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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心理学中，学习理论一般分行动主义的联结派和认

知主义的认知派，其中认知派起始于苛勒的格式塔理论。格式

塔学习理论关注到学生内部认知的自主转化，强调“顿悟”，

而非通过不断“试误”产生的“联结”，这一理论对指导学生

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

一、格式塔学习理论概述

库尔特·考夫卡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结合苛勒和韦

特海默的理论指出：“格式塔”（Gestalt）一词具有两个含义。

一种含义是指形状或形式，亦指物体的性质；另一种含义是指

一个具体的实体和它具有一种特殊形状或形式的特征，涉及物

体本身，而不是物体的特殊形式，形式只是物体的属性之

一。[1]在我国，格式塔心理学被译为“完形心理学”，其基本

主张是：心理现象最基本的特征是意识经验中所显现出来的结

构性或整体性，[2]即知觉到的东西要大于眼睛见到的东西，任

何一种经验的现象，其中的每一成分都牵连到其他成分，每一

成分之所以有其特性，是因为它与其它部分具有关系，由此构

成的整体并不决定于其个别元素，而局部过程却取决于整体的

内在特性。

格式塔学习理论是依据格式塔心理学而形成的研究学生学

习心理的理论。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各项实验研究，格式塔学

习理论主要有四个基本观点：整体反应性 （又称为整体性原

则）、心物同形说、顿悟说、低遗忘高迁移说。

从理论意义上看，格式塔学习理论弥补了行为主义学习理

论的不足，所提出的整体性、心物同形、顿悟等理论对后来的

认知派学习理论家有一定启示。从实践意义上看，格式塔学习

理论主张从问题情境的整体性出发去认知，不断进行认知重组

以触发顿悟，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格式塔学习理论的部分主

张来自于人脑的先验本能，主张顿悟而无法具体测量，带有唯

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因此也遭到批判。尽管如此，格式塔

学习理论从理论和实践意义上对于当前教育教学仍然具有可贵

的指导价值，值得研究者发掘和深挖。

二、格式塔学习理论在语文单元整合教学中的应用路

径——以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第七单元为例

格式塔学习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在上世纪就已经开

始，已有研究成果尽管注意到了格式塔学习理论中的整体性、

心物同形的观点，但更多在于阐述整体性原则和心物同形理论

在一篇课文的阅读教学或一篇作文的写作教学中的应用。他们

的研究为我们今天总结格式塔学习理论对语文教学的指导经验

和开发单元整合教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汪晓丹老师在《情景相应，心物同形——谈“格式塔”理

论对语文教学的指导》一文中提示教师可以运用“心物同形”

理论，在古诗词教学中营造情景交融的教学意境，在散文教学

中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培养审美情趣，在写作教学中引导学

生观察和思考现象世界、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3]例如，杜甫

的《登高》首联、颔联写景，颈联、尾联抒情，情景呼应，在

古诗词教学中就要充分营造悲秋沉郁的整体意境；《世间最美

的坟墓》中的坟墓只是一个朴实的小土丘，但情感上却可以使

人迸发出最崇高的敬畏，在散文教学中就要升华其中的审美意

趣。用格式塔学习理论来指导单元整合教学也已有人尝试，郑

莹莹在《格式塔理论指导下的单元教学设计例谈》中就以高中

语文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第二单元为例进行了相关阐述[4]。从以

上分析可以看到，格式塔学习理论在以往的语文单篇教学中已

经有所应用和收获，语文教师完全可以继续利用这些经验并将

其拓展至单元整合教学中来。

高中语文统编必修上册第七单元人文主题是“自然情怀”，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本单元《故都的秋》《荷塘月色》《我与地

坛》《赤壁赋》《登泰山记》五篇写景抒情散文（其中《荷塘月

色》《登泰山记》为自读课文），运用反复涵泳咀嚼，分析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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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情理结合的写作手法，感受作品的文辞之美，“体会民

族审美心理，提升文学品味，培养对自然地热爱之情”，[5]写

作散文。本单元属于“文学阅读与写作”学习任务群，《普通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提示“应以学

生自主阅读、讨论、写作、交流为主”，“教师应向学生提供有

效的学习支持”，“鼓励学生自主组织……读书报告会”，“激发

学生文学创作的成就感”。[6]以下运用格式塔学习心理理论基

本观点，从整体性、认知重组、心物同形、迁移策略四个方面

探讨本单元学习任务设计的可行路径。

1.基于整体反应性的单元整合教学路径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 2020年修订）》指

出：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7]单元整

合教学所要求的大观念、大任务、整合文本和方法都体现了格

式塔学习理论整体反应性、系统论的观点，这启发语文教师需

要整体处理教材、整体把握课堂、整体考量评价，充分认识到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整体处理教材可表现为利用表格等其他形式整理、汇总单

元文本内容及形式。例如，《故都的秋》《我与地坛》《赤壁赋》

三篇散文在时间、景物、地点、生命情感等方面存在可比性，

我们就可以将这三篇教读课文整理为一个比较清晰的表格，如

下表所示，以整体展现单元内文本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整体把握课堂可表现为将情境贯穿始终，学生自主确定读

书报告会的活动主题，再主要以报告形式交流讨论。例如，在

处理第七单元整合教学时，我们创设一个读书报告会的整体情

境，本单元设计的9个课时就可以围绕读书报告会分为会务组

筹备1课时、会前热身3课时、会上报告3课时、会后总结2课

时等几部分组成，将单元学习纳入一个完整的情境之中。

整体考量评价可表现为设计评价任务，制定综合评价表。

教、学、评是一个整体，语文教师应该把评价任务嵌入教学过

程，按教、学、评一致的思路设计整个教学。在此考量下，评

价就不仅指向某一个活动，而是一个指向综合的过程，并且这

个过程不是给学生诊断学习结果，而是提供学习资源。例如，

在读书报告会筹备期间，学生要确定报告会主题，而教师要评

价的不是学生主题确定得好或者不好，而是应该提供相应标

准：①格式对仗工整；②契合散文文体；③具有情景意趣。如

表1。读书报告会的主体——会上报告也应该有相应的评价标

准：①符合主题要求，体现小组合作；②语言清晰晓畅，ppt

制作精美；③课文内容分析得当，有一定创新处；④课文手法

分析准确，能表现作品风格；⑤能条理清晰地回答听众疑问。

如表2。

表1 主题设计评分表

表2 读书报告会评分表

2.基于心物同形说的单元整合教学路径

心物同形说主张地理环境与行为环境的相容，形成“心物

场”，契合单元整合教学的情境化、活动式要求。《普通高中语

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也提出“以主题为引

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8]学生

学科核心素养的表现程度需要通过在真实情境中运用所学的知

识并能完成某种任务来衡量，指向素养的评价必须要有恰当的

情境。这就需要学生的行为环境应该与地理环境相适应，将自

己所从事的阅读这一行为活动转化为与文本、自己、同伴、作

者的对话活动。所以，在第七单元整合教学时我们设置“读书

报告会”的大情境，在大情境的背景下，部分课时还有诸如

“我们有幸邀请作者本人前来参加读书会，你有哪些问题想问

作者？”的小情境，要求学生能够通过自主阅读与文本和自己

对话、通过汇报所得与同伴对话、通过分析研究与作者对话，

最后写作散文形成成果发表。

同时，心物同形说能使审美教育更好发生。本单元五篇课

文均为散文，具有审美性的特征，每一篇文章都蕴含着作者的

审美意趣。在大概念的统领下，“情对景的选择不同，散文会

呈现不同的审美特点”。因此，我们在单元整合教学中可以剖

析每一篇文章的审美意趣所在，品析作者的审美品位与表达，

还可以通过多文组合进行审美意趣的对比，以此观照不同人不

同情不同景下的审美之异同。

3.基于认知重组以促顿悟的单元整合教学路径

核心素养不是教师教出来的，是学生自己反思或悟出来

的。这里所说的“悟”实则是学生通过认知重组，不断重构自

己对世界的感知，从而真正体认知识，这也是格式塔学习理论

所说的“真正的学习”。因而，如何引导学生重组认知从而产

生顿悟就是语文教师在设计教学时首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参考文本的选择要考虑并利用已经学习过的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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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学生的旧认知，使旧的认知和新的认知相互发生作用，重

组成为一个新的知识，这个产生新知识的过程就是顿悟的过

程。例如，组合学习《故都的秋》和《赤壁赋》两篇课文的

“秋意”时，可以提供《秋天的怀念》（史铁生）《秋词》（刘禹

锡）《山居秋暝》（王维）《登高》（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渔家傲·秋思》（范仲淹）《天净沙·秋思》（马致远）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苏轼）以及红楼梦中海棠诗社的《咏

白海棠》组诗等篇目，注意学生对篇目选择的熟悉程度和篇目

的篇幅，让学生在多篇目的学习中自主发现同秋异味，从而悟

出所学两篇课文的“秋意”来。

第二，调动学生的生活认知，充分利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尤

其是情感经验。曾有老师指出当前学生学习语文最大的问题莫

过于缺乏共情力，学习课文时不能产生共情。其实学生不能共

情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生活经验不足，或者即使有类似的生

活经验，教师在教学时也没有调动起来，有时设计活动反而成

为一场闹剧，教学效果适得其反。《我与地坛》中对生死的思

考、《赤壁赋》中对时空的思考，这些对于学生来说是必要的

却也是难的。语文教师教这两篇文章时可以“母亲”“主客”

为切入点，从“人”入手进行教学。

第三，注重学后反思，设计能够引导学生“悟”的评价任

务。以往我们重视教师的教学反思，以教师为第一视角反思教

学效果，这就把学生的学习效果忽视了，因而语文教师要把关

注点放在学后反思上，通过评价任务让学生“悟”。例如让学

生自己去设计读书报告会的主题，他们可以根据评价表衡量哪

种主题是好的，因此能根据自己对本单元课文的理解和认识设

计出最好的主题，教师也可以根据他们所设计出的主题去判断

学生所学的效果。

4.基于低遗忘说的单元整合教学路径

格式塔学习理论中的低遗忘说主要指向的是策略的迁移，

即学生可以通过自主迁移学习策略，从而学习知识，保持记忆

痕迹的良好性。单元整合教学不仅是单元课文的有机组合，还

有本单元中单篇课文的教学，例如第七单元《荷塘月色》和

《赤壁赋》两篇自读课文就可以作为单篇让学生自学，教师进

行一定指导。这种单篇自读课文的自学就需要学生自主发起学

习策略的迁移。

华南师范大学周小蓬老师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年

级进行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第一单元整合式教学时就有

相关实践，她设置了诗词研讨会的情境，让学生组织、参与研

讨会以学习本单元课文，至于自读课文《百合花》这一小说，

她指导学生运用SQ3R阅读策略进行自主学习，最后学生运用

这一策略提出了20多个文本相关的问题，可以说这种单篇课

文的自主学习是成功的，因为学生是通过自己读、自己悟的方

式进行了策略的迁移，从而产生顿悟。可见，低遗忘说与整体

反应性、心物同形说是密不可分的，贯彻整体反应性和心物同

形说，是保持记忆痕迹良好的必要途径，最终这三者都指向学

生的顿悟。

第七单元自读课文的学习可以通过前面三篇教读课文的整

合学习得出的策略进行。前面我们提到，本单元课程以读书报

告会的形式进行，包括会议筹备、会前热身、会上报告、会后

总结几个部分，我们在读书报告会的筹备上会重点分析三篇教

读课文，故而在会上报告部分可以由学生自主选择课文进行报

告和分享，例如：秋情百态—— 《故都》《赤壁》，北京一

角——《故都》《荷塘》《地坛》，名胜访迹——《地坛》《泰

山》，夜色正好——《荷塘》《赤壁》，学生可以通过报告的准

备充分迁移三篇教读课文的学习策略，教师也可以通过考察他

们的成果汇报对其进行评价以考量学生的学习是否真实发生以

及发生的效果如何。真正的学习是低遗忘的，学生通过这种方

式进行自学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学习阅读，更是掌握一种阅读

的方法，能够运用到终身阅读中去。

三、结语

格式塔学习理论作为西方传入中国的心理学理论之一，对

语文教学尤其是单元整合教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其整体反

应性、心物同形说、顿悟说和低遗忘说不仅能启发教师教学，

还能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锻炼学生的元认知能力。运用格

式塔学习理论，语文教师在进行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第

七单元整合教学时可以确立大观念、设置大情境、分化小情

境，选择合适的拓展资料，让学生自主迁移策略以学习自读课

文，使学习真正发生，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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