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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西方国家重要的教育理论，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在儿童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笔者认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不仅只对儿童教育具有启示作用。对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具有着重大的启示作用，本文试图

通过分析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四种本质因素，论述其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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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主义哲学理论是构建主义学习观的基础，构建主义学

习观是20世纪在西方国家新兴的学习理论，并且在儿童领域取

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理论除了对儿童领域具

有启示作用外，对我国的高校教育同样具有启示作用，下面笔

者将具体描述构建主义的四种组成因素，和这四种组成因素对

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一、何为构建主义学习观

构建主义学习观有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文艺复兴时

期，许多的哲学家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是构成的，一切物

质都可以进行再细分，人们就是通过这种对事物内部组成的再

分析而了解事物的本质。这就是传统的构建主义。构建主义学

习观就是在这种传统的构建主义思想中发展和演变而成。

由以上观念可知，科学家们也同样认为构建主义学习观也

是可以进行再细分的，经分析，哲学家们得出以下结论，构建

主义学习观的过程由四个因素组成，它们分别是：环境、配

合、对话和目的。只有深入了解这四种因素的内容，才能明白

清楚的掌握学习和教育的本质。下面笔者对构建主义学习观的

四种组成因素进行具体的介绍。

第一个构成因素是环境，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知识的获取

不是来源于他人的指导，『面是来源于个人对环境的感性认识。

所以学习的过程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过程中进行，通过外

在的环境，获得各种学习的资料和对学习资源进行再管理，所

以建构主义者更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主

来建构知识，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学习知识

的过程与学生本身存在的外在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的第二因素是配合，因为学生是

课堂的主人，所以这种配合是教师配合学生的过程，而不是学

生配合教师的过程，学习的第一个因素是环境，学生的主要知

识来源是来自于学生自身对于环境的感知，但是，知识的来源

也有部分是来自于书本和教师的传播，在建构主义学习观看来

教师和书本的传播知识的过程都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对学生

的学习活动进行配合，这种思想显然与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截

然不同，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知识的主

体，而不应该是外部刺激的感受者和外部知识灌输的承受者，

学生学习知识的多少和好坏主要取决于学生自身愿意学习的动

力。这与教师对学生学习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

建构主义学习观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对话，这里的对话指

的是学生和学生之间或者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属

于学术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完全是平等的关系，不存在教师

和学生之间的教与学关系。这种交流可以促进同学问知识的扩

大和对思维的扩展。 ．

第四部分的构成因素是目的，学习要有目的，没有目的的

学习是盲目的，因此我们要制定长久的可实现的目标。如果目

标过于强大，我们可以将目标变成很多小目标，当把一个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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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都实现了，就可以实现最初的那个长久的计划，目标是学

习的动力。

建构主义在儿童学习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一部分儿

童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帮助，通过对儿童学习过程的深入研究

和反复试验，构建主义学习观认为儿童的学习是与周围环境互

相影响的行为，儿童所接受的东西主要来源于外在的环境，从

而影响到自身所具有的一些感性的认识，建构主义学习观主张

儿童学习要有自身的独立性，儿童可在老师的引导下，对自己

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学习，这种构建构方法是可行的，所以在儿

童的学习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在儿童中可以取得巨大的

成就，在我国的高校领域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下面笔者将

具体分析，建构主义在我国高校学习中能取得哪些方面的改

进。

_：、建构主义对高校教育的启示

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内容由四个主要冈素构成，这四个主要

因素除了对儿童的教育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对我国的高校教

育也有着巨大的意义。下面，笔者将具体介绍建构主义学习观

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启示作用。

l、高校教育应该适应社会这个大环境

在目前我国的高校教学中，教师对学生传播的多是理论知

识，学生除了获得文凭外，还学到了一些华而不实的知识，很

多知识并不能应用在社会实践之中。如何学习才能变成应用型

人才呢?建构主义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传

播途径是来源于社会又应用于社会，所以教学的内容应该与社

会实际情况和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所以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可

以加入大量的实践课程，并且教学课程选择的标准也应该以社

会实际需要为标准。大量的实践课程，会加大学生的实践和应

用能力，从而使高校真正的提高学生的综合实力，去做一名符

合社会需要的青年，去更好的改造外面的环境。

2、高校教育中学生应该是主体，教师应该配合学生

在我国的传统教学中，是以教师的讲为中心环节，而建构

主义学习观则认为学生应该是课堂的主体，在知识的传播过程

中，教师应该主动配合学生，做好引导和组织的工作。建构主

义学习观认为学生不应该如此被动的学习，学生才是学习和知

识的主体，学生学习知识的多少和好坏主要取决于学生自愿学

习的动力。我国的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中心的讲课方式很显然

不适合构建主义学习观的原则。那么我国的高校教育应该以怎

样的方式进行呢?构建主义学习观给出了很好的解释，教师在

教学中应该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中，教师要做一名绿

叶，其主要作用是引导和组织学生，为学生提供基本的原则和

示范性操作，教师要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建构主义理论的

理想学习环境是学生是学校教育的中心，而教师则是教育过程

的组织者、辅导者和督促者，教师要利用环境和多媒体设备进

行适应实时环境的教学，从而促进成人学生发挥其学习的主动

(下．,11-309页下)

 



学生译文一：它们进入并寄居在鱼类、鸟类、爬行动物及

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身体中。

学生译文二：这些药剂进入并寄宿在鱼儿、鸟儿、爬行类

及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身体中。

Lods∞本意是“暂住、借宿”，学生对lodge这个词的翻译处

理十分生硬，没有考虑到习惯搭配。“寄宿”和“寄居”应该

使用两个具有行为能力的主语，如人或动物。“化学物质”没

有生命，不能充当这两个词的主语。Lodge处理为“停留”、

“存留”更为可取。

4、词汇过度引申错译

例7：They have been found in fish in remote mountain lakes,in

e斌thwOt'UIS burrowing in soil，in the e蜀争of birdsmand in iElan himself．

学生译文：从遥远山脉上湖泊里的鱼，到土壤里掘土的蚯

蚓，再到鸟类产下的蛋，甚至人类自身，无一幸免。

源文使用了四个排比词组结构，为了说明杀虫剂分布之

广，如实把这四个词组转换成中文即可，但是学生的译文加入

了“无一幸免”，这是对源文排比词组的过度引申，有添加个

人情感成分之嫌，应摒弃之。

例8：tO enter into the most vital processes of the body and c}埘lge

them in s“ster and often deadly ways．

学生译文：进入人体最重要的过程并使之发生致命的，无

法挽救的病变。

Sinister本身表示“凶险的、邪恶的”，但译为“无可挽救

的”则过度夸大了词义，且与ways放一起直译为“凶险的方

式”又显得十分僵硬。在文中sinister词义放在deadly之前，有两

种解释的町能性，一可能说明两个词的程度分量相当，二可能

说明其严重性的先后顺序，liPsinister没有达到deadly的程度。再

根据副词often的使用，可以断定为后一种，因此把sinisterf氐调

处理为“有害的”更符合句子意思和行文语境。

5、词汇漏译

例9：All this has co勰about because of the sudden rise and

prodigious growth ofan industry。·’

学生译文：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咎于人工合成杀虫剂产业的

突然迅速繁荣⋯⋯

学生译文中对rise和growth做了合并处理，只翻译出了“繁

荣”一个意思。但是在这里，血e应该做“出现”处理，“出

现”之后才能“繁荣发展”。对于这种近义词的同现，学生往

往考虑过于简单，而粗枝大叶地处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词汇层的翻译方面，学生出错的

往往是日常词汇，而非专业词汇，这是因为大多数专业性科技

词汇都可以直译，并能很快被目标语人群接受。而日常词汇在不

同的语境和文体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或冈目的语的习惯或搭配

而发生变化，错译主要归因于学生的实际双语水平。

四、结语和建议

本文通过学生的翻译练习。总结出了词汇层的主要错误类

型和原因。当然，词汇层的翻译错误绝不仅限于此，但限于篇

幅，只能摘选取主要错误类型进行论述。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笔者建议教师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改

进翻译教学。(一)、每次练习之前，为学生提供相关语篇或

主题的背景信息，激发其潜在的知识结构，能帮助学生减少词

汇错译的现象，使之译出更符合中文行文习惯的目的语篇。

(二)、每次练习后．及时为学生讲评。奈达(1993：153)说

过“学生通常从对自己翻译习作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中比从单纯

的理论背景知识或一套套原则之中学到的东西更多一些。”

(三)、翻译练习讲评若干星期后，可以让学生再次对曾经译

过的语篇重新翻译一遍，反复练习是锻炼词汇翻译能力的有效

办法之一。(四)、鼓励朋辈互助。鼓励学生每译完一个文本

后，大声念出各自的译文，相互检查。

归根结底，对于翻译的教学，无论是科技语篇还是非科技

语篇，都应该关注学生基本的双语能力。而从词汇着手，关注

单词翻译的准确性和适当性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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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现对于知识的高效学习。

3、沟通可以增强合作

构建主义学习观强调学习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作用，

在大学生人群中也应该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沟通包括三方面的

内容。第一点是学生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学生和学生之间进行

沟通，首先可以增进友情和培养感情，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可

以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另外同学之间还可以有知识上面的沟

通。在学习完知识后，每个学生都会有自己对知识的不同看

法，就不同看法可以进行沟通，这种沟通可以促进学生们创新

能力的发挥。并且可能会有新的技术突破，交流方式可以分为

课上分组讨论和课下自由交流。第二种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

通，平时学生有了弄不明白的问题，可以及时和老师做沟通，

有助于自己增长见识。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教师也可

以主动和学生进行学习内容上的交流。第三方面是学生和社会

的交流，要想接触社会，学校可以多开展一些实践课程，这样

能让学生接触社会的一些真实的场景，从而学到务实的真本

领，可以提高学生的钻研能力，开拓学生思维。

4、设立适当的目标

学习要有目的性，学习有了目标才能产生学习的动力，没

有目标的学习一定是失败的。大学生学习的目标是长期和宏观

的，为了促使学生认真学习，学校可以对学习目标进行改革。

比如先制定一个短期目标。一个经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目标，

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然后再逐步的实现这些小目

标，到最后达到实现长期目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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