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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从在线学习进入大众视野以来，如何提升这种学习情境中的学习效果一直备受大众关注。与此同时，提取

练习策略在近几年也逐渐步入了教育领域，其相较于精细加工策略等经典策略在各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鉴

于此，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提取练习策略对在线学习效果的影响，并从认知负荷理论、情景背景假设理论两个

方面对其机制进行了探讨。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应用课前测验、引导学生增加课堂心

理投入活动的频次、科学设计题目类型与练习时段等教学应用方式，旨在促进在线学习情境下学生学习效果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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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提取练习策略是一种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个学习材料进行一次或多次记忆提取的学习策略。

近年来，提取练习策略成为教育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表明，提取练习策略对学习内容的记忆保持、

知识迁移和高阶技能学习等方面的效果都优于其他学习策略。同时，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在线学习

逐渐成为主流的学习形式之一，在在线学习的环境下，提取练习策略是否仍然是高效的学习方法；该策

略有哪些影响学习效果的内在机制；在实际的在线教学中应当如何运用，本研究将系统探讨这些问题，

助力在线学习效果的提升。

2  在线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
当前，随着“互联网 + 教育”的持续推广，在线学习凭借规模扩展低成本性和学习时间空间的高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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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陈硕，2020）已然成为学生未来学习发展的新途径、新形式。与此同时，在线学习的效果也成为

教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杨继波、孙炜钰（2022）提出影响学生在线学习效果的因素可分为内部、

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对在线课程的学习驱动（内部因素）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刘荣光、蒋亚星、徐晶

晶，2008），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提高教学活动水平为增强学习者学习内驱力创设条件，

从而影响学生在线学习的学习效果。基于此，我们将对课程设计水平和师生互动程度这两个影响学习者

在线学习效果的主要外部因素进行探讨。

2.1  课程设计水平

课程设计是指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学习活动方式之间构建起的一种合理的结构（范蔚，

1996），它能够影响学习的多个部分，对提升学习者在线学习效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

们使用衡量学习效果的两个维度——技能掌握程度与学习动机态度讨论课程设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在技能掌握程度方面，课程设计不仅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掌握和巩固前期理论知识内容，还能结合实

际问题，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宋先亮，2014；杨培林 等，2020），

实现学习效果的提升。

在学习动机态度方面，课程设计是影响学习者在线学习效果的关键变量（Adeyinka and Mutula，

2010），与学习者的满意度之间存在关联性，研究者认为，线上课程设计的属性让学习者越满意，学习

者参与度越高，学习者就越有自觉和兴趣去完成学习任务，从而也会影响在线学习效果（秦磊华、胡迪青、

谭志虎，2019）。

同时，从学习者角度出发，在进行线上课程设计时，越多地考虑学习者的接受水平越会对学习者的

成绩产生积极影响（肖君，2017），这也是课程设计对学习效果的一种影响。

2.2  师生课堂互动程度

Gunawardena C N 和 Zittle F J（1997）认为在线学习的环境中缺乏社会互动，几乎没有非语言社交线

索。乔伟峰等（2021）调查提出互动减少是在线学习面临的挑战。杨继波和孙炜钰（2022）根据现有调

查研究发现，受到传统“灌输型”教学模式、被动的教学角色、单一的教学形式等外部因素影响，在线

学习常呈现出学生课堂参与感低、注意力不集中与学习效果低的现象。

Rienties B C 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师生互动能够有效提升在线学习中的学业促进、学习投入程度、

社会存在感、主观参与感，进而可以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方佳明等（2018）认为师生交互对学习者

在线学习投入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学习者在与教师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可以解决课程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体会到教师的关注和支持，提升学习者对在线课程的归属感，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学习投入

程度的高低对学习效果亦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学习投入多，获取的知识和成绩也越好（彭小珈、汤烨、

管梦瑶，2019）。故在在线学习中，师生课堂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在线学习效果。

3  提取练习策略的内部机制

关于提取练习策略对在线学习学习效果的影响机制，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者从情感和认知这两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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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从认知负荷理论、情景背景假设理论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3.1  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学说是教育心理学界用于解释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信息加工的常用理论。该理论认为，在

学习过程中个体的认知负荷会影响到学习成绩。认知负荷是指大脑在思考、学习和解决问题时所面临的

负担。

根据认知负荷理论，当学习策略过于复杂且不易掌握时，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就会面对过多的额外

负荷。运用到实际学习加工中的认知资源就会减少，从而降低学习效果。相较于其他需要大量练习才能

够掌握的学习策略（例如概念图策略、精细加工策略），提取练习策略易于操作，比如老师在授课后向

学生提问课堂的内容、在课堂中插入试题测验。提取练习策略占用认知资源较少，能够为学习任务预留

出更多的认知操作空间。周爱保等人（2013）通过系列研究证明，提取练习策略在记忆保持与迁移之中

能够产生优势效应。他们认为，相比于建构概念图策略，练习提取策略能够生成更多的相关负荷、更少

的额外负荷，减轻了学习者处理信息时的负担，从而帮助其记忆保持和学习迁移。

3.2  情景背景假设理论

Karpicke 和 Smith（2012）通过研究认为提取练习过程包含建立和划定一系列的提取线索，然后使

用这些线索去辨别目标事件是否发生过。提取练习效应的产生是由于提取增强了线索和指定目标项之

间的联系，减弱了线索与记忆集中其他竞争项的联系，从而加强学习者正确回忆先前学习内容的可能

性。在 Karpicke 和 Smith 的研究基础上，Lehman 等人（2014）提出了情景背景假设（Episodic Context 

Account）。他们认为提取产生了与提取时相关的独特背景特征的编码，便于被试在后期的提取过程中利

用背景特征去回忆之前提取过的记忆项目，从而促进了长时记忆。

Karpicke 等（2014）进一步解释了情景背景假设，他们认为当线索词与目标词之间的语义关联很强时，

提取并不依赖于情景的恢复，而当线索词与目标词的语义关联较弱时，提取对先前背景恢复的依赖性明

显增强。这很好地解释了弱线索的回忆率显著高于强线索的回忆率的原因。

情景背景理论认为提取时被试进入一种情景回想状态，被试会根据提取的信息类型和任务的具体要

求采取合适的提取策略，改变对提取线索的加工方式，产生不同程度的情景信息回想（Karpicke et al.，

2014；Karpicke and Zaromb，2010）。例如，Bai 等人（2015）通过脑电研究发现被试在测验时出现了和

成功提取相似的回想。马小凤等（2017）通过研究强、弱线索下不同学习策略对线索回忆、再认的影响发现，

学习者在进行再认时不是基于语义的熟悉度，而是通过回想过程，辨别与词汇的语义信息捆绑在一起的

背景等来进行判断，这支持了情景背景理论。

4  提取练习策略在在线学习中的教学应用

根据上述对在线学习效果影响因素和提取练习策略内部机制的阐述和探讨，我们认为，提取练习策

略可以灵活运用到在线学习情境中，在学生预习、上课、复习等阶段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在具体的教学

应用方式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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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应用课前测验

奥苏贝尔认为，一切新的有意义的学习都是在原有学习基础上产生的。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结构特

征会影响新的学习和保持，故教育者可以在课前整理教学内容，形成一份引导性材料。这份材料应该

整体抽象、概括水平高于学习任务，且涵盖教学内容的重难点，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知识迁移的效果。

因此在提取练习策略的教学应用中，可将课前引导与课前测验相结合以促进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马

小凤 等，2014）。

对于教师来说，应当在课前做好教学内容的整理和提炼，并优化课前测验的相关设置，例如合理安

排测验频次、完善反馈机制等。

对于学生来说，课前测验有以下几个作用：第一，课前测验能够反向督促学生进行课程预习，为后

续课程学习做好铺垫；第二，在网络教学条件下，学生的上课状态通常参差不齐，使用课前测验可以唤

醒学生的警惕性，提高他们的专注力，从而提升学生上课状态；第三，学生可以就测验结果进行反思，

了解对课程知识的掌握状况，明确自身不足，提高对课堂的价值判断，从而激发学习动力；第四，学生

在课前进行了课程主要重难点的测试，其大脑已经对重要内容进行了初次加工，当老师在课程中再次提

起时，学生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再次提取，加深印象，有利于知识点的理解和保持，提高课程学习效果。

4.2  引导学生增加课堂心理投入活动的频次

崔允漷等（2020）指出，在线课堂中，学生主要进行两种类型的学习活动：行为投入和心理投入。

行为投入活动指学生在在线学习过程中，采取一些行为表现来实现学习目的的活动，例如在文本框输入

文字、点击屏幕等。心理活动则指学习者通过进行某些心理活动来达成学习目标，例如集中注意力于重

要的内容上、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构建新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等。因此，在教师课程设计过程中，

应增加与课程有关的行为投入活动，从而引发更多的心理投入活动，达到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而提取

练习策略则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增加在课堂中心理投入活动的频次。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与课程内

容相关的问题嵌入推送的教学材料中，在特定的课程环节，学生需要通过点击回答这些问题。如此，不

仅能够增加学生在上课时的行为投入活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感，还能够激发学

生思考，引发心理投入活动。这种做法有利于学生在大脑中反复加工和提取课程中的知识点，从而达到

更好的学习效果。

4.3  科学设计题目类型与练习时段

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提取练习策略在目前的教学应用中多以向学生发布与学习材料相关的测验形

式呈现，且测验所采用的题型和实施时间点都会影响测验的效果，基于此，在提取练习策略的实际教学

应用中，教师应科学地设计测验的题目类型与开展练习测验的时段。

在测验的题目类型方面，McDaniel 等学者（2012）以在线考试的形式，使用不同的题型测验学生

对课程核心概念的掌握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多项选择题和简答题的测验能够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因此，教师在设置题目时应注意合理设置题型，尽可能使用多项选择题和简答题。一是可

以减少学生猜测答案的情况，二是避免机械式填写，从而有效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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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aniel 等学者还发现，虽然重复出现的题目并不会影响学生最终的正式考试的成绩，但为了最大程度

地削弱练习效应，教师应尽可能地提高题目表述的多样性。

在开展练习（测验）的时段方面，结合提取练习策略，教师可以在课程预习、课程内容重难点学习

和课后复习巩固阶段进行相关测试，以帮助学生明确每堂课的重难点，增强对学习内容的深层理解，从

而有效地提升学习效果。

5  总结

当今“互联网 +”教育模式正呈逐步推广的趋势，提取练习策略可以灵活运用于紧急状态下线上的

教学和学习中，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生在线学习的学习效率。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线上线下的混合

教学形态作为新的教学形态之一仍旧存在。在未来的发展中，提取练习策略有望以更多样的形式嵌入各

大线上学习平台，如慕课 MOOC，以促进线上学习效率的提升，推动全民网络学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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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of Retrieval Practice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Online Learning and Their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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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online learning has entered the public’s view, how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in this 
scenario has always been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public. At the same time, retrieval practice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educational field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various aspects compared 
with classical strategies such as elaborative strategy.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trieval practice on the online learning effect, explores its mechanism from the aspects 
of cognitive load theory and contextual assumption theory, and finally, on this basis, proposes teaching 
application methods such as using pre-class tests reasonabl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guiding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classroom mental input activities, and scientifically designing the types 
of questions and practice periods that are aimed at promoting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in online 
learning contexts.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s in the online 
learning context.
Key words: Online learning; Retrieval practice; Teaching 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