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9 第二章 SOLO 分类理论的依据与内容（3）读书笔记 

打卡人：程红 

“SOLO 分类理论”终于“现身”了。作者先是通过表格呈现了认知发展阶段与 SOLO 

层次的对应关系，接着用较长的篇幅介绍了各 SOLO 层次在能力、思维操作、一致性与收敛

性方面的重要特点，最后提到存在过渡性回答，表现为混乱不清且缺乏一致性，可分为 

1A、2A、3A、4A 等类型。 

作者认为，能力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工作记忆容量和注意广度改变，更高层次的回

答所需空间更大。不同 SOLO 层次所需记忆容量不同，如前结构回答所需最少，设为 

1“比特”，单点结构需能控制两个“比特”，抽象扩展结构所需工作记忆能力最大。 

思维操作方面，前结构回答无逻辑联系，包括拒绝、同义反复、转换三种情况。单点结构

能把一个相关素材与问题相联系，多点结构罗列多个相关点但未联系，关联结构用概念或

原理解释多点结构中的孤立点，抽象扩展结构则是进行真正的逻辑演绎。 

一致性与收敛方面，前结构回答高度收敛但一致性极低，单点结构回答抓住首个相关

素材但可能不一致，多点结构能找出多点后收敛但可能不一致，关联结构得出结论但可能

不适用于其他背景，抽象扩展结构达到最大一致性且结论相对开放。 

慢读细读，我仍未理解 SOLO 分类理论的精髓，尤其是“前结构”“单点结构”“多点

结构”“关联结构”“抽象扩展结构”等术语让人有些费解，但结合海边雨的例子（作者

第三次提到），又粗浅地意识到分类层次的特点：SOLO 的核心是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特

别是回答问题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看对错。五个层次只是用来描述学生思维复杂程度的

标签，也许我可以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理解：比如，前结构就是一无所知: 学生完全没有

理解问题，或者答非所问；单点结构就是初窥门径: 学生只抓住了一个要点，理解比较片

面；多点结构就是多点认知: 学生注意到了多个要点，但还没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关联结

构就是融会贯通: 学生能将多个要点整合起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抽象扩展结构

就是超越表象: 学生能跳出问题的局限，进行更深入、更抽象的思考。这么一想，似乎又

豁然开朗了。 

联系自己的教学实践，SOLO 分类理论让我想到了这么两点： 

 1、结合高年级语文教学的特点，设计 SOLO 任务。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高年级尤其

注重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要设计能

促进学生思维向高阶发展的任务，比如：阅读理解时，选择不同类型的文本，设计一些需

要推理和分析的题目，让学生找出多个相关的细节，并尝试理解这些细节之间的关系，引

导他们进行多点结构和关联结构的思考。在作文写作中，提供不同的写作主题，鼓励学生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在评价作文时，除了关注语法、结构等基本要素，更要关注文章

的思想深度和情感表达，以及学生是否能够灵活运用语言技巧等关联结构或抽象扩展结构

的思考。读整本书时，选择不同风格的经典文学作品，引导学生理解作品的内容、情感和



思想内涵。评价学生的鉴赏水平时，要看他们是否能够抓住作品的关键要素(单点结构)，

能否分析作品的艺术手法和表达技巧(多点结构或关联结构)，以及能否对作品进行更深入

的解读(抽象扩展结构)。 

    2、将 SOLO 应用于日常教学，促进学生思维发展。我感到，SOLO 分类理论不仅是一个

评价工具，它更是一种教学理念。在日常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因为，学习的

本质，就是思维的成长。课堂上，要多多引导学生“怎么说”以及“怎么想”，鼓励他们

表达自己的理解，并与同伴进行交流和讨论。当然，不能要求学生都达到很高的 SOLO 层

次，而是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指导，让他们逐步提升，就是根据差

异，提供支架。同时，要注重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尝试、探索，不要害怕犯

错，要让他们在思考和表达的过程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总之，积极关注学生的思维发展，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努力帮助每个学生提升思维

能力，实现更好的学习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