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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 了知识结构 自组织性表现的几个方面
，
指 出知识结构自组织性的根据

在于知识结构各要素的相互联 系
，
在与外部环境发生联 系和作用之下产生某种涨落

，

通过反馈引起知识的增加
，
重组和调节

，
实现旧知识结构破体

，
新知识结构建立的

自组织过程
， 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

“
非学无以成才 ” ，

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方能成为人才
。

从幼儿开始到小学
、

中 学
、

大

学
，
以至以后走上工作岗位

，
一直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
获得知识的过程

。

人一生的知识

总量有���是在学校里学习得到的
，
其余���则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根据需要进行补 充 获 得

的
。

在学校阶段的学习
，
常常会出现同样的学习环境

，
但学习结果多极化的现象

，
即在同样

的环境条件下
，
不同的学生其学习成绩有好

、

坏
、
以及好的侧重点不一样之分

。

如有的对理

科知识掌握较好
，
有的对文科知识掌握较好等

， 这当然关系到学习的态度和学习努 力 的 程

度， 不同的学习态度
，
不同的兴趣爱好成为一种契机

、
一种涨落因素

，
从而在学习知识

、

获

取知识的过程中各有偏好
，
组织起自己的具体个性的知识结构

。

特别到大学阶段
，
外界强化因

素的作用
，
让那些本来具有相同知识结构的新大学生学习不同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理

论知识
，
从而造就出不同专业的学生有不同的知识结构

，
影响

，
决定着他们以后从事的工作

性质
。
走上工作岗位

，
仍然需要不断学习

，
更进一步地调整

、

补充
、

建立新的知识结构以适

应工作的需求
。

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学习
，
总的 目的是要建立起自己的个体知识结构

。

所谓结构
，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组织形式

。

人的知识同样存在结构问题
，
没有合

理结构的知识
，
是不能发挥所学知识的应有作用

。

个标知识结构就是个体知识的组织形式
，

不管在哪个阶段
，
知识结构都是由于个体 自身对获得的知识进行取舍

、

联系而形成的
，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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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就是知识结构的 自组织过程
，
充分体现了知识结构的自组织性

。

所谓知识结构的自组织性
，
是指个体知识结构这一复杂的系统

，
在系统的发展过程中

，

所形成的一系列结构和功能形态都是它自我组织的产物
，
都是在不断地与环境进行物质

，
能

量和信息的交换情况下
，
系统内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自我形成一定组织形式的产

物
。

任何的 自组织系统都具有如下的特征
�

系统是开放系统
，
与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

，
能量

禾信息文搜� 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不是彼此隔离
、

孤立
，
而是相互联系着的

，
不断地进行相

互作用
，
这种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是系统自组织过程的推动力量

， 系统 自组织过程的契机是

由于涨落
，
涨落引起 自组织过程

，
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
更好地适应环境

。

在下面
，
笔者就这

几个方面讨论知识结构的 自组织性
。

知识结构的 自组织性的根据在于知识结构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
，
形成一定的结构

。
如

果一 咋人的胶子里装上了上百册的书
，
却象书打里的书一样

，

一术一木毫不积干地整整齐齐

地排在一赶
，
那么

，
这些知识对于这位读书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
他的聪明的大脑

只不过是上百册书的机械总和而己
。

这样
，
他是不可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

当然
，
这样极端

的事右现实中是没有的
。

任何个体
，
他所获得的知识总是以某些方式相互联万着

，
形成一定

的结构
。

这些联系方式有如
，
纵向的包容

、

被包容的联系
，
横向的联结

，
相关

、

对应灯竺的

玖事
。

纵 阵的包容
，
社 二

巴

方汽体
二
曳为同一学科知识间的联系

，
如几何学中�黝面儿何与平面儿

何之问的包容
，
被包容解联系

，
物理学中经典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的包容

，

校包容的联系
。

横向

扣联结
、

匆关
、

对应是知识们的 普遍联系形式
，
如数学

，
物理学

、

化学等学科之间通过数
、

形于 ，
以�飞牛匀质问舱相互作用形式

，
使这些学科的知识间发生联结和相关

，
对应则 有 如 儿

仁
广

一

与解析儿何学中的对应
。

迈过对知识的卖类
，
确知知识间的上下仁关系

、

包容 和 被 包

认
， 丁

牡成知识的不同层沙
、 。

丸 月一层次的知识
，
分析知识间的联结

，
和关翔对应等

，
从而

形成加识总体的立休结粉
。
州此为基础

，、

通过联系
，
具休地说

，
通过知识结构系统内部各要

势之卿的相互依毅
，
扣互制约

、

表只互影响
、

相互作用来吸收
、

消化新获取的知铆
，
建立起旧

知 犯与析勿识之间的新联系一

一折的知识结构
。

丫获珍新知识的过莽中
二汀时会发生如下两种情况

。

学习的时
一

候发现某些知识彼寸为困难

或老复杂
，
或者难理解

，
这科情况的发生常常是由于学习者还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

，
也就是

旧的邓识结构与当前想获取的新知识之间没有一定的联系
，
自组织过程出现了障碍

。

这时
，

通过反谈
，
查寻出失去联系的中间环节

，
自我指令个体 自身获取这中间环节知识

，
从而使旧

的知识结构与新知识发生联系
，
整合想获取的新知识

。
如

，
模糊设计方法已经成为现代工程

设计的重要方法
，
某工程设计人员企图通过学习掌握模糊设计方法

，
但后来发现

，
直接学习

模糊设计方法有一定的困难
，
究其原因在于欠缺模糊数学方面的知识

，

通过反馈指示 自己先

学习桂糊数学然后才能学习和掌握模糊设计方法
。

这一现象说明
，
在适当地获取任何特殊的

新知识之前
，
必须有一个适合的知识结构

，
才能在获取新知识的过程中发生 自组织性行为

。

另一种情况
，
当某些知识似乎已被理解

，
但后来却不能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达用

，
其原因常常

是由于新知识没有和旧的知识结构适当地整合
，
即只是认识了知识

，
并没有理解知识

，
没有

通过分析和综合与旧知识结构发生联系融合于其中
，
形成新的知识结构

。

这说明了新知识必



须通过 自组织过程使之整合到原有知识结构中形成新知识结构
，
才能发挥它的效用

。
以上两

种情况说明
，
如果新知识与旧知识结构不发生联系的话

，
新知识就不能掌握或者不能发挥效

用
，
只有使新知识与旧知识结构发生一定的联系

，
使新知识成为知识组织形式中的一个有机

部分
，
即创立新的知识结构

，
掌握和运用新知识才是可能和有效

，
而新知识和旧知识结构间

发生联系的过程就是知识结构的自组织现象
。
可见

，
知识结构的 自组织性的根据在于它内部

的结构
，
即知识结构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内在联系和组织形式

。

实际上
，
这也是知识效应的整体性所要求的

，
换句话说

，
联系是强化知识的整体效应

。

这一 条是建立新知识与旧知识结构的整合一一重组和调节
，
形成新的知识结构

，
合理的知识

结构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关键
。

积累知识
，

不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
，
都不是为了堆积材料

，

而是为了组成一定的组织结构
，
使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
这就要求在积累知识的时候

，
必城

考虑知识的整体效应
。

所谓整体效应
，
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 �� �� �

，
也就是说

，

敷体大于部分之和
，
这样的结果

，
正是系统科学所指出的是由于各要素间相互联系

、

和互作

用的必然结果
。

知识结构不是封闭的
、

孤立存在的
，
它存在于一定的外部环境中

，
时刻与外部环境发生

关系
。

这个外部环境指的是一切对知识结构发生作用
，
存在着直接联系和关系的外部因素的

总和
。

人类知识体系是人类在生产劳动租各种实践中产生
，
积累发展起来的精神财富

，
它随着

科学技术研究的进行而丰富
、

发展和变化
。

对于在其中作为活动的主体人来说
，
其个体知识

结构也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人类知识体系的丰富发展

，
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

，
改造旧

的知识结构
，
自组织形成新知识结构

，
这是社会发展

，
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

。 �

如

果没有个体知识结构不断 自组织发展就没有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
。

可见
，
个体知识结构在人

类知识体系的发展中
，
一方面是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状况的一方面描述

，
另一 方面是用来促进

、

丰富
、

发展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
，
进而是个体新知识结构产生的源泉

。

人类知识体系是个庞

大
、

复杂的体系
，
对于有限的生涯和短的时间来说

，
个体是不可能学习到所有的人类知识

，

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学习
、

掌握其中一小部分
，
很大一部分就构成了个体知识结构的环境

，

这个环境为知识结构的自组织过程提供一个源源不断的知识流
，
只有这个知识流的 永 恒 存

在
，
才有可能保证知识结构自组织行为的发生

。

建立个体识知结构并不是为结构而结构
，
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

、 一

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
，

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也就是知识结构与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的过程
，
也只

有这种联系和作用的存在
，
才有可能引起下面将要讨论到的涨落

、

反馈和适应的自组织行为

的发生
，
所以

，
外部客观世界也构成了知识结构的外部环境

，
等等

。

总之
，
知识结构不是封

闭的
，
存在于一定的外部环境中

，
知识结构的外部环境为知识结构的 自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条

件和背景
，
自组织性正是知识结构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

和能力
。



四

知识结构的自组织性还表现为知识结构的更新过程是一个不断自反馈
、

自适应的过程
。

自适应是自组织性所趋向的目标
。

适应原则是建立最佳知识结构的根木原则之一
，
产生适应

加则的依据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
由于利

一

学技术的发展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中
。

科学技术的发展

史丧明
，
各时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各 自的时代特征

，
作为研究主体的人

，
其个体知识结构

从该适应该时代特有的需要和要求
，
才能立足于科学技术之林

，
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

。

例如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标志之一是整体化趋势
，
这种整体化趋势要求我们应当具备不同于

过渔
、
研究问题的观 点

、

方法
，
既要看到不同事物间的特殊性

，
又要能看到不同事物间的同形

牲
，
这样才能 从貌似

‘
件

二

马不相及
”
的东西中揭示出共同的规律

。

因此
，
对

一

于个体知识结构

来说
，
应呈整体化趋势

，
否则

，
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

。

可见
，
自适应的意义在

寸
，
它能不 大时机�也要求个体抓住新的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和出现的新契机

，
从而不失时机地

处介
�

起适应新形势
，
抓要求的知识结构

，

解决新问题
。

自适应是通过 自反馁机制实现的
，
反馈是利用个体知识结构作用于对象

，
看其个体知识

到、枕的 自适应程度如汀
，
尔后把这一信息馈送给个体 自身

，

由此决定个体知识结构是否需要

训炸
，
以及淌整的步骤和过程

。

调整的最一般过程
，
即知识结构的 自组织过私

‘
具体地可以表

述勺增加
、

重组和渭 气丫。

装个时候
，
你有了一个知识结构

，
在此纂础土学习 一 个 问 题

，

了灯

礼 �、 于问题气一 州�姚
·

反
’

�
�

�
一

讨知识
，
这些力�识是由这个问题的书实和背景

�

例
‘

料构成
，
这碗沁

封
一

加
。

这些新戈�识
，

或
一

万能够融合入旧知诊牲占构
，
�
，，
或者不能融入旧知识结构

‘
�
，，

不竹是哄 种忙

�认
，
必然要发生新 月补�和 �口知识结构的整合

�
一重组和调

一

竹
。

重组和调
一

�了就是 旧知 识结构被

斌坏
，

使新 翻识和 脚勺‘�、 ‘�结构中的知识发牛联系
，
联系的方式如 卜而所述的纵向的包容和波

仁 卜�勺联 系
，
横向的联聋

�· 、

术
�

关
、

对应的关系
。

建立新的知识结构的「，的是使新知识和旧知

补
�

六构中的知识相联 系
，

产 城一 个有机的结构适合于解决新的问题
。

仁
�

洲
�

始 匕初
，

新知识 和

川 知识结构中的知识」辛不 竺一 卜广就完 全适合
，
有时难丁确定它们之问的包弃

、

被包容
，
或

者攀结
，
相关和对应卜

��

联系
，
这时

，
就必须打破旧知识结构中知识间的联系

，
与新知识融 介

丫一 起
，
进行分析和分类

，

找出失去联系的中间环节
，
通过反馈再行增加

，

这是重组和调节

过程
。

最终
，
新

、
旧知识间建立起一个新的知识结构

，
使之适 于使用的确���

�

睛况
。

可见
，
反

锣是 自组织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
它同自适应一起成为 自组织性的指令莞节

，
堵权据折令进行 自我

调 口
，
实现 月组织过程

。

通过反馈带来调整
，
使知识结构产生重组和调节

，
最终结果是实现丁知识结构的 自我吏

新
，
这种 自我更新是知识结构 自组

�

织性的又一本质特征
，
这是因为 自红啤�的 目的是为了提高

知识结构的完美性
，
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知识结构的适应性

，
适应的过程就是 �门知识结构的不

断被破坏
，
新知识结构不断建立的 自我更新过程

。

五

知识结构通过 自组织而 自我更新是在涨落的作用下实现的
。

所谓涨落
，
是指系统中某一

�或某儿个�要素对稳定态的所取值的偏离
。

这样
，
知识结构中的涨落

，

是指知识结构中某



一 �或几个�要素对现时知识结构中的该要素 �或该几个要素�状态的偏离
。

如
，
对某个问题

产生了新的认知和理解
，
知识的积累

，
产生新的问题等等

。

知识结构的涨落来自两个方面
�

内部的偏离和外部的干扰
。

内部的偏离主要是由内部动机引起
，
内部动机包括兴 趣

、

胜 任

力
、

好奇心
，
自信和人本主义所主张的 自我实现等等

。
内部动机不仅使个体对新颖的

、
奇异

的
、

与众不同的或神秘的东西有积极的反应
，
使个体趋向这些东西

，
产生探究它们

，
拔弄它们

的要求
，
而且使个体对 自己已熟悉的东西产生有深入探索的需要和欲望

，
使个体产生严格地

审视新的周围事物
，
并且寻求新的经验的要求

，
等等

。

这些瞬间或长期已经存在的自我意识

对于现时识知结构来说
，
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偏离

，
这些偏离就是涨落

。
各种激励的刺激

、

外

界的强制命令和压力
、

客观现实的要求
、

客观事物等东西的启发等等都是属于外部的千扰
。

这些刺激
、

命令
、

要求和启发等外部的干扰通过个体的感受和领会最终转化为内部的偏离
，
如

外界的强制命令转化为兴趣
、

胜任力等等� 所以外部的干扰最终也成为知识结构的涨落
。

涨落的存在使得知识结构有偏离原有状态的趋向
，
但最终是否导致知识结构的自我更折

新
，
则取决涨落是否进行 自我放大

。

涨落的自我放大是涨落信息的正反馈过程
。

知识结构巾

涨落的自我放大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知识的不断积累
。
正反馈

，
也就是知识的积累

，
加强了涨

落的因素
，
到达一定的程度

，
涨落蕴蓄的强大力量突破旧知识结构

，
使旧知识结构发生破裂

、

重组和调节
，
实现知识结构的自我更新

。
知识结构涨落的自我放大的实际过程是个体通过 自

我学习不断引入知识流的过程
，
知识流的不断输入

，
最初是新知识的累积

，
当新知识积象到

，

一定程度出现了知识间的各种联系
，
导致旧知识结构的解体

、

分化
，
进行新旧知识的重组和

调节
，
最后通过这种非线性作用产生了具有新功能的新知识结构

，
完成知识结构 的自我 更

新
。

可见
，
涨落是知识结构自组织的原始推动

，
涨落的自我放大是知识结构自组织过程的重

要环节
，
要实现知识结构的自我更新必须使涨落进行自我放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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