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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教育：

场景是由环境、预期、⾏动结果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

场景教育是基于�“场景�-�意义�-�⾏动”�框架，通过结构化设计成功与失败场景，以预期与⾏动结果的

误差信号为反馈机制，系统性培养个体意义感并驱动认知重构的教育模式。

当有了场景教育，意义感的培养就有了框架。下⾯是我们对于场景教育的核⼼⽅法的理论建构：

“场景-意义-⾏动”框架的建构�

意义感的形式化定义�

设个体的意义感为⼀个低维参数向量�� （基于价值观、世界观等深层假设），则明显的，意义

感相对于⾏动来讲是⾏动趋向于意义感，因此，意义⼀旦确⽴，如同定海神针⼀样，在数学上我们可

以定义为⼀种“意义稳态”：

θ ∈ Rn

� �（常态下意义感近似不变）�dθ/dt ≈ 0

预期：从意义感到⾏动的结果假设�

我们都知道，⼈⼀旦有了意义感，就能指引⾏动，期望获得的预期。那么从意义感到具体⾏动是如何

发⽣的？我们通过认知函数的构建，来完成这个建模。

我们定义认知处理函数为�� ，表⽰在意义参数�� 和可调参数�� （�� ，表⽰认知应对

⽅式如策略、知识等），对输⼊信息�� 的预期处理结果（如⾏为选择、预期结果）。（特别重

要的是，⼀定要区分预期和现实结果本⾝，这点有助于后⾯的理解）

f (x; θ,w) θ w w ∈ Rk

x ∈ Rm

预期表层认知影响：对应函数的可调参数�� 改变，就是试图⽤策略、知识、技巧等认知⽅式来影响预

期。

w

预期深层意义影响：对应函数的结构参数�� ，认知的底层意义影响预期。�θ

认知惯性：意义稳态的维持的原因�



意义稳态�� �的维持依赖于认知函数输出预期结果的⼀致性：个体通过筛选信息、调整认知，使外在输

⼊与内在意义感保持兼容，形成⾃我验证的闭环。我们定义这种认知⼀致性为⼀种认知惯性势能�

� 。�

θ

U(θ)

（⽬前⽆法知道认知惯性势能�� 的构建具体公式，但这种建构有助于帮助我们对于意义的维持有

⼀个更清晰的认知。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类似“惯性系数”进⾏进⼀步建模。）�

U(θ)

成功失败在场景下定义：预期�-�⾏动结果的误差�

⾏动带来改变，但这个结果⼀定不会和我们的预期完全相符合，甚⾄背道⽽驰，这是我们知道的。所

以我们设实际⾏动结果为�� ，则预期与结果的误差信号就成为�� �，这样我们就

可以基于成就定义了场景中的成功和失败。

y ∈ R e = y − f (x; θ,w)

成功场景�� （� �为成功阈值），视为可接受误差，仅触发表层参数�� 的调整。�∣e∣ ≤ ϵ  s ϵ  s w

失败场景�� (� ��� 为失败阈值），视为破坏性误差，强制激活深层参数�� �的调节机制。�∣e∣ > ϵ  f ϵ  >f ϵ  s ϵf θ

误差信号会带来能量的冲击，当误差能量�� 超过稳态势能壁垒�� ��时,�推动意义稳态�� �产⽣� ，

（� 为信念调整临界位移），稳态被打破：�

E  e U  c θ Δθ

Δθ

� �E  >e U  ⟹c ∣e∣ > Δθ

结论：失败产⽣的⾼能量误差（⼤�� ）是突破信念惯性壁垒的必要条件。�∣e∣

例⼦：意义调整的过程�

假设意义参数�� �（⼆元意义，如“我是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认知函数为�

� �，输⼊�� �，预期结果为�� �。�

θ ∈ {−1, 1}
f (x; θ) = θ ⋅ x x ∼ N (0, 1) y = sign(x)

成功场景：当�� �与�� �同号时�� �，信念不变；�x θ e = 0

失败场景:�当�x�与�� 异号时，�� �，若重复失败次数⼤于⼀定数值，产⽣⾜够的�� ��触发�

� 。�

θ e = 2 E  >>c U  c

θ → −θ

现象验证：单次失败可能不⾜以影响意义感（有�� 的维护），但多次失败的累积误差会逐渐侵蚀稳

态，最终引发意义丢失。

U  c

其他影响：�

情绪维度�

我们发现，情绪在意义稳态维护上扮演了⾮常重要的⻆⾊，⼀⽅⾯，情绪会显著影响我们的预期�

� ，另⼀⽅⾯，甚⾄会改变认知惯性势能�� 并带来意义感的调整。�f (x; θ,w) U(θ)

社会反馈�



另外，观察他⼈失败案例作为替代误差，是⼀种有趣的⽅式，也就是说，未必⾏动结果的主体需要是

⾃⼰，可以是周围的⼈，甚⾄是周围的⼈，通过观察学习影响意义调整：�� (�� �为权

重）我们认为，是⼀种⾮常好的学习意义感的⽅式。

e  =social λ  e  ∑ i i λ  i

场景教育的意义：

💫 场景是由环境、预期、⾏动结果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场景教育是基于�“场景�-�意义�-�⾏

动”�框架，通过结构化设计成功与失败场景，以预期与⾏动结果的误差信号为反馈机制，系

统性培养个体意义感并驱动认知重构的教育模式。

从我们的框架中可⻅，场景教育将成功和失败变成为场景下的误差建议，构建意义感的学习过程，失

败的核⼼作⽤在于提供超阈值的负反馈能量，迫使意义系统突破稳态惯性，进⼊结构重塑的意义转变

阶段，帮助⼈从⼀个意义阶段变化到另⼀个意义。这⼀过程类似控制论中的「霍普夫分岔」⸺�系统

在强扰动下从单⼀稳态跃迁到更复杂的动态模式。成功是维护了意义感，⽽失败则给了意义感改变以

条件。

场景教育帮助我们通过有框架地训练认知，为培养更⾼阶的认知重构创造能⼒，也就是我们所⼀直以

来说的创造⼒和批判性思维带来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