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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心理学》考试 简纲 第一章 教育心理学概述 第一节 教育心

理学概述 一、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识记） 教育心理学是

研究教育情景中学与教的心理规律的科学。是应用心理学的

一种，是心理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 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

内容（理解） 教学心理学的具体研究范畴是围绕学与教相互

作用过程而展开的。 学与教相互作用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

该系统包括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教学环境等

五个要素；由学习与教学的过程：学习过程、教学过程、评

价/反思过程这三种活动过程交织在一起。 二、教育心理学的

内容体系 第二节 教育心理学的作用（理解） 一、帮助教师准

确地了解问题 二、为实际教学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帮助

教师预测并干预学生 四、帮助教师结合实际教学进行研究 第

三节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概况（识记） 一、初创时期（20世

纪20年代以前） 二、发展时期（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末） 

三、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 四、完善时间

（20世纪80年代以后） 第二章 小学生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一

节 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概述 一、心理发展的含义（识记） （一

）心理发展是指个体从出生、成熟、衰老直至死亡的整个生

命进程所发生的一系列心理变化。 （二）学生心理发展的基

本特征：连续性与阶段性、定向性与顺序性、不平衡性、差

异性。 二、心理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各阶段心理发展的主要特

征（识记、理解） （一）心理发展阶段的划分： （1）乳儿



期（01岁）；（2）婴儿期（13岁）；（3）幼儿期（36、7岁

）；（4）童年期（6、7岁11、12岁）；（5）少年期（11

、1214、15岁）；（6）青年期（14、1525岁）；（7）成年期

（2565岁）；（8）老年期（65岁以后）。 （二）童年期和少

年期的主要特征 1、童年期： （1）口头语言过度到书面语言

；（2）从具体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逻辑思维，且以前者为主

；（3）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4）开始从动机与效果关系

评价道德行为。 2、少年期： （1）抽象逻辑思维居主导地位

，但在一定程度上仍以具体形象作支柱；（2）心理活动随意

性增长，能随意调节自己的行动；（3）成人感产生，独立性

强烈；（4）社会道德迅速发展；（5）道德行为更加自觉。 

三、小学生心理发展的教育意义（简单应用）（注意参考教

材） （一）学习准备：学习准备是指学生原有的知识水平和

心理发展水平对新的学习的适应性。 （二）关键期：指个体

早期生命中对某种刺激特别敏感的时期。 第二节 小学生的认

识发展 一、认知发展的阶段理论（理解）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

杰认为，人从出生到成人的认知发展不是一个数量不断增加

的简单积累过程，而是伴随着认知结构的不断重构，使认知

发展形成几个按不变顺序相继出现的时期或阶段。他将从婴

儿到青春期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一）感知运动阶段

（02岁） 这一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是感觉和动作的分化

。 （二）前运算阶段（27岁） 这个阶段儿童的思维有如下主

要特征： 1、 单维思维 2、 思维的不可逆性 3、 自我中心 （

三）具体运算阶段（711岁） 这个阶段儿童的思维有如下主要

特征： 1、 思维多维 2、 思维的可逆性 3、 去自我中心 4、 具

体逻辑思维 （四）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 思维以命题形式



进行，思维发展水平已接近成人水平 二、认知发展阶段的普

遍性与特殊性（理解） 皮亚杰所提示的思维发展的阶段性是

普遍存在的，思维发展的顺序是不可改变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在具体个体身上或不同文化背景条件下不存在阶段的特殊

性。 三、认知发展阶段与教学的关系（简单运用） （一）认

知发展阶段制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二）教学促进学生的认

知发展 第三节 小学生的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一、人格的发展 

（一）人格的含义（识记） 人格又称个性，通常指决定个体

的外显行为和内潜行为并使其与他人的行为有稳定区别的综

合心理特征。 （二）人格的发展阶段（理解） 埃里克森的理

论认为，儿童人格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必须经历8

个顺序不变的阶段，其中前5个阶段属于儿童成长和接受教育

的时期。 1、 基本的信任感对基本的不信任感（01.5岁） 2、 

自主感对羞耻感与怀疑（23岁） 3、 主动感对内疚感（45岁

） 4、 勤奋感对自卑感（611岁） 5、 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1218岁） （三）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的教育含义

（简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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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我意识的发展（理解） （一）自我意识的涵义 自我意识

是作为主体的我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尤其是

人我关系的意识包括三种成分：一是认知成分；二是情感成

分；三是意志成分。 （二）自我意识的发展 1、生理自我 2、

社会自我 3、心理自我 （三）自我意识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1、

自我意识的水平制约着个人对自己的人格形成和发展进行调

节的能力。 2、自我评价的性质决定人格发展的方向； 3、自

我调控能力制约着人格的发展。 三、社会性发展（理解） （



一）小学儿童的社会性认知 总体来看，小学儿童的社会认知

发展具有这样几个趋势：从两面到内部；从简单到复杂；从

具体思维到抽象思维；从弥散性的、间断性的想法到系统的

、有组织的综合性思想。 （二）小学儿童的社会性交往 随着

小学儿童的独立性、批判性的不断成长，小学儿童与父母、

教师的关系从依赖开始走向自主，从对成人权威的完全信服

开始表现出怀疑和思考。同时，具有更加平等关系的同伴交

往日益在儿童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对儿童的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 第四节 个别差异与因材施教（综合应用） 一、学

生的认知差异及其教育意义 （一）认知方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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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活动中加工组织信息时所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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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场独立与场依存 2、 

深思型与冲动型 3、 辐合型与发散型 （二）智力差异 1、智

力与智力测量 （1）智力测量表：测量智力的工具 （2）世界

上最著名的智力量表是斯坦福比纳量表（简称SB量表） （3

）比率智商：智力测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知商，简称IQ

IQ=智力年龄（MA）/实际年龄（CA）*100 （4）离差智商 2

、智力的差异 个体智力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包括个体差

异和群体差异。 智力的个体差异反映在个体间和个体内。研

究表明，人们的智力水平是常态分布。智力的差异是指不同

群体之间的智力差异，包括智力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各

族差异等等。 （二）认知差异的教育含义 1、认知方式没优

劣好坏之分，主要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 2、智力主要影响

学习的速度、数量、巩固程度和学习的迁移。 3、教师应根

据学生认知的特点，不断改革教学，努力因材施教。 二、学



生的性格差异及其教育含义 （一）性格的概念 性格指个体在

生活过程中形成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

化的行为方式。 （二）性格的差异 1、性格的特征差异 一是

对现实态度的性格特征；二是性格的理智特征；三是性格的

情绪特征；四是性格的意志特征。 2、性格的类型差异 （1）

外倾型与内倾型 （2）独立型与顺从型 （3）理智型、情绪型

和意志型 （二）性格差异的教育含义 教育内容的选择和组织

应更好地适应学生的性格差异，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

校教育应重视学生的性格因素。 二、特殊儿童的心理与教育

（识记） （一）特殊儿童的概念 广义的特殊儿童是指一切偏

离常态的儿童，既包括智力超常和才能非凡的儿童，也包括

各种身心障碍的儿童。狭义的特殊儿童仅指盲、聋、弱智、

言语障碍和肢体残疾等身心有缺陷的残疾儿童。 （二）特殊

儿童的类型 1、智力超常儿童 指智商超过140的儿童 2、弱智

儿童 指智商低于70的儿童，又称智力落后儿童 3、学习困难

儿童 学习困难是指感官和智力正常而学习结果远未达到教学

目标的学生 4、 聋、哑、盲儿童 （三）特殊儿童的教育 1、

随班就读 2、普通班加巡回辅导 3、普通班加资源教室 4、设

置特殊班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