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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概念图的研究进展

严文法，胡卫平

（山西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山西临汾 $&’$$&）

摘 要：文章从概念图的基本结构和特征、分类及其编制过程、评价标准三方面介绍了概念图的基本知

识，从教学工具和教学策略、学习工具和学习策略、课程研究和编制工具、评估工具等方面介绍了概念图的基

本应用，讨论了概念图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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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图（D-4DEFG HIF）是由美国 J-K4E.. 大学的 0-LIM
和 A-NO4 基于 73P3QE. 的学习理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

发的一种能形象表达命题网络中一系列概念含义及其关

系的图解（0-LIM I4R A-NO4S ’(*&）T ’ U。

一、概念图的基本知识

（一）概念图的基本结构和特征

概念图由概念节点和带有标签的连线组成。节点是表

示某一命题或知识领域的各概念，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概

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连线可以带有方向，可以是单向

也可以是双向，箭头的指向也就是概念或命题之间的逻辑

关系的方向，连线上的标签表示概念之间是如何或者是通

过什么方式来建立联系的。概念图的图表结构包括节点、

连 线 和 连 接 词 三 个 部 分 。 而 概 念 （D-4DEFGP）、 命 题

（FK-F-POGO-4）、 交 叉 连 线 （DK-PP ! .O4MP） 和 层 级 结 构

（VOEKIKDVODI. WKIHEN-KMP）则是概念图的四个图表特征。

0-LIM 等人认为概念是事件或物体的规则属性，这些规则

属性由标签（.IQ.E）标记。这些标签对大多数概念而言是一

个单词。命题都是关于宇宙中自然发生或人为建构的物体

或事件的陈述，有时候称之为语义单元或者是有意义单

元。这些概念和命题都以层级关系呈现出来，其中意义最

广泛的、最具概括性的概念置于概念图的顶端，次级的类

属概念处于层级的下位。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的层级结构

还要依据这种知识所应用的背景。因此，0-LIM 建议在创

建概念图时设计一些特定领域的问题以使我们能够寻找

答案或者一些在概念图的形式中通过知识的结构来试图

理解的一些情形或事件。交叉连线表示不同领域内的概念

（命题）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弄明白在概念图中所表征出

来的一些领域的知识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0-LIM 十分强调概念图的层级结构，强调概念之间的

类和属的关系。但是，在概念图诞生以后的几十年中，人们

发现有些概念之间并不存在类属关系，有的概念系统之间

是单一的概念结构。X-PG.EGV Y Z-FP-4 B’((% C T" U 提出了没

有层级的概念图。

（二）概念图的分类及其编制过程

有关概念图分类的研究并不多见，人们一般认为概念

图分为层级概念图和的 , 形图（由 A-NO4 提出）两类。但也

有人把概念图分成四种基本类型：即三脚架概念图、层级

概念图、操作程序概念图、系统概念图。此外，还有几种特

殊的概念图，如图画风景概念图、多维 [ #\ 概念图、曼荼罗

概念图等。 T # U

概念图的编制没有十分严格的步骤，对于学科不同和

性质不同的概念图，其编制过程不尽相同，但基本思路一

致。第一，选取一个熟悉的知识领域来建构概念图；第二，

确定应用到这个图式的关键的概念；第三，建构一个初步

的概念图；第四，寻找交叉连线；第五，在以后的学习中不

断的修改和完善。

（三）概念图的评价标准

0-LIM 和 A-NO4（’(*&）T & U 提出了概念图分析记分的四

条标准：命题（每个有效命题记 ’ 分），层级（每个有效的层

级记 % 分），交叉连接（每个有效的、有重要意义的交叉连

接记 ’$ 分，虽然有效，但不反映命题或相关概念组之间的

综合的则记 " 分），例子（有效的例子记 ’ 分）。]I..IDE Y
>O4G^EPR 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标准——— 分

支，并建议每个分支记 ’ 分，>IKMVIH、>O4G^EP 和 2-4EP 认

为分支的记分应根据形成分支的层级而决定。第一层的分

支记为 ’ 分，以后每个层级上的分支记 # 分。后来 0-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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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对自己的评分标准做了进一步调整，提出了三个

评价标准：一是相关的概念，二是建议的链接，三是错误的

概念。具体的记分如下：相关的概念分为四级，每一个一级

概念记 %+ 分，每一个二级概念记 ) 分，每一个三级概念记

" 分，每一个四级概念记 % 分；在建议的链接中，包含有三

级水平，任何一个一级水平的建议链接记 "+ 分，每一个二

级水平的建议链接记 %+ 分，每一个三级水平的建议链接

记 ) 分；对于错误的概念，包含有两个水平，每一个大的概

念错误扣 %+ 分，小的概念错误扣 , 分。-./ 0./1234 $%&&# ’
(5 * 认为应该充分考虑到评分者信度，他通过对加拿大高中

低年级的四种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研究，认为通过概念的

数量、层级的数量、交叉连线的数量和所举的例子的数量

可以详细说明学生的概念图的质量，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基

于项目反应理论（678，692: 72;<=3;2 8>2=?@）的概念图得

分是有效的，可靠的，并且明确指出 678 得分的优点是其

可靠性。

二、概念图的基本应用

（一）概念图作为一种教学工具和教学策略

自从 A=BCD 开发了概念图之后，概念图就成了一个有

效的教育中介。大量的研究表明：第一，概念图可以帮助教

师提高教学效率（E2@2?FCG> H I:.9>J %&&+(K * L M=N 29 COPJ
%&&+(Q *）；第二，概念图可以帮助教师提高课程计划的质量

（RC?9.3J %&&#）( & *；第三，概念图作为一种教学策略可以有

效的降低学生学习的焦虑和紧张感（S242T2 29 CO，%&Q&）
( %+ *；第四，概念图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学习者的态度（U>.O.<，

%&&,）( %% *；第五，概念图策略更适合于科学课程，而在其他

学科如英语、数学的教学中效果则不理想（VD2F/D=OCJ
%&&"）( %" *。但是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在其他领域概念图也

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如科学课程显著；即使在科学学科

内部，概念图的作用也不一样，生物学上的显著性要大于

化学和物理 ( %, *。

（二）概念图作为一种学习工具和学习策略

概念图作为一种学习工具和学习策略：第一，概念图

可以通过修正学习者的知识结构而帮助学习者进行有意

义学习（A=BCDJ "++"）( %# *；第二，概念图可以作为元认知策

略而对学生进行创造性训练（7/;;2OO H R2.DC:<J S=@G2；

%&&#）( %) * L 第三，概念图可以作为一种创造性的问题解决

工具（I9=@C3=B，%&&K）( %5 *；第四，概念图可以作为合作学习

的工具，基于计算机的概念图还可以分享不同学习者的认

知（I9=@C3=BC H W=::2?;J "++"）( %K *；第五，概念图可以作为

认知学习工具，影响知识领域内的认知技术的获得（RGXO22;2
29 COP %&&&）(%Q *。

（三）作为课程研究和编制的工具

YT:=3T;=3 $%&&, ’ (%& * ( "+ * ( "% * 使用概念图编制了一套

完整的兽医课程，并且在该研究中做出了概念图是任何领

域和学科课程开发的有用工具的假设，指出概念图在学科

交叉的科目编制以及基于案例的练习开发上更有其独到

之处。他还把概念图应用到 Z=?32OO 大学兽医医药的课程

计划中，结果发现概念图有助于区分概念的优先次序，提

炼目标和详细的资料，连接个案之间的关系，并支持全面

的课程设计。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一套医学综合

课程，从而证明概念图是一种编制整合课程的有效工具。

另外，I9C?? H W?C[G.D（%&&+）("" * 研究了概念图对科学课程

编制所起的作用。R=23 H E=2?;:C（%&&K）( ", *也研究了概念

图在教育与课程开发中的意义。

（四）概念图作为一种评估工具

一些研究者认为，传统的测验方法一般只能测验学习

者对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而无法检测学习者的知识结

构以及对知识间关系的理解。作为一种评估工具，概念图

有如下应用：第一，评估学习者对概念的理解。X3T2?;=3 H
M/C34 $%&Q& ’ ("# * J IG>C/ H V9>2?; $%&&K ’ (") * J 7/.N ! U?.:=J
RC?.C H I>CB2O;=3J 7.G>C?T $%&&5 ’ ("5 * J 7.G2 H 7@C3J
S=;2<> H IC:;=3 $%&&Q ’ ("K * J 7=F2?9; $%&&& ’ ("Q *分别研究了

概念图在文学、科学以及统计学中作为评估工具的使用，

研究发现，概念图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评估学生知识的工

具，而且可以诊断出学生对知识特别是对于陈述性和程序

性知识错误的理解；第二，评估学习者概念的转变。\?CB299
H I]C?9（%&&K）( "& * 的研究结果显示：概念图作为一种元认

知策略可以引导、促进、帮助建构知识，这样就可以监控概

念的转变以及长期存在的对概念的错误的理解；第三，评

估概念的发展。E2@2?FCG>（%&Q5）(,+ *的研究发现，在使用概

念图去考查职前教师的概念结构转变的时候同时发现量

的分析和质的分析都表明概念图还可以用来评估概念的

发展；第四，学习者使用概念图进行自我评价。I9=]（%&&K）
( ,% * 的研究结果显示，概念图可以帮助学习者有能力鉴别

出未来学习的目标，还可以促进动机和元认知。

三、概念图的研究趋势

（一）概念图的功能由最初的评价工具发展到教学技

能、教学策略

概念图理论提出的早期，研究者主要把概念图作

为一种评价工具，目的是为了测定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的结

构，以及检验学习者的有意义学习的情况。"+ 世纪 Q+ 年

代以来，研究主要集中在把概念图作为一种教学技能和教

学策略上。"+ 世纪 Q+ 年代中后期的研究怀疑概念图对学

习效果的影响，但是进入 &+ 年代以后的研究，大量的研究

充分的证实了概念图的效果，更多的研究转向了概念图的

应用领域的扩大，并且在概念图研究的新的领域也不断的

得出积极的结果。作为工具的概念图，已经远远的超出了

它最初所扮演的评价工具的角色，研究者发现，它同时也

是教与学的工具、技能、策略，创造的工具、多媒体设计的

工具、课程编制与教学设计的工具、元认知工具。

（二）概念图的研究领域由科学学科扩展到其他学科

和领域

A=BCD 在进行 X ! 8 课程的过程中开发出的概念图，

是应用于研究儿童的科学知识的掌握。这也是由科学知识

的特点决定的，科学知识相对而言具有深刻的概念内涵、

丰富的逻辑层次和严谨的科学命题。所以，概念图在科学

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生物、物理

和化学科中，特别是在生物学科上的应用。但是，研究很快

就突破了科学学科范围而被广泛应用到其他学科，以概念

图在 "+ 世纪 K+ 年代后期和 Q+ 年代的研究为例，概念图

已经在生物、物理、化学、文学、阅读、生态学、计算机辅助

教学、地球科学、数学等领域得到应用，近几年的研究扩展

到兽医、临床医学、成人教育、教师职前培训、新产品的设

计、市场的开发等科目和领域。

（三）图式开发技术日新月异，从手工绘制到使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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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网络技术

早期的概念图主要依靠手工绘制，随着计算机及其技

术的普及，可以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编制，现在已经开发

出了许多计算机绘制概念图软件，最著名的就是 $%&’()*+
,(-%（灵感）软件，./*’’*,(//( 0"111 2 34" 5 指出了 $%&’()*,(-% 软

件的基本功能：（6）绘制图表；（"）尽快地记录观点；（4）移

动符号；（7）添加相关观点；（#）改变符号的形状；（8）绘制

连接；（9）添加相关文章；（:）显示和放大的功能；（;）格式

化文本符号；（61）打印；（66）图表和概念要点之间的转换；

（6"）导入和插入图形。除了 $%&’()*,(-% 以外还有其他的软

件，主要的有：</,(=(,> ?*’、?(%@ ?*%*AB)、?(%@C*%、<D-%、

$@B* E)-/B&&-)#F 1、G-G- .>&,BC& HB/(&(-% ID’J-)B) 等。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概念图的编制也与网络相结

合。在一些国家，学生与教师，或者学生与学生，教师与教

师之间可以通过网络实现概念图的交互学习和同伴学习，

一般由网络管理者（教师）提供知识内容和有关的背景，要

求各个网络终端（学生）制作概念图并递交，制作过程中可

以通过 KK. 进行网上讨论和即时评论，以此促进学习者学

会学习。

（四）从个人编制到合作编制概念图，体现合作化学习

特点

最初的概念图一般都是由个人独立完成，并作为一种

评价个人知识结构的工具，但是现在作为一种学习工具和

教学工具的概念图越来越多的强调合作完成。LMBNOM-J*P
EB,B)<M(%&-J*06;;"2 344 5 通过学习高二生物的学生分别单独

进行概念图教学、合作概念图教学和讲解 Q 示范教学发现，

合 作学 习 概 念 图 组 的 成 绩 明显 高 于 另 外 两 个 组 。R-,S
06;;7 2 347 5 通过对 #8 个学习高中物理的学生的研究发现，

合作概念图可以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概念以及概念之间

的关系，并且强调了合作概念图作为一种学习工具的益

处。L&(&(-C*T UV-*C*M* $)B%B WA-V( 06;;9 2 34# 5通过对尼日利

亚 <%*CN)* 州 W-BX( 郊区的三个学校采用包含三个互动

组的非等控制组的准实验设计的研究发现，合作概念图策

略显著的促进了女生的科学概念的成绩，从而认为合作概

念图是一种可以有效的修正科学成绩性别不平衡的策

略。GS(OT GS(O%A ! YO( B, *JF（"111）348 5 研究了在职和职前

教师使用网络合作概念图的群组互动过程以及这些群组

互动过程对于群组概念图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群组概

念图与群组互动，尤其是复杂的群组互动的数量有密切的

关系。HB .(C-%BT GS)(&,(%* B, *JF（"116）349 5研究了学生合作学

习、概念图以及电子技术相互结合的作用，结果发现概念图与

合作学习互为补充。

概念图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和普及，但还没有

真正的要求教师和学生必须掌握概念图技术。"111 年，

W-=*M34: 5 在网上发表文章指出，在要求使用概念图和把测

试中加入概念图成分或者是全部使用概念图来进行测验

存在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因为目前国家并没有把

概念图作为测验的内容，所以一些教师就不去掌握概念图

技术，也就不要求学生掌握概念图技术，而反过来因为教

师和学生不掌握概念图技术，所以国家又不能把概念图作

为考试测验的内容。但是如果一个地区都把概念图作为考

试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就会成为刺激教师教授学生如何

使用这个工具的巨大的动力。W-=*M 在文章的末尾这样展

望未来：希望到了 "186 年，把概念图作为测验的内容和方

法的愿望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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