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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摩奴·卡普尔(Kapur Manu)学者提出的有效失败理论(Productive Failure)，以深度学习为导向，强调

学生在课堂中经历的有效“失败”不仅能够激发学生“探明真相”的内在学习动机，而且能够帮助学生

克服失败带来的羞耻感，锤炼学习韧性，近些年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梳理“有效失

败”理论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在阐述其源起与内涵、实践与效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研究现状及课改要

求，从理论发展、学科融合、实践探索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以期为学生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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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Productive Failure proposed by Kapur Manu, oriented to deep learning, emphasizes 
that effective “failure” experienced by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can not only stimulat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find out the truth”, but also help students overcome the shame brought by failure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resilience, which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aper, by comb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
ture on the theory of “effective failure”,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its origin and connotation, 
practice and effect,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we put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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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and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with a view to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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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版)》中提到“引导学生参与学科探究活动，经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建构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体会学科思想方法”[1]。这要求教师有目的地设计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发

现问题，在探究原因和寻求真相过程中深入理解知识并解决问题，实现深度学习。与此同时，《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文件中指明“优化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

遵循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把解决学生心理问题和解决学生成才发展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培养学生不懈

奋斗、荣辱不惊、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该文件内容要求教师既要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又要在学习中

锻炼学生的意志，实现“成长”和“成才”两手抓。摩奴·卡普尔(Kapur Manu)学者提出的有效失败理

论(Productive Failure)，以深度学习为导向，强调学生在课堂中经历的有效“失败”不仅能够激发学生“探

明真相”的内在学习动机，而且能够帮助学生克服失败带来的羞耻感，锤炼学习韧性，因而得到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围绕“有效失败”理论阐述其源起与内涵、实践与效果，并基于当前国内研究现

状提出建议，以期能为相关学者应用有效失败理论提供建议，共同为学生自主发展赋能。 

2. 有效失败的理论源起与内涵 

早在有效失败理论提出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失败”，尽管对“失败”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对

其在个体心理、教育发展上的深远意义达成共识。最早在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中，“讥讽”环节就

是力图使谈话者陷入所知与不知的“两难情境”，即强调个体观念陷入不能自洽的冲突中[2]。而后伴

随受教育的人数规模增大，学校教育的关注点逐渐忽视“个体”，寻求集体共同的标准化约束，强行

规范学生的“失败”，而外部的机械刺激或惩罚往往适得其反。在此背景下，卢梭提出“自然后果法”，

反对说理教育、纪律约束与惩罚教育，主张学生个体自然经历失败后的“自我唤醒”。皮亚杰用“认

知冲突”来解释个体“失败”后的“自我唤醒”，即通过同化或顺应来使得新旧认知达到平衡。在我

国，孔子时期便开始强调“失败”后的体悟，认为冥思苦想后仍不得自解时，才是启发学生的最好时

机，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发三隅反，则不复也”[3]。意识到失败的教育意义后，不

同学者聚焦如何在课堂情境中发挥失败价值，提出了一系列教学设计理论。Vanlehn 等学者从教学顺序

角度论述并提出僵局驱动学习理论(Impasse-Driven Learning) [4]。Schmidt 等学者从学习效果的时效性

出发，提出理想困难理论(Desirable Difficulties) [5]。Schank 等学者从学生认知心理角度提出“挫折驱

动记忆”理论(Preparation for Future Learning) [6]。Schwartz 等学者围绕教学形式，强调动态视角分析

和教育学生“为未来学习做准备”[7]。 
基于早期学者们的相关研究，Manu Kapur 于 2008 年首次提出“有效失败”(Productive Failure)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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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教师不能忽视学生的“失误”，甚至要刻意留出空白致使学生经历“失败”，以激发其内在学习的

发生。相较于传统讲授–练习的教学形式，放大“失败”能够刺激学生刻板认知，激活其内在学习需求，

满足学生的深度学习。此后，相关学者从有效失败的发生机制、教师的教学干预等不同角度来对有效失

败的内涵进行阐释。杨玉芹[8]、张忠华[9]、陈颖[10]、朱丽娟[11]等学者从导致失败的“问题”切入，认

为“挫败是指学生不能解决要解决的问题或找不到要解决问题的正统解决方案”[8]，并将其译为“启发

性挫败”。郭靖远[12]、刘新阳[13]、刘徽[14]、曹鹭[15]等学者则更为强调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干预”，

将其界定为“由某种教学干预所导致的，发生在学生身上的一种学习现象或学习机会，表现为学生同时

产生了表现上的失败和学习的发生”[12]，并将其译为“有效失败”。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失败的必然

性与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将其解释为“富有成效的失败”[16]或“合理失败”[17]。尽管学者们对有效失

败的翻译及内涵阐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都强调过采取某种教学设计策略，让学生经历真实的探究过程，

锻炼学习韧性并达成深度学习。 

3. 有效失败的实践探索与效果检验 

 
Figure 1. Model diagram of effective failure instructional design 
图 1. 有效失败教学设计模型图 

 
Manu Kapur 学者对有效失败理论的研究可以具体划分为三阶段。首先，学者针对“失败”的存在方

式及出现的时机开展了相关研究，分别聚焦“问题类型”、“教学顺序”、“问题类型 + 教学顺序”。

研究发现：其一，相较于结构良好问题，学生在参与解决复杂的、非良好结构问题时遇到的失败是一种

有价值的实践[18] [19]；其二，相较于教师指导在先，学生练习在后(LP)，学生自主尝试后进行指导(PF)
的效果更显著[20]；其三，先尝试后指导的教学形式与结构不良问题的组合对学生的成绩表现、概念理

解等的作用更为有效，同时再次验证仅仅为学生提供结构不良的问题，而不给学生提供尝试的机会，不

经历挫折与失败无法有效的促进学生的学习[21]。基于对“失败”效果的研究与发现，Kapur 学者总结

提出了有效失败的教学设计模型，将教学核心划分为两阶段、三原则、四步骤。笔者基于理解将其整理

为图 1 所示[22]。同时，根据学生表现不同，将“成功”与“失败”根据意义扩大了其内涵，具体划分为

有效成功、有效失败、无效成功、无效失败四个区间，如图 2 所示[23]。经历一、二阶段之后，Kapur 学
者将研究聚焦于两方面，其一是基于不同教学形式开展实验验证“经历失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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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失败翻转课堂(PFFC)与传统翻转课堂(TFC) [24]，替代性失败课堂(VF)与有效失败课堂(PF) [25]。其

二是聚焦教学实施，探索促进“有效失败”的具体要素设计，例如学生的结构性创造力[26]、程序性知识

适用性[27]等，并不断对教学变革提出呼吁[28]。 
 

 
Figure 2. Behavioral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outcomes chart 
图 2. 行为表现与学习效果划分图 

 
有效失败理论提出后，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并通过对照组研究或迭代性研究进行实践探索

和效果检验。所谓“对照组研究”是指在不同科目或课型中重复实验变量或直接应用实验结论，形成传

统教学组(DI)与有效失败组(PF)，以此探究实验效果[29]-[31]。例如：李茜学者选取“问题类型”作为研

究切入点，探究结构良好与结构不良问题对高一学生学习 Access 单元的影响，通过完成度和解决方案多

样性两个维度分析，再一次验证了 Kapur 学者的观点，即结构不良问题更利于学生开展探究学习[32]。
Evelyn 等学者聚焦“教学顺序”，将有效失败理论应用到大二医护生在人体模型模拟学习中，研究发现

有效失败组的表现优于直接指导组，说明有效失败理论能够促进更深层次的解释性知识，并使学生迁移

学习新的临床情况[33]。“迭代性实验”是以实践为导向，为发挥“失败”最大，开展多轮行动研究探究

最佳设计方案的过程。例如：刘徽学者基于有效失败设计模型设计了 STEM 有效指导理论原型，并通过

理论原型–无指导型–有指导型–有效指导型的迭代升级，最终得出 STEM 有效指导型的最终范式，并

对 STEM 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评价设计、教学过程设计提出建议[14]。王小玲学者关注“教学支架”，

探索小学信息技术技能课“有效失败”教学中支架设计策略，通过三轮迭代行动研究，提出新课阶段、

生成探索阶段、整合阶段的支架类型选择应具备的功能[34]。 

聚焦目前已有研究的效果发现，“有效失败”理论对学生学习态度[35]、学习兴趣[36] [37]、自我效

能感[38]、创造性思维[39]、认知负荷[40]、小组合作能力[41]、深度学习能力[42]、问题解决能力[43] [44]、
计算思维[45]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部分学者也表达出不同见解。例如，David 学者对学生习惯

养成上提出质疑，认为“无论学习者是从正确理论开始，开始个人经验入手，最终都应该在辩证学习过

程中涉及到两种联系。同时对于程序性知识而言，例如学习保龄球，伴随这学生自主实践过程中，难免

会有‘坏习惯’的形成，而此时，越是让学生‘自动’，越是难以忘记和改变这些‘坏习惯’”[46]。曹

鹭学者对该理论的适用对象提出了异议，认为“有效失败理论对学生的元认知与先前知识有要求，因此

有效失败理论对小学生可能不适用”[15]。Mazziotti 学者也认为由于小学生缺乏元认知技能与学习动机，

因此应用有效失败理论在开展教时，四五年级小学生合作学习的效果不优于单独学习，甚至还低于单独

学习[47]。基于此，有效失败理论的适用对象是否有所局限，如何调整教学设计才能满足不同需求，如何

避免失败过程的“无效性”甚至“有害性”，需要学者们进一步进行探究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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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国内有效失败理论研究的建议与启示 

由于有效失败理论引入国内的时间相对较短，近年来才逐渐开始得到我国学者们的关注。笔者通过

句子检索对“Productive Failure”的相关释义进行记录，包括“有效失败”、“启发性挫败”、“富有成

效失败”、“有价值的失败”、“合理失败”。对中国知网(CNKI)近 10 年(2014~2023)发表的相关文献

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Annual publications in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effective failure in the country 
图 3. 国内有效失败相关文献的年度发文量 

 
从国内发文趋势(图 3)来看，有效失败理论的发文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研究对象及其年龄分布而

言，当前研究以学生为主，学段涉及小学、中学、高中、高职、大学等。其中，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初

中与高中，这与 Kapur 学者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年龄阶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次是高职，而小学学段的

研究较少；从学科应用角度分析发现，当前有效失败理论的应用领域较为广泛。其中，计算机、数学、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更为深入，少部分学者围绕科学、英语、政治学科进行探索。基于国内的整体研究

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 宏观：以有效失败理论横向、纵向有机融合与深层次发展为导向 
从国际角度而言，国外研究相对于国内研究更为立体化和系统化，表现为横向理论研究与纵向应用

探索的双向打通，二者相互交融并在深度上逐层延伸。而当前国内的研究相对平面化和割裂化。已有研

究主要表现为将理论“平移”到相关学科，选取某一研究点，探究该理论与学科的融合程度，以及此情

境下有失败的“有效性”。为使有效失败理论横向、纵向、深度三维有机融合与发展，需做到：其一，

“固定主轴”，即始终坚持以学生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水平或性格差

异细化研究分支。切勿异化理解为“失败”为根本目的，为失败而失败；其二，“深度挖掘”，以中国

化作为深度挖掘的指标，有效失败理论属于“舶来品”，当其出现在我国课堂时，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

现象，尽管刘徽、曹鹭等学者开展了有效失败理论进行“中国化”的尝试，但仍需从国家文化、国情差

异、教育理念、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判断其长期的实用性与可行性；其三，“横纵交融”，

将理论研究与应用探索进行融合，打破当前研究集中于教育领域的边界，实现心理领域、技术领域、教

育领域的强强联手，实现“学生发展可视化，教师观测方便化，教学质量有保障”；其四，“纵横深发

展”，层级化、细致化研究层级，按照学生学习水平/性格差异、失败层级/失败类型、等进行等级划分并

研究，通过延长实验时间、细化实验观察内容、扩充实验人数等实现对失败效果及其对学生影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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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观：结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开展新型教育理念倡导下的探索 
有效失败的教学设计能够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并让学生产生更为深刻的概念理解，促进学

生能力的发展。而根据当前已研究发现，目前以理工科学科为主，人文学科、跨学科领域内容相对较少，

且大多建立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进行教学设计。随着 2022 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以及各学科课程标

准的颁布，要求“探索大单元教学，积极开展主题化、项目式学习等综合性教学活动”以及跨学科教学

[1]。大单元学习、项目式学习、大概念学习、跨学科学习成为教师教学设计的聚焦点，因此，有效失败

理论与新型教育理念进行融合是必然趋势。 
基于此，一方面，积极拓展有效失败理论在文科以及跨学科，甚至学科不同课型中的应用极其有必

要[48]；另一方面，进一步探究有效失败理论与不用教学理念的有机融合，适应当下对新型教育方式探索

的需求，在过程中发挥“失败”的最大功效。当前，已有少数学者将项目式学习与有效失败理论进行融

合，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甄丹蕾等学者转变了传统项目式学习以成功成果导向为目标，更认为“学生

有时无法完成教师布置的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是失败的”[49]。夏雪梅学者将有效失败理论

与项目式教学中的教师支架策略进行融合，提出“教师不仅要提供化繁为简使项目顺利进行的支架，当

学生没有遇到困难时，也可提供刻意营造的‘困难’促进学生思考的支架”。并基于观点细化了教师评

价指标[50]。Song 学者聚焦以有效失败教学设计为基础的项目式学习，研究发现基于有效失败教学设计

的项目式学习小组对概念知识的理解更深，在合作问题的解决质量上更好，且能够积极地面对项目式学

习过程中的挑战，培养了学生学习主人翁的意识[51]。上述学者的研究从观念、理论、实践等层面说明有

效失败理论下开展项目式学习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为有效失败理论与不同教学理念进行融合提供借鉴

意义。 
(三) 微观：在实践中发现与反思，丰富实践层面的微观应用策略研究 
在微观实践研究中，当前研究集中于融入“失败”的教学设计的教学效果研究，或是围绕单一教学

支架、教学顺序、问题结构等教学要素。而在真正课堂实践中的相关影响因素不尽其数。例如，“有效

失败”中的“有效”衡量依据和衡量标准分别是什么？David Hung 等学者在其文章中提到有关“有效失

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学到了什么”，其成功的标准主要依据学生是否做“对”题目，以此作为标准

是否合理仍待进一步探究[46]。此外，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巡视、指导时，应何时、何地、提供何种程

度的支持呢？当教师将主动权交予学生，与学生共同经历失败的不可控，此时产生的挫败和焦虑应如何

应对和调节？以及有效失败中学习的影响因素(包括动机、坏习惯等隐形因素)、教学氛围、师生关系、评

价方式等要素的策略研究当前仍显现出空白。因此，研究者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与反思，既是控制

相关研究实验变量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丰富实践层面的微观应用策略研究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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