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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5_AD_A6_E6_c38_59559.htm 一、教学目标通过教学

，使学生掌握注意的基本理论，充分认识注意在教学中的特

殊意义，初步学会运用注意的有关理论去分析和解释注意的

心理现象，培养学生对注意的分析观察能力，促使学生良好

注意品质的形成。（一）记忆目标1．识记注意、无意注意、

有意注意、有意后注意等概念。2．说出注意的基本特征、外

部表现及功能。3．陈述注意的分类和品质。（二）理解目

标1．阐明不同种类注意的相互关系。2．说明注意的品质及

其影响因素。3．认识注意在教学中的特殊意义。（三）分析

、综合目标1．分析少年期学生注意的特点。2．辨别无意注

意、有意注意、有意后注意在学习活动中的表现。（四）运

用目标1．举例说明注意规律在教学中的作用。2．探讨在教

学活动中组织学生的注意力、避免与克服分心及培养学生良

好注意品质的措施。二、教学要点1．在阐明注意的概念和注

意的两个基本特征的同时，需结合注意在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及注意的功能进行教学。2．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规律，注

意的品质及学生注意力的培养，是本章的重要内容。应阐明

引起注意的原因，揭示注意变化的规律，指出培养注意力的

方法、途径。3．少年期学生注意的特点，是搞好中学教学必

须掌握的知识。在了解这些特点的基础上，让学生初步学会

运用注意的规律进行教学，学会避免与控制中学生的分心，

为将来的教学管理提供一定的基础。4．教学中，应注意引导

学生分清注意的分配、注意的转移和注意的分心，以及注意



的稳定性和注意的动摇等内容的不同点，使学生掌握科学的

概念。三、教学建议1．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应注意本章先

理论后应用、先规律后培养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结构。首先，

讲清注意的概念及注意的特征等有关理论；其次，阐明注意

的品质及良好注意品质的培养；再次，联系实际进行少年期

学生注意的特点及注意规律在教学中的运用等内容的教学。2

．介绍注意的外部表现时，可用不同人物的表情、动作图片

，帮助学生观察、分析不同的注意外部表现。3．结合教学中

的各种典型例子讲授注意规律在教学中的运用，引导学生运

用注意的理论分析自己和中学生的注意特点，促进学生良好

注意品质的形成。4．利用有关的心理学实验仪器（如速示仪

等）做注意的范围、注意的分配等方面的实验。课堂教学中

，穿插一些简单易行的小实验，如让学生做一手画方，一手

画圆，由此引出注意分配的条件等内容的教学，这样能加深

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四、讨论与研究课题1．学生课堂上注意

的外部表现分析。2．注意对学生学习的重要意义。3．学生

注意品质的发展与完善研究。4．教材内容和学生作业方式的

丰富性、多样性与学生注意的培养。5．无意注意与有意注意

相互转化、交替的教学设计。6．教师注意的分配与课堂教学

的组织管理探索。7．课堂“吵闹”现象的深层原因分析。五

、参考资料（一）注意的概述关于注意的概念及其特征，有

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信息加

工观点“我们的知觉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不能对作用于我们

的所有刺激同等地反应；而要集中在几个刺激上。这种知觉

的集中叫做注意。”［美］E．R．希尔加德著，周先庚译：

《心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信息



加工观点主要强调注意的选择性，把注意看作是一种内部机

制。借助于这种内部机制来实现对刺激选择的控制与调节行

为，即舍弃一部分信息，以便有效地加工重要的信息。2．意

识的选择性观点“注意是意识的选择性活动。”［苏］米尼

沙尔达科夫著，朱智贤等译：《中小学学生心理学概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75页。近几十年来，通过关于

诱发电位的研究，发现在唤起注意时，诱发电位的个别成分

或整个振幅就增大；反之，振幅就减小。因此对意识选择性

注意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它有两种水平：第一种水平是保证

感觉信息有选择地通过某个通道；第二种水平是在已分出的

通道“内部”选择某个具体的感觉特征。第一种水平可以保

证分出空间内的适宜刺激；第二种水平可以使反应的刺激易

于分辨。3．心理活动的指向与集中观点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

定事物的指向与集中。注意概括了以下含义：（1）注意是通

过感觉器官实现的；（2）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注意与人的

反应容量有密切关系；（3）注意的指向性与集中性是同一注

意状态的两个方面，指向性是集中性的前提和基础，而集中

性是指向性的体现和发展；（4）注意的对象可以是客观世界

的事物，也可以是主体的思想和行动，可以对事物的整体加

以注意，也可以对构成事物整体的各种属性或各个方面加以

注意；（5）注意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而是伴随着一切

心理活动而进行着的心理特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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