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２月　第２１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２６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２０１７ＳＪＧＬＸ３８６）

［作者简介］张铁山（１９６７—），男，河南省长葛市人，信阳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心灵哲学与认

知科学哲学。

引用格式：张铁山，刘盈君．论利维·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Ｊ］．郑州
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１（１）：３６－４０．
中图分类号：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６－０５

论利维·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
及其当代价值
ＯｎＬｅｖｙＶｙｇｏｔｓｋｙ’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

关键词：

利维·维果斯基；

理论背景；

社会建构主义；

教育

张铁山，刘盈君
ＺＨＡＮＧＴｉｅｓｈａｎ，ＬＩＵＹｉｎｇｊｕｎ

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摘要：利维·维果斯基是苏联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是文化历史理

论的创始人，更是当今教学与学习理论中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先驱。维果斯基

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生成源于维柯、康德、杜威和马克思等人的哲学思想，以

及皮亚杰、布鲁纳等人的心理学思想。在这些思想影响下，维果斯基创造性地

构建起了由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论、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理论、最近发展区理

论，以及支架式教学理论等构成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对当代教

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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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维·维果斯基（ＬｅｖＶｙｇｏｔｓｋｙ，１８９６—
１９３４）是苏联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
是文化历史理论的创始人，更是当今社会建构

主义思想的先驱。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

想，受到维柯、康德、杜威和马克思等人的哲学

思想，以及皮亚杰、布鲁纳等人的心理学思想的

影响。在这些思想影响下，维果斯基创造性地

构建起了由文化历史发展和心理发展理论、思

维与语言关系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和支架式

教学理论等构成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维果斯

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是对传统的教育方式和

教育理念的挑战和批判，对当代教育理论和教

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拟基于

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通过深度挖掘其思想的核心意蕴，揭示其在当

代教育中的独特价值，以期为推动当代教育发

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

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以往某种理论或思想
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

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源于维柯、康德、杜威和

马克思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及皮亚杰、布鲁

纳等教育心理学家的教育心理学思想。

１．哲学渊源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学习理论，其最早可以

追溯到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维柯。维柯最早使用

“建构”一词去描述个体知识生成的过程，认为

人们能够清晰地理解自己建构的一切，并且认

为，永恒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是通过历

史和文化去创造社会、塑造自身的。维柯的这

些观点对此后的建构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

响。康德的以主体能动性为中心的批判哲学也

对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

响。康德认为，“我们心灵中的先天结构建构

了我们所知道的知识”［１］，这种先天结构是表

征人的认识能力的感性结构和知性结构，知识

的建构只限于感性和知性范围内，并通过“先

天综合判断”而获得。康德的这种建构主义思

想在认识论、知识观、认知结构和教育实践等方

面都对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产生了重

要影响。

约翰·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也是维果斯基

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哲学来源之一。杜威认

为，经验的对象（经验的主体或有机体所面对

的对象与环境）和经验的过程（主体对对象所

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其核心是经验

者主体在有目的选择对象基础上的主观“建

构”。杜威特别强调经验的能动性和情境化，

认为“认识范式不仅是个人经验建构的产物，

更是人在经历社会环境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建

构起来的一个环节”［２］，知识和思想只能形成

于情境尤其是社会背景之中。在这种情境中，

学习者必须摆脱自己原有的经验去创建学习共

同体并在其中建构自身的知识和认知技能。

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也受马克思

的影响。维果斯基关于人类实践活动作用的论

断，受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影

响。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

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

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

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

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３］这

一观点对维果斯基有直接影响。受此影响，维

果斯基指出，劳动在儿童智力发展过程中起到

特殊的作用。另外，维果斯基的“社会世界是

人类思想的源泉”的观点也受到马克思“不是

人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

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４］这一观

点的影响。

２．心理学渊源
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除受上述哲

学思想影响外，还受到皮亚杰和布鲁纳等人的

心理学思想的影响。皮亚杰认为，学习者的智

力是学习者和环境二者相互作用并不断进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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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过程。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学习者把外界

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

中进行同化，与此同时，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受外

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进行顺应。通过这两

个过程，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实现了与周围环境

的平衡。作为１９５０年代认知革命的倡导者，布
鲁纳将“意义建构”作为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并

试图去揭示人类特有的心理规律。在意义建构

中，布鲁纳集中论述了文化环境对教育和人类

智力发展的影响和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积极对

话、积极建构知识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对维果

斯基社会建构主义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

思想的主要内容

　　维果斯基在吸收和借鉴上述哲学家和心理
学家建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从认知者个体的

外部环境和社会文化资源两个方面去主动地建

构其独特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维果斯基的社

会建构主义思想主要包括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

理论、思维与语言关系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

以及支架式教学理论等。

１．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论
维果斯基将文化历史要素纳入到其心理学

核心价值之中，开创了心理学研究的文化历史

取向，其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心

理活动发展观、高级心理机能论、心理工具

论等。

维果斯基的心理活动发展观高度重视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价值和作用

的论断，认为“人的心理过程的变化与他的实

践活动的变化是一致的”［５］，人的高级认知能

力也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

说，人生来就嵌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受

其影响，在与该文化环境内他人的社会交往中，

人的行为心理受制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和社会

交往实践活动，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新的行为

系统。

高级心理机能论是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

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一切高级机能都不是

在生物学中形成的，并不是在纯种系发展的历

史中形成的，作为高级心理机能基础的机制本

身是以社会为模本的复制品。一切高级心理机

能乃是内化了的社会方面的关系，乃是个性的

社会结构的基础。它们的成分、发生结构、行为

方式，总之一句话，它们的全部实质都是社会

的”［６］。因此，社会文化历史把人的高级心理

机制引入到社会发展领域，并证实了社会文化

因素或环境对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生和发展的

影响。

心理工具论是维果斯基文化历史和心理发

展理论中的重要观点。维果斯基指出，动物只

能使用一种工具，而人则拥有两种工具：物质劳

动的工具和精神生产的工具。其中，物质劳动

的工具只是改变外部环境的工具，而人的精神

生产的工具，如语言符号，才真正地促进了人的

发展。维果斯基以 Ｗ．苛勒对黑猩猩使用工具
的经典研究为例表明：动物的一些行为方式可

以称作纯技艺的、相当发达的纯操作智力，但是

与使用符号没有关系。但是，人的活动则不同。

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只是在语言开始发展之前，

其使用工具的属性才与黑猩猩相似。只要言语

和符号的使用达到一定程度，儿童使用工具的

方式就会被改造。从儿童借助语言掌控环境开

始，他们就开始学习社会行为，产生全新的行为

组织形式，与环境建立起新的关系。另外，人制

造和使用物质工具和语言符号工具也随着个人

的主观经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

通过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棱镜”折射

出来。

２．思维与语言之关系理论
对思维与语言之关系的论述是维果斯基社

会建构主义思想的又一主要内容。维果斯基指

出，“思维的发展与言语的发展并不对应，它们

的两条发展曲线是交叉的。这两条曲线可能会

变成直线，齐头并进，甚至在某个时期会合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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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直线，但它们总是又要叉开的”［７］。从种

系发生来看，思维与言语在发生根源、发生方式

和发生路线上是不同的，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相

互交叉。维果斯基把言语的发展过程分为原始

或自然阶段、幼稚的心理阶段、外部符号阶段和

内部生长阶段。这４个阶段表明，外部语言向
内部语言的转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

个动态发展过程中，说话者的语言是由内部语

言向外部语言转化的，而听话者的语言则是由

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转化的。因此，思维与语

言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外向内、由内向外的动态

循环的非线性变化过程。

３．最近发展区理论
作为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精髓，

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

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５］８６，其中，实际发

展水平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现有水平，而潜

在发展水平则是儿童在成年人指导下或同伴的

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水平，这两个水平之间存在

的差距就是每一个人的“最近发展区”。对于

同一个人来说，他／她的最近发展区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交往实践和社会认知能

力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学习者对社会性的参

与活动渗透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并通过将这些

认知和理解与自己的知识经验整合起来，构建

起自己的新思想和新认知。因此，“最近发展

区”理论不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而且表征了个人认知能力是不断发展的。最近

发展区理论认为，在教学中师生关系是一种主

体间性的关系，教师在这个过程中给学生提供

学习的“支架”，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最终

让学生增加对学习的兴趣。基于此，最近发展

区理论认为，教学的重点不是关注学生已经掌

握了什么，而是要看学生能够掌握什么，从而实

现学生最近发展区的发展。

４．支架式教学理论
支架式教学理论是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

理论在教学理念和教学策略中的具体体现。

“支架”原意是架设在建筑物外部、用于帮助施

工的一种设施。这里的“支架”主要是指对学

生问题和意义建构起辅助作用的“桥梁”。

支架式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活动是通过搭设

“支架”、创设问题情境、独立探索、协作学习和

效果评价这几个环节完成的。其中，搭设“支

架”是判断学生现有水平的重要步骤，可以根据

学生的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搭设认知支架、情

感支架、能力迁移支架等。创设问题情境是教师

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境

中，使学生已有的经验与新的问题情境产生矛

盾，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独立探索是通过

撤离“支架”，使学生逐渐增加对问题的自主探

索，最终完成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探索的

任务。协作学习是教师为学生建立一个进行信

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培养学生在集体活动中参

与和合作的精神。效果评价包括老师对学生的

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学习小组对学生的评

价。支架式教学显然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学

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使学生获得预期知

识和技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

动力和兴趣，从而减少学生学习的挫折感。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维果斯基的社会

建构主义思想强调知识的社会建构和环境与文

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重视文化情境的创设和高

级心理机能的培养、人的潜在能力的提升，以及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的对话和合作。

　　三、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

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丰富、发展了
当代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思想，为当代教育学

和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对于当代教

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１．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在当
代教育理论中的价值

其一，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

论为当代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发展理论注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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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历史的“因子”。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

角度来看，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观打破了传统

的心理学思想单纯从生理的角度寻找心理发生

原因的做法，给当代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思想

增添了文化因素，扩展了当代儿童教育和心理

研究的空间，使文化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中释放

出它自己的魅力和动能。

其二，维果斯基的思维与语言之关系的理

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教育心理学中“学什么”

问题的思考，而且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文化生成

的符号系统在人类思维发展中所起的中介作

用，有助于我们对教育学和心理学中的教师作

用、教学方法有关“怎么教”的问题进行系统评

价。对于“学什么”的问题，维果斯基的思维与

语言关系理论不但关注人类学习有别于其他动

物学习的社会特性，而且更加关注个人在特定

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语言符号这一中介工具发

展自己的机能性系统。对于“怎么教”的问题，

维果斯基的思维与语言关系理论更加关注社会

环境、文化背景和语言符号工具在教师教学方

法和教学评价中的作用，凸显了其社会建构主

义的色彩。

其三，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关键

概念上和发展观上为现代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关键概念上，维果

斯基通过最近发展区理论详细地阐述了社会背

景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发展并非发生

在个体内部，而是发生在个体与社会的交叉带

上。此外，维果斯基凸显了文化历史因素将个

体与社会沟通起来的“中通渠”作用。维果斯

基最近发展区理论中的潜在能力和实际能力是

最近发展区的两个关节点和临界点。维果斯基

对这两个点的揭示，表明社会性合作活动促使

未成熟的机能成熟，从而改变了个体的心理结

构，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２．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在当
代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维果斯基的支架式教学理论打破了传统的

行为主义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对当代教育实

践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维果斯基的支

架式教学与传统教学设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

摒弃了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权威的课堂教学

模式，并提供了一系列支持条件来帮助学习者

主动建构知识。另外，这种支架式教学强调了

教学应以学生为主，重在发挥学生的探究性、自

主性、合作性和创造性。这种教学方法从实践

教学上为建构主义在教学中的运用与发展注入

了新鲜血液，也为当代教育改革奠定了深厚的

理论基础。总之，维果斯基的支架式教学作为

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学

生对知识形成双向建构，而且可以增进师生之

间、生生之间的关系；不但表征了教师和学生在

教学过程中角色、地位的变化，而且也揭示了当

前教学模式和方法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教

学实践价值。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

不断推进，这一理论也必将在新的背景下不断

充实、丰富，为未来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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