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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比如，智能技术、元宇宙等）的发展，以及各种

视频或图片的可便捷获取，一个新的现象似乎变得日益普遍，

那就是：很多教师有意无意间会通过播放视频、图片、动画，

代替让学生走出教室步入真实的场景进行观察、实践、体验；

通过在课堂看解剖图，代替学习者亲身动手植物解剖观察它们

内部的细微结构和特征，等等。有时，那些清晰、生动、细致

的图片或视频还能人产生一股冲动，以为让学生观看视频、图

片几乎或甚至比让他们走进现实，能观察得更深入、透彻。

从认知原理来说，知识习得的重要途径是人的感知觉，即

人们依赖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和实践经历等获得感知觉，

进而以感知觉为基础获得经验形成认知。美国著名的盲哑女作

家海伦·凯勒学会学习，是从手接触井水和家庭教师在她手心里

拼写“water”的单词开始的。现实的水和手心的“water”单词两者

结合，使“water”一词获得了意义。

教学技术应用的最初目的之一，也是帮助学生取得感知觉，

即将火山喷发、细胞结构、历史情境等现实中难以获得的感知

觉，通过技术的手段呈现给学生。所以，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

说技术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它帮助人们获取难以获得的感觉经

验。依赖这些感知觉经验，学习者进行认知结构的同化和变异。

所以，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说，“一盎司的经验超过一吨的知识”。
身体现象学也强调身体感知觉对知识获取的重要性，认为

身体是认知发展的前提，主张身体是人此在存在的最直接和最

基础的根据和来源，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起点、来源和根据。

现在的问题是，学习者认识的途径——感知觉没变，但是

提供感知觉经验的来源变了，它不是现实（自然或社会现实），
而是代替现实的视频或图片等。显然，视频或图片也会在人脑

中留下印象，进而帮助学生形成感知觉经验。我们不能否认基

于这种感知觉经验不能建构认知结构，只能说这种“经验”是否足

够牢固，以及这种没有经过现实的矫正或没有经过和现实拟合

的经验，能否与现实统一。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通过两种不同经验形成的认知发

展会有差别吗？差别有多大？这种差别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这些问题大概都没有答案。再进一步说，这种“经验”会不会影响

人的成长？比如，通过媒体构建认知的学习者，待他们进入现

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认知能否协调？他们进入社会后，和通

过现实建立认知的群体会不会产生认知冲突或有“认知鸿沟”？这

种冲突或鸿沟会有多大？这些问题大概也是有待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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