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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拓展性学习理论及其核心观点,分析了拓展性学习理论与成人学习的关联性,得到了成人学习呈现

的三个新特点:个人层面成为具有持续学习能力的终身学习者;人际层面摆脱“孤独的知识探求者”角色以

及共同体层面成为谋求共赢、教学相长的合作者。提出了拓展性学习理论对成人学习的三点启示:成人学

习应创造拓展性的学习环境,提高成人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及结果;利用成人学习者的默会知识,服务时空

转换的成人学习过程;发挥形成性干预的引导作用,促进学习活动系统重构与完善,从而弥补成人学习研

究对成人学习者自身的忽略,使成人更好适应终身学习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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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作为教育领域中庞大而又独特的群体,其学

习状况不仅影响终身学习以及学习型社会的整体推

进历程,而且通过对人们生存与发展质量发生作用进

而影响社会稳定,因而关于成人学习研究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而以往关于成人学习的研究要么局限于借

鉴别国成人学习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所用,要么局限于

宽泛的主体责任分担,从政府、教育机构、学校等方面

探讨成人学习的发展策略。而以成人学习者自身为

切入点的成人学习研究少之又少,基于文化—历史活

动理论的拓展性学习理论无疑为弥补这部分的研究

提供了新视角。
一、拓展性学习理论及其核心观点

拓展性学习理论是芬兰学者恩格斯托姆于20世

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集体性的创新学习”理论,其
衍生自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并对其做了继承与发展,
对学习的主体、内容、过程及结果等基本问题进行系

统梳理与重新阐释。学习主体方面,该理论将传统学

习理论强调的个体发展为集体,通过“共同体”将个体

吸纳其中并构成集体。学习内容方面,该理论认为传

统的学习理论所假定的已知知识及技能已经无法适

应瞬息万变的生存世界,主张学习体系处于不断更新

变化的状态,即强调“学习内容的未知性”。而在学习

过程这一问题上,该理论引用了维果茨基的“最近发

展区”的概念并对其做了发展,认为学习过程是集体

跨越“最近发展区”从而达到新的认知水平的一个周

而复始的进程,通过一次次跨越“最近发展区”,不断

实现拓展性学习所强调的“创新与变革”。至于学习

结果,“拓展性学习强调形成新的概念、产生新的实践

活动以解决现实中的困境与矛盾”[1],与传统学习强

调获取符号性知识与改变行为的倾向大相径庭。拓

展性学习理论无疑“打破了对学习理念的固有认知,
颠覆了传统的知识观与学习观”[1]44,与“刺激—反

应”“参与”及“获取”学习隐喻相比,拓展性学习理论

更加关注个体对学习环境的意义理解、关注个体与社

会环境的交互影响,即其关注的对象从学习者本身拓

展至学习者所身处的环境对学习活动的影响。强调

新成员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并促成这种边缘性参

与往深度参与的方向发展的思想也带有浓厚的人文

主义色彩。
二、拓展性学习理论与成人学习的关联性

拓展性学习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之初属于“教师

学习”的研究领域,教师作为成人学习者中的一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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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自然带有成人学习者这个整体所拥有的共性。基

于这部分共性的理论研究框架为拓展性学习理论应

用于成人学习提供了可能。而成人学习者的特征则

是拓展性学习理论能够运用至成人学习领域的一个

重要依据。诺尔斯关于成人学习的五个假设可以很

好地概括成人学习者的特征:成人能够指导自己的学

习;成人的生活经验是成人学习的丰富资源;成人学

习偏重应用性、以问题为中心;成人的学习与其社会

角色紧密相连;成人学习的动机来自成人自己[2]。一

方面,与青少年学习者相比,成人学习者是心智成熟、
具备自我控制与自我指导能力的人。其学习动机一

般源自自身,对自己的学习需求较为明确。另一方

面,由于成人学习者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其分摊

到学习上的时间和精力较为有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要求和呼唤一种不同于以青少年学习者为对象的学

习理论来指导成人的学习。
三、拓展性学习理论在成人学习中的运用

(一)个人层面,成为具有持续学习能力的终身学

习者

拓展性学习理论对学习内容的认识契合终身学

习的理念,即强调在瞬息万变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下,
持续学习决定着个体生存与发展的质量。终身学习

在成为人们适应快速变革的社会手段的同时,还应成

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人生信仰。而作为终身

学习主要推动群体的成人,他们需要面对不同于正规

学校情境的各种复杂学习环境,这就对他们的持续终

身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自主质疑的能

力。拓展性学习理论所确定的学习起点是集体中个

体的质疑,这种质疑可能来自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有

可能来自一种现场情境,比如工作场所中遇到的急需

解决的疑难问题。个体的质疑提出来以后,以问题解

决为行动目的的共同体才有建立起来的可能。第二,
利用工具为己服务的能力。即“成人要与时俱进,要
积极掌握各种信息技术,在大数据时代懂得收集和筛

选有效的信息,并学会对信息加以处理、整合”[3]。第

三,自我反思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包括个体失误后的

自我反馈与纠正,也包括他人促成下的外部的觉知,
即他人的指导性建议让个体认识到自己在某方面的

缺失而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这种持续学习能力的获

得一方面依赖成人学习者个体的主观能力:深化对终

身学习的认识与理解并积极践行终身学习的理念,实

现成人学习价值取向从“为考试而学、为文凭而学、为
学而学”向珍视并创造学习机会、让终身学习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对教育机构和政府层

面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教育机构方面,“鉴于成人

的工作生活情况存在巨大的差异,各种类型的教育机

构应该结合各自的特点,为成人提供灵活的学习活

动,如不同的学习时间、不同的学习地点、不同的学习

方式等”[3]23,在学习的场域、内容方面给予成人学习

者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在政府层面,要充分利用法

律及政策优势提高成人教育的地位,将成人教育定位

为“高规格、高质量”的教学,使成人教育“摆脱传统封

闭办学理念的桎梏,完成发展战略从外延式扩张向内

涵式发展的蜕变”[4]。
(二)人际层面,摆脱“孤独的知识探求者”角色

拓展性学习理论作为一种集体创新学习理论是

建立在两个假设前提之上:第一,个体在经济政治地

位、文化背景、社会角色以及职业选择等方面的不同

导致个体在知识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
而个体与他人在知识结构方面是一种相互补充而不

是相互排斥的关系。第二,充分信任并认可集体中的

个体的智慧与力量,并相信他们能够在某一方面实现

和谐相处与共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成人学习者

通过人际层面的交互学习摆脱“孤独的知识探求者”
的角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参与学习过程:在学习方

式方面,由以前的较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能够

诊断自己的学习需求并进行自主学习的主体。在学

习效率方面,成人学习共同体的存在使得成人在与他

人的沟通、交流中进行知识的社会建构,极大缩短了

他们探索知识的时间及精力成本,学习效率大为提

高。而要实现这种既有效率又能保证质量的人际互

动,离不开成人学习者的主观努力。首先,要有清晰

的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这是在人际层面建立良好

协作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其次,维持双向互动来保障

沟通渠道畅通。即人际互动的双方在交换信息的时

候,要根据对方提供的反馈信息适时调整自己的认

知,如此才能纠正偏差,保证持续而有效的沟通。最

后,建立积极的社会互赖关系,即成人学习者之间有

着共同的学习目标并且每个人的学习结果都会受到

其他人的影响。这种互赖关系一方面使得学习者懂

得“从心理上调节自己,以便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能力,
更好地获得知识”[5]。另一方面,使得学习者促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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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学习,在合作中看到彼此的学习结果,也能了解到

他人的思维过程从而取长补短。
(三)共同体层面,成为谋求共赢、教学相长的合

作者

拓展性学习即基于共同体的学习,体现的是分析

学习和理解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共享、在实

践后反思[6]。而以此为指导思想构建的成人学习共

同体则是指拥有共同愿景的成人以情境性的活动为

载体进行社会交互而实现共同发展的组织。这种学

习共同体可能是实体的学习共同体,也有可能是利用

网络媒介优势打造的虚拟学习共同体。基于该假设

的拓展性学习理论运用到成人学习共同体中可以从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在动机方面,拓展性学

习理论强调学习活动中的目标结构和奖励结构对小

组成员学习效果的影响,认为“小组中的每一成员不

仅自己要完成学习目标,还要帮助其他学习伙伴一同

完成目标”[7],在这种共同实现目标的互动中补好集

体中个体的“短板”,从而发挥集体这个“木桶”的最大

效用。第二,在凝聚力方面,强调成员之间协作发展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成员学会关心,这种学会关心

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学习者之间

的凝聚力,它本身就是学习结果的体现之一。第三,
在认知方面,拓展性学习意在通过集体中的人际交流

与互动“跨越个体日常活动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集

体实践活动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差距,以及现

有的实践能力与未来实践能力之间的差距”[6]77。这

就需要成人学习者个体与个体之间首先形成一种相

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个体的发展结果受到他人

的影响,他人的发展结果也受个体参与程度的影响。
另外,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合作,这里的合作既包括成

人学生之间的合作,也包括成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合

作。最后,目标达成并不意味着人际合作的结束,而
是新的人际互动的开始。原先的人际圈子出现扩大

或缩小的可能,个体与个体之间由于面临的新问题又

开始新一轮的共同探索,如此循环往复,受益的群体

也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
四、拓展性学习理论对成人学习的启示

(一)创造拓展性的学习环境,提高成人学习者的

学习体验及结果

拓展性学习理论所设想的学习环境已不同于传

统的以班级授课制为代表的学校,因而在其指导下设

计的成人学习环境必定要突破时空的限制,是一种拓

展性的学习环境,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成人学习

者共同参与知识建构。“质疑→分析→建模→检验→
实施→反思→固化”的拓展性学习循环过程本身就是

成人学习者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从集体

中的个体对现有知识的质疑开始,通过集体的分析,
形成新的解决方案,然后检测并实施新的方案,再对

问题解决的方案进行反思,最终形成并固化成系统中

所有成员在内的新的活动模型”[8]。第二,成人学习

者共同分享“参与记忆”。与获取有限的知识相比,成
人学习者在学习共同体中为获取知识而努力的参与

过程对个体的成长更具价值。个体的经验经历了被

重组、被改造的过程而获得新的生长;个体在参与过

程中获得的学习能力、社会合作能力以及各种方法

论、战略能力都是成人学习者的宝贵财富。第三,团
队合作受到重视。这种团队合作渗透于“指导教师的

帮助、向他人学习、与其他同学交流、主动完成作业、
在压力下工作和教授他人”[9]的学习活动之中。拓展

性的学习环境则为这些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资源

及工具,并对积极参与团队合作的成员给予一定程度

的奖励。第四,重视创新的价值。创新与变革作为拓

展性学习理论的核心思想,在运用到成人学习领域中

时,要求处理好成人学习者个体的独立性与团队的合

作性的关系:“应将成员个体的独立思考与开展活动

作为团队运行的基础,而集体合作在于成员之间必要

的交流与讨论,以及成员个体无法完成的活动”[10]。
(二)利用成人学习者的默会知识,服务时空转换

的成人学习过程

拓展性学习理论在强调集体作用的同时并没有

忽视个体的能动性,反而对个体的学习能力及适应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基于该理论的学习

内容设计要充分调动个体的经验及兴趣,激发个体内

在的学习需求及动机。而成人学习者的默会知识无

疑为这种学习内容设计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成人学

习者所拥有的默会知识也叫隐性知识,这种知识一般

产生于基于生活及工作的实践和活动,成人学习者通

常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获得。这种知识在工作场所

学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工作场所的学习是成

人学习的重要形式,这种学习所倡导的在实践中学

习、通过实践学习和依靠实践学习的本质就是一种隐

性知识挖掘的过程”[11]。然而这种学习获取的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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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活动中并没有被足够重

视,这与我国成人教育一度套用正规学历教育及普通

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有关,过于强调知识的系统传授

而忽视成人学习的实践性、职业性的特点。拓展性学

习理论指导下的成人学习设计,一方面让成人“从历

史、现实的社会情境中学习知识、技能,不断完善对现

实世界的认识、掌握驾驭现实世界和不断解决各种问

题的能力”[7]7;另一方面基于野中郁次郎(Nonaka)关
于 知 识 转 换 的 SECI 模 型,即 从 社 会 化

(socialization)、外化(externalization)、组合(combi-
nation)及内化(internalization)四个方面促进成人学

习者默会知识的转换与习得,服务于时空转换的成人

学习过程。
(三)发挥形成性干预的引导作用,促进学习活动

系统重构与完善

拓展性学习虽然强调给予集体中的个体学习者

足够的自主权去诊断学习需求、制定学习计划并实施

计划、最后完成自我评价、自我反思的过程,但是它并

不等同于无序的集体行动,它仍然强调一个良好的可

持续的学习活动系统中形成性干预的引导作用,以此

来克服学习过程中的自发性与不确定的问题。主要

分为内部参与者的干预和外部参与者的干预两种。
内部参与者的干预主要指成人学习者之间的相互监

督及反馈,表现为异质性的交往活动中成人学习者之

间的摩擦与妥协:当个体的观点与集体中其他成员的

观点产生分歧的时候,基于成人学习共同体的凝聚力

和归属感使得集体中的成员尝试通过理性的沟通与

交流达到求同存异的目标。而外部参与者的干预主

要包括成人教育管理者和成人教育教师的干预。成

人教育管理者是成人教育事业的指挥者、规划者和监

督者,他们对成人学习者的形成性干预主要体现在成

人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与颁布、成人教育经费投入的

水平以及成人教育相关政策的发展导向等方面。而

成人教育教师的干预主要指成人教育教师的专业化

发展在推动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教师

对教学内容的处理、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机制的运

用等对成人学习方式、学习体验以及学习效果的影

响。无论是内部参与者的干预还是外部参与者的干

预,其实质都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成人学习共同体的

个人及集体施加影响,通过对学习共同体中问题及矛

盾的解决从而实现学习共同体的持续、健康发展。
拓展性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成人学习“实质上就是

创造一个成人学习的集体学习环境,帮助学习者构建

符合时代特征和领域实践需求的集体知识网络的过

程”[4]36。这种学习既适应信息技术广泛运用到学习

领域对学习方式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也符合席卷而来

的终身学习浪潮对成人学习者提出的时代要求,成人

学习者也只有以这种主动适应教育变革的姿态对待

学习,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觅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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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Learning:TheNewPerspectiveofAdultLearningResearch
WANGXiaosu,FANLiyu

(SchoolofSocialEducation,Jiangx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Nanchang330046,China)

Abstract:Thepaperelaboratestheextendedlearningtheoryanditscoreviewpoints,analyzes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extendedlearningtheoryandadultlearning,andobtainsthreenewcharacteristicsof
adultlearning:becomingthelifelonglearnerswithcontinuouslearningabilityattheindividuallevel;getting
ridoftheroleofthe“lonelyknowledgeseeker”attheinterpersonallevelandbecomingthecollaboratorswho
seekthewin-winsituationandlearnfromeachotheratthecommunitylevel.Inaddition,thepaperasloputs
forwardsthreeenlightenmentsoftheextendedlearningtheorytoadultlearning:creatingtheextended
learningenvironmenttoimprovethelearningexperienceandresultsofadultlearners;usingthetacit
knowledgeofadultlearnerstoservetheadultlearningprocessoftime-spacetransformation,andplayingthe
guidingroleofformativeinterventiontopromotethereconstructionandimprovementofthelearningactivity
system,soastomakeupfortheneglectofadultlearningresearchonadultlearnersthemselvesandmakethe
adultsbetteradapttothecomingoflifelonglearningera.

Keywords:extendedlearning;adultlearning;learningcommunity;tacitknowledge;formativeinterven-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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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eachingPracticeandExplorationofIntegratingLifeEducation
intoUniversityCurriculumfortheElderly:

TakingtheCourseofAppleMobilePhoneandLifeasanExample

WANGChunxia
(ShanghaiJing’anDistrictAmateurUniversity,Shanghai200040,China)

Abstract:Astheguideandimportantpromoteroflifeeducationfortheelderly,ithasgreatpractical
significanceforteacherstohelptheelderlylearnerstoestablishthecorrectviewoflifeandpromotethe
elderlylearnerstoreproducethevalueoflifethroughcreatingthedynamicclassroomteaching.Takingthe
courseofAppleMobilePhoneandLifefortheelderlyasanexample,thispaperusescaseanalysistoactively
exploretheharmoniousandunifiedteachingmodeof“knowing,exploringthemeaningoflife”,“emotion,

feelingthetruthoflife”,“action,experiencingthewonderfulnessoflife”,soastopromotetheeffective
creationoflife-orientedclasses.

Keywords:universitycurriculumfortheelderly;lifeeducation;classroom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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