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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师”，秦朝以吏为师，汉代以后多以儒为师，唐朝韩

愈在《师说》一文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因而“传道、授业、解惑”6个字，明确了教师的三项

任务。《心理学大词典》“教师”词目：“教育系统中知识

经验的所有者和传授者。其职能在于把人类社会积累的经验

知识传授给教育系统的接受者学生，从而使他们获得一定的

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形成一定的心理结构。”所以在学

校教育过程中，学生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影响

来自教师，这就是国家、社会既号召尊师重教，同时也对教

师的业务素养和道德规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教师承担着既

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必须严格地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能对学

生起榜样作用。这样，就必须研究教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

才更行之有效，这正是教与学的心理学问题。 一、心理与心

理学 (一)心理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这包含两个问题

，一是心身问题，即心理与生理的关系问题。考|试/大心理是

在生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理活动是心理的物质基础。

二是心物问题，即心理与外界实物（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

。心物的这种关系还可具体理解为： 第一，客观性。外界事

物是什么样子，头脑中反映的也是什么样子，二者是近似的

。 第二，主观性。由于各人的知识、经验、兴趣、世界观的

不同，对同一事物的反映也不完全相同，它总是带有个人的

色彩，这是主观性的表现。 第三，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一员



，对人的心理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因素，在不同的社会，人们

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不同，导致心理也不相同。一个人如果

离开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就不会具备人的心理。 人的心理现

象是丰富多彩的，心理包括的方面很多，有低级的、高级的

。有简单的、复杂的。 关于心理的分类有两种分类法：即三

分法和二分法。 三分法：知、情、意 心理分为心理过程与个

性特征,心理过程又分为认识过过程与情感过程意志过程,认识

过过程表示为感知 表象 记忆 思维 想象 注意.个性特征表示为

兴趣 能力 气质 性格. 二分法：认识和意向 心理分为心理过程

与个性特征,心理过程又分为认识过过程与意向过程,转而可表

示分为感知、表象 记忆、思维 想象与动机、兴趣 注意、情感

意志.个性特征表示为智力 能力 气质 性格. （二）心理学研究

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心理学也就是研究人的心理过程

和个性特征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科学。有两条规律：一

条是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客观现实是心理的对象。人的

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能力、性格等心理现象不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人的任何一种心

理现象无一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人脑只是为产生心理现象

提供可能性。只有当客观现实作用于人脑时才会产生人的心

理。 另一类规律是：心理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是心理的器官

。我们掌握了这一规律，就必须在教育、教学工作上等方面

促进教育者和受教育学生心理的发展。 三个特点：第一，心

理学是门年轻的科学、也是一门古老的科学。第二，心理学

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也有社会科学的性质。第三，心理学

既是一门理论科学、也是一门应用科学。总之，心理学是揭

示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人所从事的一切社会实践



活动，都是需要心理学的。我们要成为教育的行家，就必须

遵循心理学的规律，因此学习和掌握心理学就势在必行。 二

、教师的心理品质 （一）人的心理现象的多样性 人的心理现

象不仅有人类共同的、一致的一面、而且还有因人而异、互

不相同的一面。比如：在认识事物时，有的人认识深刻，有

人肤浅；有人记得快，有人记得慢，有人记得牢，有人忘得

快。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有人热忱，有人冷淡，有人容易

激动，可事过则淡漠，有人表面上平淡．而感情深沉。在行

动上，有人勇敢顽强，有人则怯懦软弱；有人有毅力、有恒

心，有人则半途而废；有人踏实，勤恳，有人轻浮、怠惰；

有人谦虚、谨慎，有人高傲自大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人的心理不同，就如同人的面貌不相同一样），人的心

理是千差万别的。这就有个人的心理品质问题 。 （二）心理

品质 心理品质是一个人在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两个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特征。在、教育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教师

对学生的教育影响，不仅依靠教师的专业专门知识，也有赖

于教师的心理品质。心理品质的好坏，也同样影响着个人的

工作、生活等方面，亦同样影响着个人的家庭。换句话说，

心理品质的好坏，影响着个人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各种角色

。 （三）教师的心理品质 教师应该不断培养发展自己有利于

教育工作的心理品质。考|试/大教师的心理品质，包含哪些内

容呢？这有教师的注意、情感、意志、兴趣和个性、教师的

能力、动机等方面。 1.教师的注意 所谓注意就是心理活动对

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中。注意的指向就是指在每一瞬间、人

的心理活动有选择地指向的对象，而同时离开其他的对象。

注意的集中，就是人的心理活动贯注于某一事物，也就是说



注意不仅是有选择地指向某一事物，而且要用全部的精力来

对待这一事物，使活动不断深入下去。人的注意品质有： (1)

注意的相对稳定性. (2)注意的范围； (3)注意的分配； (4)注意

的转移。 良好的注意品质也是教师有效工作的必要条件。有

经验的教师站住讲台上，能注意到全班所有学生活动的情况

。这就是所谓注意的范围。注意的范围是稳定在一定时间内

的范围。注意稳定性的类型有： (1)外界稳定型； (2)内向稳

定型； (3)混合稳定型(这是最理想的)。 注意的分配是指一个

人除了能把自己的某些心理活动主要地指向而且集中于某一

事物的以外，同时又能把自己的有关心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

分配到其他事物的特殊能力。注意的转移是指一个善于把自

己的有关心理活动有意识地、而且迅速地从某一事物转向并

集中于当时所指向集中的另一事物的能力。 2．教师的意志 

意志是人们自觉地确定目的、制订计划、采取行动、克服各

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过程。 一个教师要想深刻地影

响学生和克服教育工作中的一切困难、需要教师有一个优良

的意志品质。这包括目的坚定性；教师的坚决、果断和不屈

不挠的坚定信念；教师的沉着、自制、耐心和行为一贯的坚

持性。 3．教师的情感 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我们称

为情感或情绪。教师良好的情感品质(爱，丰富和乐观向上)

对学生的情感教育有着直接影响，是更好地完成教育工作所

必需的心理品质。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4．教师的兴

趣 兴趣是个人力求接近、探索某种事物和从事某种活动的态

度和倾向。兴趣在人的心理行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人

对某种事物感兴趣时，便会对该事物产生特别的注意、也对

该事物观察敏锐、记忆牢固、思维活跃、情感浓厚。考|试/大



兴趣是最足以表现一个人的个性的一类心理特征。考|试/大不

同的人在他们的兴趣方面是最会表现出很大的个别差异的。

而这种个别差异常在兴趣的倾向性、广博性、持久性和效能

性等品质方面有所表现。教师的职业特征要求他们对许多事

物有浓厚的兴趣。教师广阔而丰富的求知兴趣和对教育工作

的兴趣，是教师做好教育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 教师对自己

的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才会有强烈的工作热情，才会全身

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并力争做出成绩。这种兴趣促使

教师积极地去扩展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仔细认真地、充满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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