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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1、简述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考试大纲》P1）答

：教育心理学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课题，那就是如何学、如

何教以及学与教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教育心理学旨

在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如学习的实质、动机、过程与条件

等，以及根据这些理解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如学习资源的

利用、学习活动的安排、师生互动过程的设计与学习过程的

管理等，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2、简述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

容。（P1）答：教育心理学的具体研究范畴是围绕学与教相

互作用过程展开的。学与教相互作用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

该系统包含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和教学环境等

五种要素；由学习过程、教学过程和评价/反思过程这三种活

动过程交织在一起。3、简述学与教的三种过程模式。（P5）

答：（1）学习过程。指学生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同学

以及教学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2

）教学过程。教师通过设计教学情境，组织教学活动，与学

生进行信息交流，从而引导学生的理解、思考、探索和发现

过程，使其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3）评价/反思过程。

评价和反思过程虽是一个独立的成分，但它始终贯穿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包括在教学之前对教学设计效果的预测和评判

、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的监视和分析以及在教学之后的检验

、反思。在学与教的过程模式中，五种因素共同影响了三种

过程，而且三种过程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4、简述教育心



理学的作用。（P7）答：教育心理学对教育实践具有描述、

解释、预测和控制的作用。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在：帮助教师

准确地了解问题，为实际教学提供科学和理论指导，帮助教

师预测并干预学生，帮助教师结合实际教学进行研究。5、简

述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概况。（P9）答：教育心理学大致经历

了四个时期：初创时期（20世纪20年代以前），发展时期

（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末），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到70

年代末），完善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6、简述学生心

理发展的基本特征。（P13）答：（1）连续性与阶段性；（2

）定向性与顺序性；（3）不平衡性；（4）差异性。7、简述

少年期的心理发展特征。（P14）答：少年期是11、12岁到14

、15岁的阶段，是个体从童年期向青年期过渡的时期，大致

相当于初中阶段，具有半成熟、半幼稚的特点。整个少年期

充满着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和幼稚性错综的矛盾。少年

的抽象逻辑思维已占主导地位，并出现反省思维，但抽象思

维在一定程度上仍要以具体形象作支柱。同时，思维的独立

性和批判性也有所发展，但仍带有不少片面性和主观性。8、

简述青年初期的心理发展特征。（P15）答：青年初期是指14

、15岁至17、18岁时期，相当于高中时期。青年初期是个体

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性上向成人接近的时期。他们的智

力接近成熟，抽象逻辑思维已从"经验型"向"理论型"转化，开

始出现辩证思维。占主要地位的情感是与人生观相联系的情

感，道德感、理智感与美感都有了深刻的发展。9、简述中学

生心理发展的教育含义。（P15）答：（1）关于学习准备。

学习准备是指学生原有的知识水平或心理发展水平对新的学

习的适应性，即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那些促进或妨碍学习



的个人生理、心理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学习准备不仅影响新

学习的成功，而且也影响学习的效率。同时，学习也会促进

学生的心理发展，新的发展又为进一步的新学习做好准备。

（2）关于关键期。个体早期生命中有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

在此期间，个体对某种刺激特别敏感，过了这一时期，同样

的刺激对之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2岁是口语发展的关键期

，4岁是形状知觉形成的关键期，4－5岁是学习书面语言的关

键期。所以，我们应抓住关键期的有利时机，及时进行适当

的教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0、试述皮亚杰的认知

发展理论。（P16）答：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从婴儿到青春

期的认知发展分为感知运动（0－2岁）、前运算（2－7岁）

、具体运算（7－11岁）、形式运算（11－15岁）等四个阶段

。感知运动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是感觉和动作的分化。

前运算阶段的儿童的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为表象或形

象模式，他们认为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所有的人

都有相同的感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认知活动具有相对具

体性，还不能进行抽象的运算思维；思维不具有可逆性。具

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认知结构中已经具有了抽象概念，思维可

以逆转，能够进行逻辑推理。这个阶段的标志是儿童已经获

得了长度、体积、重量和面积的守恒。形式运算阶段儿童的

思维是以命题形式进行的。本阶段的儿童不仅能够运用经验

－归纳的方式进行逻辑推理，而且能够运用假设－演绎推理

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本阶段的儿童能够理解符号的意义、隐

喻和直喻，能做一定的概括，其思维发展水平已接近成人的

水平。本阶段的儿童不仅具备了逆向性的可逆思维，而且具

备了补偿性的可逆思维。本阶段的儿童不再刻板地恪守规则



，反而常常由于规则与事实的不符而违反规则。11、简述教

学与认知发展的关系。（P18）答：（1）认知发展制约教学

的内容和方法；（2）教学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3）关于

最近发展区。12、简述最近发展区概念及其意义。（P19）答

：前苏联的维果斯基认为，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一是儿童

的现有水平，二是即将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

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是指儿童在有指导的情

况下，借助成人帮助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与独自解决

问题所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两个邻近发展阶段

间的过渡状态。它的提出说明了儿童发展的可能性，其意义

在于教育者不应只看到儿童今天已达到的水平，还应该看到

仍处于形成的状态，正在发展的过程。13、简述人格发展阶

段理论的教育意义。（P20）答：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认为

，儿童人格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必须经历八个顺

序不变的阶段，其中前五个阶段属于儿童成长和接受教育的

时期：基本的信任感对基本的不信任感（0－1.5岁），主要培

养信任感；自主感对羞耻感与怀疑（2－3岁），主要培养自

主性；主动感对内疚感（4－5岁），主要培养主动性；勤奋

感对自卑感（6－11岁），主要培养勤奋感；自我同一性对角

色混乱（12－18岁），主要培养自我同一性；其他三个阶段

分别为亲密感对孤独感（成年时期）、繁殖感对停滞感（成

年中期）、自我整合对绝望感（成年晚期）。埃里克森的发

展理论指明了每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并给出了解决危机、完

成任务的具体教育方法，有助于教师理解不同发展阶段的儿

童所面临的冲突类型，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势利导，对

症下药。14、简述影响人格发展的社会因素。（P22）答：



（1）家庭教养模式；（2）学校教育；（3）同辈群体。15、

简述自我意识的含义及其发展过程。（P23）答：自我意识是

个体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的关系的意识。一般认为，

自我意识包括三种成分：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监控。

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从生理自我到社会自我，再到心

理自我的过程。16、简述学生的认知方式差异。（P24）答：

认知方式又称认知风格，是个体在知觉、思维、记忆和解决

问题等认知活动中加工和组织信息时所显示出来的独特而稳

定的风格。学生间认知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场独立与场依

存、沉思型与冲动型、辐合型与发散型等方面。17、简述认

知差异的教育含义。（P27）答：（1）应该创设适应学生认

知差异的教学组织形式。（2）采用适应认知差异的教学方式

，努力使教学方式个别化。（3）运用适应认知差异的教学手

段。18、简述学生的性格差异。（P28）答：性格是指个体在

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对现实的稳固的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

惯化的行为方式。性格是人与人相互区别的主要方面，是人

格的核心。性格的个别差异表现在性格特征差异和性格类型

差异两个方面。关于性格的特征差异，心理学家一般是从四

个方面进行分析：对现实态度的性格特征，性格的理智特征

，性格的情绪特征，性格的意志特征。依据个人心理活动的

倾向性，可把人的性格分为外倾型与内倾型两类；依据一个

人独立或顺从的程度，把人的性格分为独立型和顺从型。19

、简述性格差异的教育含义。（P29）答：性格虽然也不会决

定学习是否发生，但它却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性格也作

为动力因素而影响学习的速度和质量。性格的性别差异又会

影响学生对学习内容的选择，而且还会影响学生的社会性学



习和个体社会化。因此，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教

育应更重视情感因素的作用，使教育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更好

地适应学生的性格差异。20、简述学习的概念（或学习的心

理实质）。（P30）答：广义的学习指人和动物在生活过程中

，凭借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相对持久的变化。（1

）学习表现为行为或行为潜能的变化。（2）学习所引起的行

为或行为潜能的变化是相对持久的。（3）学习是由反复经验

而引起的。21、简述人类学习与动物学习的本质区别。（P31

）答：（1）人的学习除了要获得个体的行为经验外，还要掌

握人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经验和科学文化知识；

（2）人的学习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生活实践中，在与其他人

的交往过程中，通过语言的中介作用而进行的；（3）人的学

习是一种有目的、自觉的、积极主动的过程。22、简述学生

学习的特点。（P32）答：学生的学习是人类学习中的一种特

殊形式。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有系统地进行的，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接受前人所积累的文化

科学知识，并以此来充实自己的过程。其学习内容含三个方

面：（1）知识、技能和学习策略的掌握；（2）问题解决能

力和创造性的发展；（3）道德品质和健康心理的培养。23、

简述加涅的学习层次分类和学习结果分类理论。（P32）答：

加涅根据学习情境由简单到复杂、学习水平由低级到高级的

顺序，把学习分成八类：信号学习，刺激－反应学习，连锁

学习，言语连结学习，辨别学习，概念学习，规则或原理学

习，解决问题学习。加涅后来在八类学习的基础，进一步提

出了五种学习结果，并把它们看作五种学习类型：智慧技能

，认知策略，言语信息，动作技能，态度。24、简述联结学



习的有关理论。（P35）答：（1）桑代克的尝试－错误说。

（2）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作用论。（3）斯金纳的操作性

条件作用论。（4）加涅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25、简述尝试

错误学习的基本规律。（P35）答：效果律；练习律；准备律

。26、简述经典性条件反射的基本规律。（P37）百考试

题(www．Examda。com)答：获得与消退；刺激泛化与分化

。27、简述操作性条件作用的基本规律。（P38）答：强化；

逃避条件作用与回避条件作用；消退；惩罚。28、简述加涅

的信息加工学习模式。（P41）答：学生从环境中接受刺激，

刺激推动感受器，并转变为神经信息。这个信息进入感觉登

记，这是非常短暂的记忆贮存，一般在百分之几秒内就可把

来自各感受器的信息登记完毕。被视觉登记的信息很快进入

短时记忆，信息在这里可持续二三十秒钟。当信息从短时记

忆进入长时记忆时，信息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即要经过编码

过程。信息是经编码形式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一般认为，

长时记忆是个永久性的信息贮存库。当需要使用信息时，需

经过检索提取信息，被提取出来的信息可直接通向反应发生

器，从而产生反应。除信息流程之外，信息加工学习模式的

上部，还包含着期望事项与执行控制，这两项在信息加工过

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9、简述认知学习的有关理论。

（P43）答：（1）苛勒的完形－顿悟说。（2）布鲁纳的认知

－结构学习论。（3）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论。30、简

述完形－顿悟说的基本内容。（P44）答：（1）学习是通过

顿悟过程实现的。（2）学习的实质是在主体内部构造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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