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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7_A1_95_E5_c76_112627.htm 简答或论述 1、教育心

理学应为哪5个方面提供理论指导？ 答：（1）确定教学目标

；（2）了解学生特点；（3）运用学习过程的心理规律； （4

）教学方法的选择与执行；（5）教学测量与评价。 2、教育

心理学必须从哪些方面学习心理内容？ 答：（1）学习理论

；（2）学生的学习；（3）学习策略；（4）学习迁移；（5

）学习动机。 3、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任务是什么？ 答：

（1）提示学校教育中的基本心理学规律，帮助教师解决教学

上的实际问题。 （2）建立系统的教学理论，促使教学改革

的进一步发展。 4、简述莱普尔的实验。 答：莱普尔将学前

儿童随机分为三组，使他们都用一种儿童喜欢的彩笔作画。

第一组和第二组为获奖组，只是第一组被告知作画后将得到

奖励；第二组则不知道有奖励；第三组为控制组，作画后不

予奖励。结果发现，第一组儿童继续选择作画的次数仅是第

二组和第三组的一半。由此莱普尔得出结论，外部奖赏一旦

撤除反而会降低个体从事该种活动的原有兴趣。这便是外在

奖赏损害内部动机之结论的由来。从莱普尔的试验看出实验

法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是随机分配被试；第二是对变量加

以控制。总之，实验法要求实验者对实验情境进行严格的控

制，实验遵循预先拟定好的实验设计，实验的实施有一套严

格的程序，实验结果也要进行精确的测量。正因为如此，实

验法通党被认为是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一种可*的方法。 5、

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验法具体分为哪几种？ 答：（1）实



验室实验。这是一种严格控制实验情境，从而准确、周密地

观察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采用实验室实验

的最大好处在于它允许实验者对研究中的所有因素做最大程

度的控制，因而这类研究具有很高的内部效度。它的局限在

于其实验情境具有较高的人为性和过于简单化，因而其实验

结果难以推论到现实生活情境中去。 （2）随机化现场实验

。这种研究是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进行的，研究一般要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其目的在于评价某种教学程序或其他教育措

施的效果。 （3）单一个案实验。拜瑞斯等人所进行的“良

好行为游戏”实验就是单一个案实验的例子。在单一个案实

验中，实验者无需对所得结果再做检验和说明，图表本身已

经一目了然。这是单一个案实验区别于其他等组实验的一个

特点。 6、联结派共同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联结派以

桑代克、华生、葛斯瑞、赫尔、斯金纳为主要代表。第一，

把一切心理现象都归结为刺激或情境（s）与反应（r）之间

的直接联结，用s-r公式作为解释所有心理现象的最高原则；

第二，主张学习的实质就是通过条件作用被动地在s-r之间建

立联结；第三，在学习问题的研究方向上，注重外部现象与

外在条件的探索，忽视内在过程与内部条件的研究。 7、认

知派在理论上的表现有哪此方面？ 答：认知派以魏特墨、考

夫卡、苛勒为主要代表。它们主张“完形说”。第一，否认

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认为行为受意识的支配，

以意识为中介；第二，主张学习的实质在于主动构造完形或

形成认知结构，而不是被动地形成s-r联结；第三，在学习问

题的研究方向上，主张对学习的内部过程和内在条件进行探

讨。 8、试述心理发展与教育的关系。 答：教育是个体在心



理发展过程中所接受的来自环境的最主要的影响，也是个体

心理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教育与心理发展的关系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教育受个体已有心理发展水平

的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又能促进个体的心理发展。 （1）

个体心理发展对教育的制约作用。个体的学习准备状态包括

生理准备状态和心理准备状态两方面。生理准备状态，尤其

是脑和神经系统发育与成熟的程度，是个体接受教育的自然

前提。心理准备状态包括智力因素的准备和非智力因素的准

备两个方面。 （2）教育对个体心理发展的促进作用。1、发

展性教学；教育受个体已有的心理发展水平的制约，仅仅是

教育与心理发展关系的一个方面。在教育与心理发展的关系

中，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教育对心理发展的促进作用。2、早期

教育。 _教师资格 9、简答维果斯基的发展性教学主张。 答：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了发展性教学的主张。他认为

，在确定个体的心理发展与教育的可能性的实际关系时，应

考虑到儿童的两种发展水平：第一种水平是儿童到目前为止

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即儿童在独立活动中所能达到的解决

问题的水平；第二种水平是儿童目前正在形成和刚刚发展的

能力水平，即儿童借助于成人的指导和帮助而有可能达到的

解决问题的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区域，他称之为“最近

发展区”。由此，维果斯基指出：“教育学不应当以儿童发

展的昨天，而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明天为方向。” 10、试述皮

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答：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了

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理论。 （一）皮亚杰理论的基本概

念。（1）图式。动作或心理运算的结构，它是指导人们行为

的心理模式，图式既可以十分简单，也可以十分复杂。（2）



同化。是将新的客体或事件纳入到已有的图式中去。同化类

似于新的数据输入计算机。（3）顺应。为适应新的情境而改

变已有图式的过程，皮亚杰称之为顺应。（4）平衡。在已有

的理解和新的经验之间恢复均衡的过程，称为平衡。 （二）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皮亚杰将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发展

分为四个阶段：感觉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

和形式运算阶段。皮亚杰认为所有儿童的认知和发展都依次

通过这四个发展阶段而不能逾越其中的某一阶段。不过，不

同的儿童通过这些阶段的速率可能会有所不同，儿童在不同

时期，尤其是在过渡时期，还可能会表现出几个阶段的特点

。（1）感觉运动阶段（0-2岁）。婴儿的智慧表现在动作中

。（2）前运算阶段（2-7岁）。在感觉运动阶段后期，幼儿

的语言能力迅速发展，他们开始日益频繁地运用表象符号代

替外界事物。（3）具体运算阶段（7-12岁）。具体运算阶段

以“守恒”的出现为标志，守恒意味着儿童思维具有了可逆

性。儿童的思维比前运算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不仅掌

握了守恒的概念，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对事物进行比较、分

类、归类和排序等智力*作，均离不开具体形象的支持。（4

）形式运算阶段（12岁以后）。进行入青春期以后，青少年

开始运用抽象的规则思考问题。 （三）对教育的启示。（1

）教师应该仔细观察并认真倾听儿童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

理解儿童目前是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知觉周围世界的，从而

正确地判断儿童目前所处的思维发展水平。（2）教学应该适

合儿童目前的认知发展水平，越越儿童当前发展水平的教学

只会徒劳无益。（3）学前儿童和小学儿童需要教师为他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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