基础、

以工作记忆的局限性为核心，控制同一时间传递信

息的数量和关联程度，避免认知负荷超载对学习的

负面影响。

２．网络课程应如何分解知识模块和学习单元？
课程本身的难度属于内部认知负荷，无法通过

优化教学设计而降低。因此，想获得某种难度的知

识，就必须使用一部分认知资源对其进行加工，也就

是必须承担某种程度的内部认知负荷，即内部认知

负荷总量虽然无法减少，但可以通过调整课程的知

识结构进行调节。例如，研究者在大量实验研究基

础上提出“分离关联元素效应”（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ｅｆｆｅｃｔ）以及“模块碎片化效应”（ｍｏｌａｒｍｏｄ
ｕｌａｒｅｆｆｅｃｔ）。“分离关联元素效应”认为，当学习材
料的难度过高时，应该将知识分解为逐次呈现的多

个小模块，避免一次性呈现所有关联性的信息元素。

研究发现，实验组在学习复杂材料之前，通过知识模

块分解、逐个呈现的方式取得的学习成效显著高于

控制组同时学习全部材料的效果。主要原因在于知

识模块的分解降低了内部认知负荷，避免了同时处

理复杂关联信息带来的认知负荷超载。当学生先对

一些独立呈现的模块完成了知识建构，随后即使同

时呈现所有的学习材料，学生也能依靠已经存储在

长时记忆中的相关信息帮助处理信息，将认知负荷

控制在工作记忆能够承受的范围内（Ｐｏｌｌｏｃｋ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模块碎片化效应”则认为，在学习复杂问
题的解法样例时，应该将问题结构的特征和解法步

骤进一步分解成更小的元素，这样一方面减少了学

生同时加工的信息数量，另一方面让问题特征和解

法的联系更加直接、清晰（Ｇｅｒｊｅｔ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这
两种效应均通过模块分解的方式，调节内部认知负

荷，保证学习的有效性。

然而，知识模块不是划分得越细越好。认知负

荷理论认为，一切认知负荷效应只有在学习复杂材

料时才会出现（Ｓｗ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４）。如果需要加工的材
料过于简单，内部认知负荷过低，教学指导就不能发

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对于难度较高的学习材料，教

师需要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更小的单元，先分别独立

地呈现每个元素，再呈现其交互关系。对于难度较

低的学习材料，应该适当增加难度，将学习任务的内

部认知负荷调整到合适的水平。

内部认知负荷的高低还取决于学生的先验知识

水平（Ｋａｌｙｕｇａ，２００７）。长时记忆中的知识储备可
以帮助学生将多个高度关联的信息元素组织成单一

的信息元素。缺乏背景知识的学生觉得困难的学习

任务，对于已掌握一定知识的学生来说也许很简单。

因此，每个教学单元究竟应该容纳多少知识、如何分

解知识模块均取决于学生的领域知识水平。这一方

面需要依靠老师的经验———对于具体教学材料和学

生水平的认识———决定呈现的材料或知识数量，另

一方面若教师不清楚学生的先验知识水平，可以通

过简单的课前测试了解学习者，并提供合适的教学

指导。在课程的不同阶段，教师也要反复测试学生

的知识状态，从而确定是否能够进入下一个教学单

元，或调整下一步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

（二）技术

１．在智慧学习环境下，如何选择和配置使用不
同形式的媒体技术和工具？

常见的几种认知负荷效应，如注意力分散效应

（ｓｐｌｉ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ｙｒｅｓ＆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５），冗余
效应（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５），形式效应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Ｌｏｗ＆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５），瞬时效应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Ｌｅａｈｙ＆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１），能力反转
效应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Ｋａｌｙｕｇａ，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等，均可以运用于智慧学习环境下的媒体技
术选择和配置。例如，瞬时效应对于动态视觉媒体

的使用提出了建议。随着教育技术工具的发展，更

多的动态视觉媒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被应用于
课堂（如视频、动画）。相比于传统的静态图片，这

些媒体具有独特的优势。尽管很多技术研发者和教

师相信，这些动态媒体在传递瞬间变化的信息上更

加有效，但认知负荷理论的研究表明，学习过程中这

些材料可能会带给学生更多不必要的认知负荷。由

于这些材料所呈现信息的瞬时性，学生需要在保持

工作记忆正在处理的信息的同时，加工外界不断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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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新信息。如果前一段信息还没完成加工（存储

到长时记忆中），就开始加工下一段信息，那么新信

息会对前面的加工产生干扰，影响学习效果。一些

方法有助于消减这种负面影响，比如将一段动画分

解为更短的独立小片段（Ｓｐａｎｊ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其
中的间隔可以给学生更多时间处理前一段信息；或

者在动画场景中保留一些关键信息的视觉线索

（Ｍａｒｃ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学生就可以在需要时反复加
工这些信息，而不需要将之前的信息一直保持在工

作记忆里。

注意力分散效应的相关研究也指出，当学习者

将注意力分配到时空有一定间隔的不同学习材料

（这些材料对学生有一定难度），并只有通过整合不

同来源的信息才能理解每一段材料时，就可能引起

学习的认知负荷超载。这类效应的例子，包括在视

频中呈现字幕，在动画中呈现动态变化的解释性文

字，或者同时相邻呈现两种媒体材料。为了避免这

种注意分配，多媒体材料的设计者可以将不同来源

的信息整合呈现，比如尽量减少它们在空间排布上

的距离，将标签、指导语放在其所指代物体的旁边，

或者避免同时呈现动态变化的信息（比如视频和动

画）（Ｍ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Ｓｗｅ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此外，选择使用任何技术和工具都需要充分的

理由，不能只因为其功能强大就使用，而是应该先结

合这种技术为什么有利于学习的理论，设计严格控

制的教学实验去检验其有效性，然后才在教学中引

入。任何教学方式和技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旦

研究表明某种技术是有效的，下一步就应该寻找它

什么时候是无效的，而不该过分鼓吹它的效果。即

使某种技术确实被证明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在学生

对其使用和操作还不熟悉时进行学科内容教学，也

可能造成认知负荷过重，影响学习效果。所以技术

的教学应用可以分步实施，比如先进行相关技术的

教学，再学习具体学科知识（Ｃｌａｒｋｅ，Ａｙｒｅｓ，＆Ｓｗｅｌ
ｌｅｒ，２００５）。当学生积累了较多的技术使用经验后，
再应用这些技能学习知识。

２．在智慧学习环境下，如何设计基于多媒体技
术的学习材料和内容？

任何学习材料的设计都需要适应人类认知系统

的信息加工规律，基于多媒体技术的学习内容的设

计也需遵循这一原则，根据认知负荷原则组织学习

材料。例如，在设计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学习内容

时，虽然提供丰富的感官刺激能够带来沉浸式学习

体验，但如果这些信息和学习内容无关，或者只是提

供了额外的冗余信息，造成冗余效应，那么它对于学

习可能是灾难，导致学生无法将有限的认知资源投

入到与学习目标相关的对象上。有研究发现，三维

虚拟模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丰富的视觉元

素可能会分散学生对关键内容的注意，导致认知负

荷超载，影响学习效果（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５）。
再如，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学习，

这些设备的便携性允许我们在生活情境下随时随地

学习真实事物和虚拟内容，认知负荷效应的教学原

则同样适用于移动学习。认知负荷理论的形式效应

认为，工作记忆拥有分别处理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

的信息加工通道，当我们在教学中不得不分开呈现

彼此关联的视觉信息时（如图表必须搭配文字解释

才能理解，而文字又因为空间局限无法完全嵌入图

表中），这时可以通过音频信息呈现这些文字内容，

增加工作记忆的信息加工能力，提高学习效果。在

运用移动设备观察实物时，如果移动设备需要配合

呈现相关的介绍和解释，最好通过听觉通道呈现言

语信息，而不是让学生观看移动设备上的文字，这样

可以降低视觉通道的认知负荷。

３．在智慧学习环境下，如何设计学习者与学习
材料或工具之间的交互方式？

一些研究确实发现，相比被动观看，当学生可以

与媒体材料或工具进行交互时，可以取得更好的学

习效果。比如，在化学模拟软件中，学生操纵气体的

属性（比如温度、体积、压强），并且观察这些参数改

变带来的结果，可以激励他们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

到学习活动中（Ｈｅｇａｒｔｙ，２００４）。学习者与材料之间
不同类型的交互方式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只允许控

制材料呈现进度，允许学生进行内容操纵可以产生

更好的学习表现（Ｐｌａ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但增强学习材料的交互性并不一定有利于学

习。虽然大多数支持交互性对学习有积极效果的研

究强调交互性增强了学生学习动机，有效地引导了

学生的注意力，但交互性不是增强学习动机的唯一

途径，若设置不当，引入多余、无关的分心刺激，反而

会减少学生对关键学习内容的注意，增加不必要的

外部认知负荷，影响学习效果。因此，设计交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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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考虑它是否真的有价值，交互方式也应尽量简

单明了，方便学生快速掌握。

（三）策略

１．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教学的主要策略和原则
是什么？与传统环境有何不同？

智慧学习环境中存在大量基于多媒体技术的教

学工具，使得传递知识的载体和内容呈现形式变得

更加多样化。然而，这一环境中的教学策略与传统

教学环境相比没有本质不同，仍然要以人脑认知结

构的特点和信息加工规律为基础，遵循认知负荷的

相关原则。由于这一环境具有更加多元的信息，在

实际教学中考虑工作记忆的局限性和引发认知负荷

的因素就变得尤为重要。在设计课程时，教师可以

通过借鉴多种认知负荷效应，尽量减少外部认知负

荷，调节内部认知负荷，并运用策略引导学生将有限

的认知资源投入到处理与内部认知负荷（学习任

务）相关的活动中。教师在教学中还可以采用问卷

等方式对学生的认知负荷水平进行动态的测量与评

估，及时调整不当的教学策略。

２．如何设计和优化网络学习路径，以支持学生
网上自主学习？

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很多学习材料通过超链接

的网状结构互相关联、组织在一起。相比于传统的

线性组织的学习环境，学习者拥有了更多选择不同

学习路径的机会。但是，当学生在复杂的超链接环

境中探索大量学习路径时，这种搜索过程可能会耗

费大量认知资源，造成认知负荷超载，使得有限的认

知资源无法真正投入到知识建构中（ＤｅＳｔｅｆａｎｏ＆
ＬｅＦｅｖｒｅ，２００７）。因此，网络课程中的路径结构优化
至关重要，若系统能提供清晰适当的导航，尽量减少

每条路径上不必要的链接，避免信息的无规律布局

和冗余，学生也可以从中受益。

学生的知识状态随着学习进程发生着动态变

化，有研究提出应该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当前状态

的学习策略。但是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学生自

身的能力，具有较多领域知识的学习者可以更好地

控制自己的学习内容和顺序。初学者需要更多外界

指导，因为他们不清楚学习这些内容是容易还是困

难，要花多少时间学习，需要学习到何种程度才能够

继续学习下一个知识点，前后知识点是否紧密关联

（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０）。不仅教师可以提供面对面的指

导，学习材料本身（任何书本、网络资源）也应该提

供这种“学习指导”，对内容进行更好的设计和

组织。

在具体学习材料的呈现进度（ｐａｃｉｎｇ）上，特别
呈现信息量很大的材料时，应该给予学生控制权，比

如允许暂停或回放教学视频。这种控制不仅让学生

有更多时间加工和巩固当前的信息，还能提供重新

学习缺漏内容的机会（Ｓｃｈｗａｎ＆Ｒｉｅｍｐｐ，２００４）。
比如，通过使用滚动条控制动画的播放，学生不仅可

以反复学习较难的内容，还可以根据需要减慢或者

加速动画的播放，从而更好地获取关键信息。

３．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教师指导和学生自主探
索的学习方式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一些多媒体教学环境（比如模拟学习系统）允

许学生自由开展发现式学习（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或探索式学习（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这
种学习方式的支持者通常认为，学生通过与学习材

料交互、探索复杂的现象、尝试应用所学的原则，可

以对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形成更深入的认识，激发

学习动机。然而，认知负荷理论指出，在缺乏指导的

自主学习环境中，学生会使用随机尝试的方式寻找

问题解决方案。这种尝试和搜寻会带来不必要的认

知负荷，耗费认知资源，尤其对于缺乏足够领域知识

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许多研究表明，对于初学者，应该提供比较详

细、直接的指导；对于中等水平的学生，应该混合使

用直接教学与练习、强化已学过的知识的方法；对于

更高级的学习者，应该在问题解决和探索学习任务

中尽量最小化指导和干预（ｄｅＪｏｎｇ，２００５）。例如，
有研究发现，在学习计算距离和几何坐标系中的射

影时，那些水平较低的学生，从教师提供指导的工作

样例中学习的效果更好；水平较高的学生尝试自主

解决问题的效果更好（Ｋａｌｙｕｇａ＆Ｓ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４）。
在另一个应用模拟平台学习数学统计问题的研究

中，详细的学习指导对初学者而言更有效，但这种包

含每个学习步骤的指导限制了高水平学生用自己熟

悉的方法进行学习，耗费了他们的认知资源，阻碍了

学习成效。所以对于高水平学生而言，细节度较低

的学习指导更有效（Ｈｓｕ，Ｇａｏ，Ｌｉｕ＆ Ｓｗ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５）。总之，随着学习者领域知识的增加，自主探
索、问题解决或者游戏化的学习环境可以促进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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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高级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但在学生领域知识

不足的情况下，教学者仍然需要提供足够的指导和

支持。

（四）学习者

１．智慧学习环境中，学生个体特征的差异会对
教学策略的选择产生怎样的影响？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学生的领域知识（ｄｏｍ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水平对教学设计起着决定作用（Ｓｗ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０）。对于高水平学生而言，他们已经在长时记
忆中建立了较多的关于领域知识的认知图式（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ｈｅｍａｓ）。这种网状的知识体系，可以帮助学
习者将原本独立的几个相关联的学习元素组织成一

个更大的单元。当新信息进入工作记忆加工时，长

时记忆会提取出认知图式里的相关知识，帮助新信

息的加工，也就是将包含众多关联元素的信息理解

为单一元素信息，增加了工作记忆的信息处理能力，

降低了认知负荷。例如，在初学一门外语时，我们是

以每个单词为信息加工单位的；随着我们对这一语

言越来越熟悉，长时记忆中的语言知识愈加丰富，信

息加工单位就变成了一个个句子。相反，对于低水

平学生而言，当新信息进入工作记忆时，因其长时记

忆缺乏足够的相关的认知图式，需要逐个处理每个

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造成较高的认知负荷。

若教学策略使用不当，产生过高的外部认知负荷，就

会导致总认知负荷超载。因此，在学生缺少领域知

识处理复杂材料时，我们就需要提供更多的外在支

持，进行有效的教学指导。例如，认知负荷理论提出

的样例效应就是为了“拟补”学生先前知识的不足，

用具体的样例简化学生搜寻解法的步骤，减少学习

中的认知负荷。

然而，这也可能产生另一个问题：若老师的教学

指导和学生已有知识之间出现重复，学生则需要将

这些外在指导和自己长时记忆里的知识结构整合起

来，这样增加了认知负荷，影响新知识的获取。这里

涉及另一个重要的认知负荷效应———能力反转效

应。随着学生经验的增加，不同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会发生变化，对初学者有用的方法可能对熟练者无

效，甚至可能阻碍学习（Ｋａｌｙｕｇａ，２００７）。
我们通常认为，相较于文字表征的材料，图像表

征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学习内容。但是，针对

不同水平的学生应该使用不同形式的材料：对于低

水平的学生，可以提供整合了多种表征形式的材料，

比如同时包括语言和图像信息、具体事物和抽象符

号；而对于高水平的学生，可以提供只有一种表征形

式的材料，额外的信息对于他们来说是冗余的，可能

干扰学习过程（Ｌｅｅ，Ｐｌａｓｓ，＆Ｈｏｍｅｒ，２００６）。
另外，教学材料的组织顺序也需要考虑学生水

平的差异。比如，在一项研究中，学生学习串联和并

联电路，教师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教学方式：第一种是

先呈现提供解决方法的工作样例，再呈现具有相同

结构的问题进行练习；第二种是同时呈现练习问题

和工作样例；第三种是在提供的工作样例中逐步减

少引导，即从最后一步开始逐渐省略解法步骤。研

究结果表明，对于初学者来说，第一种教学方式最有

效，高水平的学生更适合后两种方式（Ｒｅｉｓｓｌｅｉｎ，Ａｔ
ｋｉｎｓｏｎ，Ｓｅｅｌｉｎｇ，＆Ｒｅｉｓｓｌｅｉｎ，２００６）。所以，适合初
学者的教学指导，可能对高水平的学习者会产生负

面影响，干扰他们对自身已有知识结构的提取和应

用，特别是他们不得不加工这些多余的解释。

２．在智慧学习环境下，协作性学习能否帮助减
轻个体的认知负荷？

许多研究表明，当学习任务比较复杂，也就是具

有更高的内部认知负荷时，合作学习是一种更加有

效的策略。任务信息可以分配到不同小组成员的工

作记忆里进行加工，能够减轻每个学生的认知负荷。

但对于那些比较简单的任务，个体独立解决并不困

难，那么合作学习则可能会降低效率，因为这类学习

需要很多小组沟通和协商的过程，会给学生带来额

外的认知负荷，无论这种人际互动是否有益于学习

（Ｋｉｒｓｃｈ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有研究发现，对于相对简
单的记忆任务，个体独立学习的方式更有效（Ｖｏｌｌ
ｒａ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８９）；对于更复杂的问题解决任务，合
作学习的方式更有效，能够促进个体成员的任务表

现（Ｏｈｔｓｕｂｏ，２００５）。所以当使用合作学习策略时，
需要保证给予各小组的学习任务是较为复杂、个体

不容易解决的。

此外，合作学习策略其实是为个体提供一种支

架（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如果学习内容本身需要教师提供
支架式引导，则不需要再进行合作学习，因为合作学

习可能会分散注意力、造成重复学习（信息冗余）、

耗费认知资源。但在缺乏老师教学引导的情况下进

行问题解决时，合作学习策略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协

·２６·

高媛，黄真真，李冀红，黄荣怀智慧学习环境中的认知负荷问题 Ｏ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１）



作学习会分担探索过程中的认知负荷。人类是社会

动物，喜欢进行小组协同工作是一种先天的倾向，但

这不意味着小组学习的效果一定比个人学习好，我

们应该正视这种学习方法的局限性。例如，如果让

知识水平、信息掌握情况基本相同的学生进行合作，

这种方法很可能不起作用；而当学生拥有不同类型

的知识和信息时，合作学习可能就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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