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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十分欣赏辛自强博士的博士论文《儿童在数学问题解决中图式与策略的获得》，这不只是因为
他是我的弟子，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学识与才华，以及这篇博士论文的质量。
目前这本定名为《问题解决与知识建构》的专著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稍作扩展而成的。
作为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博士文库”中第一本心理学著作，能够被评审专家和出版社选中，我想是
因为其学术上的创新性。
　　此前，我作为两位推荐人之一，向正准备出版系列优秀博士论文的教育科学出版社及评审委员会
推荐这部书稿时，是从辛自强博士论文的原文出发，强调这篇论文不仅语言流畅、结构严谨，更重要
的是具有创新性。
我指出这篇博士论文的学术价值为：首先，在一系列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并验证了“关系一表征复杂
性模型”，这是论文重要的理论创新，该模型为解释数学问题难度的本质，揭示图式的等级化组织提
供了崭新的思路，也为课程、考试及评价题目的编制提供了依据；其次，在理论上，该论文还试图探
讨智力的本质，提出了“三重”智能的理论构想，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再次，在研究方法上
，论文中引入微观发生法，探讨了儿童数学问题解决策略的微观建构过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最后，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当代的认知(智力)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研究目标指引的行为，其
中图式获得和策略应用尤其能体现个体智力活动的目的性。
该论文所阐述的图式与策略，正是目标指向的、旨在解决问题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操作。
正因为如此，我在推荐书中列举了该博士论文的部分成果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发
展与教育》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并广为同行专家好评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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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信息加工理论与建构主义的整合为思想基础，认为问题解决既是信息加工过程，又是知识获得
过程，并通过四项实证研究考察了问题解决背景下图式与策略的获得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本书根据四项以小学三至六年级中的的近300名学生为对象的重要研究及有关文献，重点说明了图式的
组织与微观建构问题，并提出把表征复杂性模型拓展成三重智能模式的构想，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采用
科学新方法分析和解决教学中的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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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辛自强，1975年生于山东。
1993年至1997年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1997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发展；1999年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认知发展。
2002年7月获得教育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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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问题解决中图式的作用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从对问题情境的知觉到对问题的理解，再到
问题解决方法的获取，都受到图式的影响。
　　(1)影响对问题情境的知觉。
人在对问题情境的知觉中，通过感官接收大量信息，这些信息要获得进一步的注意和加工，必须经过
过滤、分析和解释，为此，图式就要发挥作用。
比如，由牛顿定律提供的太阳系图式引导人们寻找没有发现的行星。
Gilhooly(1988，p．77)认为，正确的问题知觉就像提示出一个问题图式，它暗示一个直接的、类似原
型的问题解决方法。
这说明问题知觉与图式是密切相关的。
　　(2)影响对问题的理解。
妻理解环境刺激的意义，就必须把它们纳人已有的图式，才能获得其意义。
问题所提供的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依赖已有图式。
因为知识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节点组织而成的语义网络，这种组织的主要方式就是图式，问题提供的
信息可以激活其中的一些节点，进而激活相关图式，图式可以提供相关的知识和意义以补充问题情景
缺失的或隐藏的信息，这样问题解决者就能迅速理解问题的本质。
正如Best(2000，p．397)指出的，“图式知识一旦被激活，就能引导问题解决者以特定的方式搜索问题
空间、寻找问题的有关特征”，有助于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
　　(3)影响问题解决方法的获得。
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千上万的图式，在面临特定的问题情景时，只有正确选择所需图式，才能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
比如，在法庭审理中，如何根据资料对疑犯定罪、量刑，就涉及有关罪名和法律方面的图式选择问题
。
可见，图式选择是问题解决的固有部分，面临问题时，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图式，并用它指导问题解
决行为。
Mayer(1981)的研究表明，解决几何应用题的关键实际上就是发现适合的图式。
学生经常因为选错了图式，在解题中陷入麻烦。
　　值得注意的是，图式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它在如下几个方面干扰问题的解决：①可能造成大
量信息的丧失。
由于图式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大量信息就被过滤掉。
一般地说，忽略掉那些不能被同化的信息是有意义的，但是却可能破坏信息的全面获取。
②图式常难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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