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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小学的体验式学习及启示
刘 桂 侠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体验式学习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和深化,但无论其如何演变,直接经验和反思始

终是体验式学习这一概念的内核。体验式学习理念渗透于美国教育文化之中。具体表现在:小学阶段的教育

以学生的真实感知为基础,注重为学生提供真实体验的机会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中学尤其是高中阶段的

教育以学生的真实体验为基础,注重为学生提供在新情境中检验所学知识的机会,注重学生知识、技能的内化

吸收。美国中小学体验式学习的实施经验可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如下启示:(1)进一步树立和推广

体验式学习理念;(2)创设学生进行真实体验的教学环境;(3)注重实施基于学生体验式学习的表现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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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缺乏

“体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教育者“知识”体系的快速形成,“实践知识”比纯粹的知识获得

更加重要。基于此,“实践体验”成为了学习理论研究再度关注的重要议题[1]。与此同时,无论是教

师的教学实践还是最新修订的高中各科课程标准,都强调了体验式学习的重要性。在2018年9月

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劳”的提出,凸显了国家对学生“劳动”素养的重视。“劳”的内涵丰富,可有多方面的解

读,其中之一便是重视实践、重视体验。

随着时代的发展,体验式学习的内涵也在逐渐深化,纵观其内涵变化,发现直接经验和反思始

终是体验式学习的基本内核。体验式学习理念渗透于美国各学段的教育文化之中。当前,我国正

在实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亲身经验,这与体验式

学习理念不谋而合。为此,笔者结合在美国访学期间的所见、所思、所想,对美国中小学教育①中的

体验式学习进行阐释和分析,并总结和提炼其在不同学段的侧重点,以为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实施

体验式学习提供些许借鉴。

一、体验式学习的内涵

“体验”一词的拉丁文为“experientia”,意思是“经历”(gothrough),具有“实验”(experiment)的

① 由于笔者访学所在地为美国德克萨斯州圣马科斯市,因此本文所谈及的美国中小学教育均以圣马科斯市的学校为例进行说

明。其中,小学以圣马科斯市的克罗克特小学(CrockettElementarySchool)为例,中学以圣马科斯高中(SanMarcosHighSchool)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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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体验”就是“体”和“验”。“体”即身体(大脑、肢体、眼耳鼻舌等感觉器官),“验”即经验(既包

括经历的过程又包括获得的结果)。因此,体验式学习必定要通过“做”来达成,而且这个“做”并非

只体现于行动,还必须包括脑部的思考[2-3]。体验式学习的理念古已有之,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

们对体验式学习认识的不断深入,体验式学习的内涵也随之不断深化。
(一)体验式学习的哲学渊源

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体验式学习作为认识论的一个流派,要理解其内涵,首先应溯本求

源,探究其哲学渊源。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以简明的语言肯定了感觉的认识作用,开
启了认识论源起感觉经验的新篇章[4]。亚里士多德用蜡块印章的形象比喻解释感觉获得的机制与

过程,为体验式学习寻找到了理论源头[5]。随后,培根在经过黑暗的中世纪之后,重塑感觉经验的

作用,并为其存在找到了科学依据,丰富了经验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培根的经验认

识原则是体验式学习理论的第二个起源,或是第一个科学的起源[6]。
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感觉认识论以及后来培根确立的经验认识原则,都意识到了经验在认

识论演绎进程中的价值,但是直到洛克才系统地论证了知识起源于经验的原理,经验也才得以获得

至高的科学地位———经验主义,洛克也因此被认为是经验主义的鼻祖[7]。
随后,杜威根据其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提出了“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并宣

称经验的自然主义与其他一切哲学都不相同。杜威反对“把人与经验同自然界截然分开”的“理智

主义”,认为应确立经验与自然“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他一直以来都反对传统哲学中唯心主义与唯

物主义的二元对立论,认为要纠正这种错误,就要用所谓“经验的方法”来确立经验与自然的连续

性,并把这个连续的整体看成是一个统一的经验整体,同时把它作为哲学的真正出发点[8]。
综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人的认识需要依靠感觉,这为直接经验成为体验式学习的基本内

核提供了基础。随后,培根的经验认识原则开创了经验认识论的先河,“经验”的地位由此得以保留

并进一步提升。而直到洛克,才完整地解释了“经验”的概念,并提出反省是观念的两个来源之

一[9]。杜威从古典经验主义中看到了二元论的缺陷,强调经验的自然性,并对经验认识论进行了彻

底的重新建构[10]37。可见,体验式学习的哲学渊源[10]38(如图1所示)揭示了体验式学习这一概念的

基本内核。

图1 体验式学习的哲学渊源

(二)体验式学习内涵的深化

1938年,杜威出版了《经验与教育》一书。在该书中,杜威强调学习是经验不断改造与重组的

历程,并提出“做中学”的系统经验学习法,为体验式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石[11]。

20世纪40年代,人本主义代表人物罗杰斯提出认知学习和体验式学习是学习的两种基本形

式,并进而指出体验式学习具有四个突出特征:个性化参与、学习动机激发、学习者自我评价、对学

习者产生渗透性影响。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丰富了体验式学习的基本内涵,即由杜威时代的



重视直接经验和反思转向了在此基础上对于人情意体验的重视[12]。20世纪80年代,随着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的兴起,人们对于学习的认识也随之发生转变,这时组织心理学家库伯在吸收杜威、罗
杰斯等人合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四阶段“体验式学习循环模式”[12],如图2所示。

图2 库伯的“体验式学习循环模式”

图2显示,体验式学习循环模式包含四个基本环节:第一个环节为具体体验,即学习者通过在

真实情境中的活动,获得各种体验和知识,进而获得相应的感性认识;第二个环节为观察和反思,即
学习者在具体体验的基础上,分析、反思其学习经历;第三个环节为形成抽象的概念,即学习者通过

对感性认识进行分析和反思,并将其上升为理性知识,进而由行为推导出一个新“理论”[13];第四个

环节为在新情境中检验,即根据“知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学习者需要在新的情境中对通过

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知识的新“理论”进行检验。库伯指出,体验式学习循环的四个基本环节分别

代表了感知学习、反思性学习、理论学习和实验四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因而体验式学习实质上是一

种综合学习。

20世纪90年代,学习心理学家日益重视具有情境丰富性、情绪体验性以及知识建构性的体验

式学习,进而诞生了一种新的理论———情境学习论(situatedlearning)。该理论认为,学习的实质是

个体参与实践,与他人、环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形成参与实践活动的能力和提高社会化水平的

过程。知识是基于社会情境的一种活动,是个体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建构的一种交互状态,是一种人

类协调一系列行为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的能力。因此,教学应把学习者置于复杂的社会情

境中进行学习[14]。情境学习论试图统整体验式学习、认知的情境性以及学生学习论等的各自优

势,达到优化学习者学习的目的。这一理论的诞生也进一步丰富了体验式学习的内涵。
可见,体验式学习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和深化,但无论其如何演变,以直接经验

和反思为基础进行学习始终是体验式学习这一概念的内核。虽然库伯的体验式学习循环圈为体验

式学习模式提供了架构基础,但因不同学段的学生学情不同,美国中小学教育中的体验式学习模式

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二、美国小学的体验式学习模式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不仅揭示了个体心理发展的某些规律,同时也证实了儿童心智发展的

主动性和内发性。皮亚杰将儿童的智力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

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并认为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认知结构及主要的行为模式,标志着该阶

段的智力水平[15]。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因材施教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儿
童所处的智力水平不同,其教育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小学阶段的学生其智力发展主要处于具体

运算阶段,能够用逻辑的方式解决具体的问题,能够进行分类和排序,能够运用逆向思维,理解过

去、现在及未来[16]42,因此该阶段的教育应注意以下几点:(1)使用道具和借助视觉形象;(2)给予学

生动手操作和检验知识的机会;(3)保证教师的讲解和提供给学生的阅读材料简短且结构性强;(4)
用熟悉的事例解释复杂的观点;(5)为学生提供对复杂物体或观念进行分组和归类的机会;(6)提出



一些需要逻辑分析、系统思考的问题[16]46。美国的小学教育在体验式学习理论的指导下体现了这

一教育重点。
(一)具有独特办学理念的克罗克特小学

克罗克特小学(CrockettElementarySchool)以大卫·克罗克特(DavidCrockett)的名字命名。
大卫·克罗克特以其独特的演讲风格而闻名[17]。克罗克特小学的教育使命为:“教师将为所有孩

子提供优质的教学和平等的教育机会,我们将共同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为有教养、有爱心和对社会

有用的人。”[18]其核心理念(corebeliefs)为:“我们相信学生可以发挥其最大潜力。”该校重视个性化

的教育方法,认为所有利益攸关方应共同承担惠及每一名儿童的责任。学校希望通过学生广泛参

与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类资源,帮助学生全面发展并获得灵感[19]。
(二)注重为学生提供真实体验的机会

克罗克特小学注重为每个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开发当地的教学资

源,以满足孩子多方面的学习需要。其中有两点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一是重视科学课的教学;二是

注重学生的实地考察。无论是科学课教学还是安排学生进行实地考察,都体现了对学生的体验和

实践的重视。科学课中,教师十分注重学生的亲身参与和实践。例如对于微小动物的观察,教师会

为每名学生发放一个具有放大功能的瓶子,以便于学生自己观察,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意识以

及表达能力,教师还会要求学生详细记录他们的观察内容。
除了教室里的常规课堂教学外,美国小学还会根据不同学科的内容和特点,结合教学需要,安

排一些课堂之外的教学活动,例如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科学馆和图书馆等。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以

通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的见识,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走进社会,了解

社会生活。学校的这种安排并非偶尔为之,而是经常性的,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制度,并制定有完整

的活动流程:
(1)活动准备阶段

在活动准备阶段,主要是向家长发放告知书,并要求家长签署同意书。告知书的内容包括活动

的注意事项,实地考察的时间、地点,以及了解学生是否有药物过敏、食品过敏等情况。此外,告知

书中还会附上有关目的地的简要介绍,并表示欢迎家长一同参与活动。
(2)活动实施阶段

活动开始后,教师通常会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让学生自行参观和体验。所参观的科学中心通

常会将展示内容及项目装订成册,以便于学生能更加充分而系统地了解和体验各项活动。学生可

以在进入中心时从桌上自行获取。
科学中心的每一个项目都有详细的活动指南,一旁的标牌上还清清楚楚地标示着三项内容:
“试试这个!”———指导参观者怎样进行操作;
“发生了什么?”———帮助参观者观察操作之后产生的现象或变化;
“因此……”———引导参观者从中得出结论,或者印证某种物理现象或化学现象产生的根本

原因。
例如“钉子床”体验项目:有一张钉子床,看上去令人恐怖,床上全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金属钉

子,参观者可以躺在尖锐的钉子上,但却没有任何危险,这是为什么? 按照旁边的标牌指引,学生可

以安全地去进行体验,感受钉子不扎人的奇特现象。
第一步:试试这个!
躺到床上,把你的头放在垫子上,屏住呼吸。当钉子在你身体下面升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离

开床,当钉子落下去之后,才离开床。
第二步:发生了什么?
你能计算出床上有多少颗钉子吗? 每一颗与你身体接触的钉子都支撑着你身体重量的一小部



分,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没有单独一颗钉子对你的身体用力。注意:这与单独一颗钉子压在你皮

肤上有什么不同呢?
第三步:因此……
这些都是从五金店买来的普通钉子。如果你把2公斤重的牛排放在这些钉子中的任何一颗上

面,钉子将会由于重力的作用而穿进牛排。但如果你把同样重量的牛排放在这个钉子床上,每一颗

接触它的钉子则只承担了40克的重量,所以牛排不会被穿透。
“钉子床”体验项目的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明白压力、压强与受力面积之间的关系。

这种体验比教师的口头讲解生动直观得多,像这样来自亲身体验、经过实践证明的知识,也往往更

容易被牢记[20]。
(3)活动结束阶段

活动结束后,教师通常会与学生一起对所参观的内容、体验的项目发表自己的看法、畅谈自己

的体会,帮助学生将其所感知的内容内化为知识。
此外,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耐心,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开展钓鱼等体验活动。美国的小学教

育正是在这样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渗透其教育思想和理念,并让学生在愉快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亲

身体验获得直观而真切的感受,同时强化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促进其思维能力的形成与

发展。

三、美国中学的体验式学习模式

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能运用假设和演绎的方式思考问题,思维更具科学性,能
用逻辑的方式解决抽象问题,并能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同时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个人认同以及公

平公正等,因此这个阶段的教育应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使用具体运算阶段应用的教学策

略和教具;(2)提供机会,让学生探索假设性问题;(3)给学生提供解决问题和科学推理的机会;(4)
尽可能借助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材料和观念,教学生一些包摄性强的概念,而不是只告诉他们一

些具体的事实[16]48。基于此,美国中学的体验式学习更加注重实施完整的体验式学习模式,重视让

学生在新情境中检验所学知识。
(一)融合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圣马科斯高中

圣马科斯高中(SanMarcosHighSchool)是位于德克萨斯州圣马科斯市的一所公立学校,该学

校为九至十二年级的学生提供服务,是圣马科斯综合独立学区(CISD)的一部分,在校学生近3000
人[21-22]。圣马科斯高中的校园呈马蹄形,有两个主翼:一个用于学术,一个用于活动。该校重视培

养学生在艺术和体育方面的特长。学校的中心是一个安全、舒适的庭院,适合师生进行户外的学

习、餐饮、表演和社交活动。圣马科斯高中的就餐场所非常舒适、宽敞,而且学校午餐时间相对较

长,目的在于为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提供宽松、自由的交谈时间及空间,以便于教师及时了解

和处理学生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圣马科斯高中致力于使所有学生达到继续深造和职业准备的标准,确保100%的学生都能在

其后的大学生涯或职业道路上,获得相应证书,达到所选领域的测试标准。此外,圣马科斯高中还

为社区成员和家长/监护人提供多种机会,使其能以积极的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业获得成功[23]。
(二)注重为学生提供在新情境中检验知识的机会

美国高中阶段的学校有多种类型,其中主要为综合高中、学术性中学、职业或技术中学。综合

高中(comprehensivehighschool)是美国目前最为普遍的中等学校。综合高中之父、著名的教育学

家科南特在《今日美国中学》中,将综合高中界定为一所为社区内所有受教育的年轻人开设课程的

中学,它的办学目标可概括为:第一,为所有高中生提供合适的通识教育;第二,为准备就业的学生

开设职业选修课程;第三,为打算继续深造的学生开设学术课程。科南特强调,综合中学不同于单



独的职业中学或专门的文理科中学。综合高中把升学与就业的职能集中在同一所教育机构,并根

据社区内所有年轻人的不同教育需求开设多样化的课程[24]。综合高中的培养模式有利于学生在

拥有基础知识的同时,又具备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这种以体验式学习理论为指导,将普通教育与

职业教育相融合的培养模式,有利于学生的未来发展。
圣马科斯高中即是这样一所融合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综合高中。该校所设置的课程丰富

多样,课程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英语语言艺术(EnglishLanguageArts)、科学(Science)、社
会研究(SocialStudies)、数学(Mathematics)、职业与技术教育(CareerandTechnicalEducation)、
美术(FineArts)、表演(PerformingArts)、戏剧(TheatreArts)、舞蹈(Dance)、世界语言(World
Languages)、体育(PhysicalEducation)、啦啦队(Cheerleading)、竞技(Athletics)及其他选修课

(OtherElectives)[25]。其中,“职业与技术教育”涵盖了14类不同方向的课程,具体为:农业、食品

和自然资源(Agriculture,FoodandNaturalResources),建筑学与建造学(ArchitectureandCon-
struction),艺术、音频/试听技术和通信(Arts,Audio/VisualTechnologyandCommunication),企
业管理与行政(Business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教育与培训(Education& Training),
财政金融(Finance),健康科学(HealthScience),服务业与旅游业(HospitalityandTourism),人类

服务:美容业(HumanServices:Cosmet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法律、公共安

全、惩戒和安保(Law,PublicSafety,CorrectionsandSecurity),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andMathematics),运输、配送和物流(Transportation,Distribution&
Logistics),碰撞和修复(CollisionandRepair)[26]。每一类都包括若干课程,既有普通教育需要学习

的相关理论知识,又有职业教育需要的技能实践。例如“教育与培训”方向,即包含职业准备(2学

分)、教育与培训原则(1学分)、人的成长与发展(1学分)、教育与培训实践指导(2学分)和教育和

培训实习(2学分)等多门课程。学校旨在整合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和实践

帮助其了解正在学习的内容的有用性。
圣马科斯高中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不仅重视学生的体验,而且注重为学生提供在新情境中检验

所学知识的机会。以“职业与技术教育”课程为例,课程实施通常遵循理论学习-动手实践-检验

实践成果这样一个基本程序,具体为:
首先,教师专属教室为学生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创设了良好的教学情境。该校在学科理论学

习中的最大特色是实行学生走班制。即:每位教师都有属于自己的学科教室,教师可以根据学科特

点以及自己的教学风格自行设计教室环境;学生则根据自己所选的学科和任课教师进入相应的教

室进行理论学习。这样的课程实施方式有利于学生在学科情境中进行理论知识的有效学习,增强

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情境认知。
其次,学校设置的多种不同实验室为学生的实践操作创设了良好场所。由于该校是一所融合

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综合高中,因此学校近1/2的场地被用于建设不同职业与技术教育所需

的实验室,从而为学生提供了足够的运用和检验理论知识的实践场所。例如,学校设有手工坊、焊
接间、模拟讲堂等不同规模的实验室。在实验室里,学生通常会根据所习得的理论知识,观察、反思

教师的教学示范和要求,并在此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践操作;教师则通常会要求学生完成相

应的实践作品。
最后,学校还会为学生提供多种平台以检验其实践成果的社会接受度。不同职业与技术教育

方向的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形成的实践作品,其质量到底如何? 对此,学校通常会为学生提供检验机

会和平台。例如,学生在手工坊里自己动手制作的桌椅,学校允许其自行售卖。在美术室里,学校

为学生提供有画廊,长廊中的装饰皆为学生的作品。此外,学校还设置有400个座位的剧院,专门

用于学生的各种表演。该校的足球场拥有8000个座位,还有一个垒球和棒球场以及室内/室外运

动场馆,它们为学生展示各项体育才能提供了可能。



综上可见,美国的中学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教育非常注重体验式学习,注重学生的观察、体
验与反思,注重学生学习与社会、与生活实际接轨。

四、美国中小学体验式学习的启示

美国文化本质上是“基督教、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特殊混合体”[27]。美国文化不仅有其自身的历

史渊源,也有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28]69。美国的移民历史赋予美国文化尊重个体自由、崇尚民主与

平等、质疑传统与权威以及乐观主义等内涵;西部大开发运动反映了美国人民的独立、个人主义、努
力工作、敢于冒险、自力更生、物质主义等个性;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表现了美国社会中个人能够影

响社会和经济变化、对环境的控制、个人和集体、实用主义等侧面;宗教文化尤其是圣经文化赋予了

美国人民独立、自主、平等、个人奋斗、诚实、自由等特征[28]74。美国文化的最终形成与其200多年

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因此,在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美利坚民族形成了立足现实生活和经验,
注重体验的文化。可以说,这种文化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美国的教育。

体验式学习理念的实质是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亲身体验,从而实现知识的有效内化。为此,美
国中小学教育呈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真实场景,使其融入其中,以促进学生对

真实事物的理解和认知。笔者认为,我国中小学教育与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最大差别即在于缺乏提

供真实场景的意识和机会。通过对美国中小学体验式学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进一步树立和推广体验式学习理念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也是倡导终身学习的时代。为了积极应对

21世纪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联盟、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

织以及世界各国都相继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已成为全球共识。“核心素

养”也被称为“21世纪素养”,它强调人在解决复杂情境中的实际问题时所需的素养[29]。2014年,
我国教育部首次以国家文件的形式,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
提出“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30],由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和发展

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意识指导行动。如前文所述,体验式学习是多种学习形

式的前提和根本,学生的学习是从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学生将其具体体验内化

提升为认知结构的过程。因此,我国正在实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进一步树立和推广注重在真

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体验式学习理念,弥补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层面对人本身观照的缺失以及在

学生自主发展、实践活动等方面能力培养意识的相对不足[31],进而为核心素养的有效落实提供思

想和理念的指引。
(二)创设学生进行真实体验的教学环境

“参与”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心理倾向。学习过程是一种“在场”体验、反思与建构的过程[32]。情

境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具有情境性的,因此提供学生“在场”体验的教学情境,成为学生能否直接

参与学习进而实现知识内化建构的基本前提。体验式学习强调为学习者搭建真实或模拟的平台,
加强课堂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通过反思、总结提升为理论或认知成果,最后再将其运用于实

践。此外,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的研究者也十分强调按照真实的社会情境、生活情境、科学研究活

动改造学校教育,提倡学校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真实、逼真的学习环境,保证学生知识学习的有效迁

移,进而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33]。然而,自从制度化的教育形成之后,在我国,学生的学

习常常是通过书本、文字,借助想象力去体会和完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失参与性、情境性和体验

性,导致学校教育失去其应有的生机与活力,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32]。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201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专
门指出:“坚持教育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强学生科学实验、生产实

习和技能实训的成效。加强中小学校外活动场所建设。”[34]2016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各中小学要结

合当地实际,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促进研学旅行和

学校课程有机融合[35]。
可见,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意识到在教育中创设真实情境的重要价值。注

重为学生创设真实体验环境的美国中小学教育,为我们提供了示范和借鉴。
(三)注重实施基于学生体验式学习的表现性评价

被美誉为“当代教育评价之父”“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拉尔夫·泰勒(RalphW.Tyler),其《课
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的圣经。该书主要围绕学校应该达到哪些目标、提供哪

些教育经验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这些经验以及怎样才能确定这些目标得到实

现等四个核心问题展开[36]。泰勒的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要素,始于目标,终于评价。可见,
评价的内容决定了方法的选择,评价的性质必须与被评价的学习性质相一致[37]。当前,我国新一

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正在积极推进,如何确定注重学生主动学习、体验式学习等学习性质的评

价,选择何种评价方式,成为我国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最早运用于心理学和企业管理领域的表现性评价,也称为真实性评价。所谓表现性评价(per-

formanceassessment),通常是指对学生在完成实际任务中的表现(学习成就)进行的评价。其中,
实际任务是指一定情境中的任务。表现性评价旨在在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考察学生相关的知

识与技能、对实际问题的理解水平、完成任务时所采取的策略、表现出来的态度与信心,以及广泛利

用各种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等[38]。可见,表现性评价具有注重情境性、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检测学生的高层次思维力等特点,这与体验式学习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因此,在20世纪

90年代的美国教育改革过程中,注重情境真实性的表现性评价逐渐代替了原来的客观性测

验①[39],并成为学校学业评价的主流形式[40],这为我国构建基于学生体验式学习的测评体系提供

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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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lementationandEnlightenmentofExperientialLearning
inAmericanElementaryandSecondarySchools

LIUGuixia
(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connotationofexperientiallearningisgraduallyenrichedanddeepenedalongwiththe
developmentofthetimes,inwhichdirectexperienceandreflectionarealwaysthecoreofitsconcept.
TheideaofexperientiallearningpermeatesAmericaneducationalculture.Itismanifestedinthefol-
lowingaspects.Ontheonehand,primaryschooleducationisbasedonstudentsrealperception,focu-
singonprovidingstudentswithopportunitiesofrealexperienceandstimulatingstudentsinterestin
learning.Ontheotherhand,secondaryschooleducation,especiallyhighschooleducation,isbasedon
studentsrealexperience,andfocusesonprovidingstudentswithopportunitiestotesttheknowledge
theyhavelearnedinnewsituations,andontheinternalizationandabsorptionofstudentsknowledge
andskills.TheanalysisoftheimplementationinexperientiallearninginAmericanprimaryandsec-
ondaryschoolscanprovidethefollowingenlightenmentfortheimplementationofbasiceducationcur-
riculumreforminChina:firstly,tofurtherpromotetheteachingideaofexperientiallearning;sec-
ondly,tocreateateachingenvironmentforstudentsrealexperience;thirdly,tofocusonimplemen-
tingperformanceevaluationbasedontestingstudentexperientiallearning.
Keywords:TheUnitedStates;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experientiallearning;direct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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