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学习迁移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学习迁移及分类

第二节 学习迁移理论

第三节 影响学习迁移的因素

第四节 学生学习迁移的促进





第一节．学习迁移概述 

一．迁移的一般概念 
学习的迁移（transfer of learning）是指已经获得的

知识、动作技能、情感态度等对新的学习的影响。 简言之，

迁移就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

学习迁移既可以是先前学习对后继学习的影响，也可

以是后继学习对先前学习的影响；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

可以是消极的。 

迁移的另一个定义是：把在一个情境中学到的东西迁

移到新情境的能力。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受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等都是对迁

移现象所作的原始而形象的概述 



二、学习迁移的分类

（一）从迁移本身的特点入手来研究迁移的分类

（二）从迁移主体出发来研究迁移的分类



（一）从迁移本身的特点入手来研究迁移
的分类

1、一般迁移与特殊迁移（按迁移的内容分）

– 特殊迁移（special transfer）：指某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

有直接的、特殊的适应性，是特定事实与技能的迁移。

– 英语语法的学习可以直接迁移到英语写作和口语表达中来
。

– 一般迁移（nonspecial transfer）：指原理原则的迁移。这

一类迁移是教育的核心。

 “面积计算原理：面积可加”



– 水平迁移：指知识、技能在相同水平上的迁移。
 

 

– 垂直迁移：指低水平技能向高水平技能的迁移。

2、水平迁移与垂直迁移

（按迁移发生的水平分）

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梯形的面积公式三角形和长方形的面积公式



3、顺向迁移与逆向迁移

（按迁移发生的方向分）

       顺向迁移（forward transfer）：先前的学习对

后继学习的影响。

–    逆向迁移（backward transfer）：后继的学习

对先前学习的迁移。

过去经验 学习A 学习B

（迁移实验状况）

顺向迁移         逆向迁移



4、正迁移、负迁移与零迁移
（按学习的影响性质分）

– 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指先前学习对后继学习
的积极影响。

– 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指先前学习对后继学习
的消极影响。

– 零迁移：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例如体育训练对学习数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骑自行车 骑摩托车

打羽毛球
（压腕）

打网球
（不压腕）



5.辛格莱和安德森在对知识进行分类的

基础上结合迁移对象的特点将迁移分为
：

• 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迁移

• 陈述性知识向陈述性知识的迁移

• 程序性知识向陈述性知识的迁移

• 程序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迁移



（二）从迁移主体出发来研究迁移的分类

1.萨洛蒙&帕金斯：根据意识参与程度的不同：低层
次迁移Vs.高层次迁移

2.巴特菲尔德：根据迁移过程中参与的认知成分：
辨别、组合、分析等9种

3.冯忠良：同化性迁移Vs.顺应性迁移vs.重组性迁
移

4.莫雷：迁移中认知操作程度的不同：联结性迁移
Vs.运算性迁移



第二节 学习迁移理论

（一）几种经典的迁移理论

1.形式训练说

2.共同要素说

3.经验类化说

4.关系转换说

5.学习定势说

6.分析-概括说

（二）迁移理论的新进展

1.类比迁移理论

2.结构匹配理论

3.符号性图式理论

4.认知结构说

5.产生式理论

6.元认知迁移理论



经典迁移理论
     （一）形式训练说

      代表人物：沃尔夫（德）

   主要观点：

   1. 个体心理的组成部分是各种官能，如注意力、
记忆力、推理等，这些官能可以像肌肉一样通过训
练而得到发展和加强。

   2.心理官能经训练后，可无条件迁移于各种情境。

   3.训练的形式比训练的内容更重要。

    例如：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精密，
哲学使人深刻，道德让人庄重，逻辑使人善变。 



（二）共同要素说

     代表人物： 桑代克、奥斯古德

   主要观点：

    1.从一种学习情境到另一种学习情境的迁移，
只是由于这两个学习情境存在相同的成分，迁移是
非常具体而有限的。 

    2.“共同元素”实质就是两次学习在刺激反应
联结上的相同要素。



桑代克面积估计实验
    1901年，桑代克做了一个“形状知觉”的实验。在实验
中他让被试对15一100平方厘米的大小不同的长方形面积进
行估计，在被试经训练得到较大的提高之后，再让被试估计
150-300平方厘米的长方形，结果被试在大的长方形的面积
估计方面没有明显的进步。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桑代克让被试练习估计正方形的面
积，在其相应的能力得到改善(估计的准确性提高)之后，再
让他们估计其它几何图形如三角形的面积，结果表明，被试
估计三角形等其它几何图形的面积的成绩并没有得到改善，
此表明，被试在估计正方形面积时所得到的训练却无法迁移
到有相同官能的后来的学习情境中去。

    桑代克的迁移研究既否定了形式训练说的迁移观点同时
又提出了被称为“共同元素说”的迁移理论。 



1949年奥斯古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桑代克的
相同要素说进一步发展，认为只有当两种学习有共
同成分的时候，一种学习才能影响到另一种学习而
产生迁移。他提出了著名的三维迁移模式即奥斯古
德曲面。



三维迁移曲面模型

三维迁移曲面图实际上是对前后学习的“刺
激一反应”中包含共同元素的不同状况产生
的迁移效应的全面总结，它分别考虑了刺激
的相似性与反应的相似性两个维度的不同组
合而产生的迁移效应，并用三维曲面图将这
些迁移效应描述出来。 



R
I
 ——相同反应

R
S
 ——相似反应

R
N 

——无关反应
R

O 
——相反反应

R
A 

——对抗反应
S

I 
—— 相同刺激

S
S 

—— 相似刺激
S

N 
—— 无关刺激

+  —— 正迁移
0  —— 零迁移
-  —— 负迁移

奥斯古德迁移的三维曲面模型



       三维曲面模型迁移的机制
如果先后两个学习材料刺激相同（SI），两种学习反应亦相
同，则会出现最大的正迁移（＋）；  如果两种学习材料刺
激无关（SN），两种学习反应亦无关（RN），则会出现最小
的负迁移（-）；如果先后两种学习材料刺激相同，反应由
相似（RS）到不同（RO）乃至对抗（RA），则迁移由正到负，
直到最大的负迁移。

如果前后两种学习材料刺激不同，反应由相同到不同，以至
对抗，迁移效果为零。

如果两种学习反应相同，刺激由不同到相似以至完全相同，
则两种学习的正迁移从零到最大；

如果两种学习反应不同或对抗，刺激由不同到相同，则负迁
移由最小到最大。



三、经验类化说

  代表人物：贾德 

  经典实验：水下打靶实验

  主要观点：

  1.桑代克所强调的共同元素并不是迁移发生的充
分条件，它只是迁移的必要条件。

  2.虽然说两个学习活动之间存在的共同要素是迁
移发生的前提，但是，产生迁移的关键却是学习者
在两种活动中概括出它们之间的共同原理，即主体
所获得的经验的内化。



水下靶子的实验

1908年贾德做了著名的射击水下靶子实验。他以5、6年级学
生作为被试，分两组对比。在射击开始之前，他给一组学生
充分讲解光的折射原理，而对另一组不然。然后开始用镖枪
射击，靶子位于水下4英寸处。结果是学过与未学过光折射
原理的学生，其成绩大体相同。也就是说，理论学习对实验
操作似乎没有起作用。随后改变实验条件，将靶子移到水下
12英寸处。这时两组射击成绩差异明显表露出来。没有学过
光的折射原理的学生表现处极大的混乱，他们无法利用射击
水下4英寸靶时的经验，错误持续发生。而另一组学生迅速
适应了水下12英寸的射击条件，成绩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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