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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学科，并有比较系统的论述是比较晚的，一般认为它产生

于20世纪初期。现在仅就美国、苏联以及我国的教育心理学

发展概况，简要介绍如下。一、美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美国

是19世纪才兴起的国家，人口大都是外来移民，早期文化并

不发达。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它的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十

分突出的，有的甚至超过西欧许多早期发展的国家。心理学

也不例外。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W.James，18401910）是美

国新心理学先锋，也是美国最早的心理学家，他曾致力于将

心理学引进教育领域。他的名著《对教师的谈话》（1899）

，阐明对学生进行观察、提问和交谈，获得有关学生诸如观

念、兴趣、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可以改进学校的教

学质量。霍尔（G.S.Hall，18441924）和卡特尔（J.M.Cattell

，18601944）是稍后于詹姆斯的美国早期心理学家，他们二

人是冯特（W.Wundt，18321920）的学生。霍尔的《青年心

理学》（1904）和卡特尔主编的《心理学评论》（18901903）

、《科学月刊》（1915）等，都涉及到有关教育心理学的问

题。还有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杜威（Dewey，18591952），他

曾极力将心理学的研究应用于教育问题。这些人虽然还不是

教育心理学家，而他们的思想和著述都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美

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但是，奠定美国教育心理学发展基础

的是桑代克。 1903年桑代克出版《教育心理学》，这是美国

第一本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专著。1913～1914年桑代克在这



本书的基础上，扩大为三大卷的《教育心理学》，引起许多

心理学家的注意。这三大卷的第一卷论人的本性，第二卷论

学习心理，第三卷论智慧、疲劳和个别差异。该书出版后30

年间的美国同类著作，几乎都是师承桑代克的体系，无一部

能超越其范围者。美国在20年代以前，除桑代克这部三大卷

著作以外，也还有一些教育心理学著作，其内容多是以普通

心理学的原理，解释实际的教育问题，主要是一些有关学习

的资料。从1950年到现代，美国出版的教育心理学教科书，

可以说，不下数十种，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版本种类

繁多，体系五花八门，找不出一本相同的书。所以有人怀疑

这样的教育心理学，能否独立存在，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

的。近二十年来，美国教育心理学稍有所改进，有几个方面

的问题，似乎是大多数公认须研究的，如教育与心理发展的

关系；教与学的心理，包括学习理论、学习动机、个别差异

、智力测验、成绩评定、课堂管理与纪律、教育中的社会因

素、教师心理等。美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比较重视实验研究。杜威重视结合实际的实验研究，

桑代克重视实验室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实验研

究在教育心理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美国从20年代到50年代

之间的许多有名的心理学家，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但主要是在

实验室进行，而且大都是以动物为研究对象。桑代克的“尝

试错误说”主要是从研究猫得来的。新行为主义的托尔曼

（E.C.Tolman，18861959）号称白鼠研究专家。武德沃斯

（R.S.Woodworth，18691962）、赫尔（C.L.Hull，18841952）

、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等人，最初都是以动物为

实验对象，在实验条件下进行研究。这种企图通过动物学习



的实验来解释人的学习的问题，当然不合适，因为人和动物

有本质的区别，人的学习比动物的学习不知复杂多少倍。美

国教育心理学家们结合教育实际方面，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本来，早期以杜威为首的教育家们，比较重视结合实际教育

的研究路线，桑代克虽然重视实验室研究的路线，但他对结

合实际教育、解决实际问题也比较关心，可是后来这种热情

逐渐低落了，许多教育心理学家热衷于脱离实际的研究。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金纳有所转变，发起程序教育运动，

这才重新激起了联系教育实际研究的热情。60年代初，由布

鲁纳（J.S.Bruner，1915）发起的课程改革运动，把这种热情

推向了新的高潮。美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另一个特点是比较

重视学习心理的研究，所以美国的学习理论比较活跃，出现

了许多著名的学习理论观点。首先是学习的联结理论，包括

后来华生（J.B.Watson，18781958）的习惯说或刺激反应说、

格斯里（E.R.Guthrie）的接近条件作用说、赫尔的内驱力递

减说和斯金纳的操作条件作用说。其次是学习的认知理论，

这种理论来源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说，其代表人物为苛勒

（W.Khler）、考夫卡（K.Koffka）和魏特海默

（M.Wertheimer），包括后来勒温（K.Lewin）的认知场论、

布鲁纳的认知发现说、奥苏伯尔（D.P.Ausubel）的认知同化

说。第三是人本主义学习理论。这种理论是美国60年代兴起

的所谓“第三种心理学力量”，从60年代以来，已成为一种

较为流行的热潮，这些学习理论将在第四章详细讨论。晚近

以来，美国教育心理学发展的趋势，逐渐转向教育过程和学

生心理的探讨，也重视教学手段的改进。60年代由布鲁纳倡

导的课程改革运动，由于教材改编的难度大，教师的适应与



训练不易，以及社会支持不够，未获得预期的效果，但是这

个运动仍有其一定的启发性和吸引力。自那以后，美国教育

心理学对教材、教法改革的研究比较重视，特别是关于学生

创造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手段的改进，开发学生智力，促

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已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许多

教育心理学家纷纷提出培养创造力的各种建议，开展了许多

创造力课题的研究，教学中提倡发现学习，鼓励儿童的幻想

、好奇心、个性独立性等，都是着眼于教学的改革。美国教

育心理学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比较重视研究教学中的社会心理

因素问题。6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不少

教育心理学家开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学校和课堂看作

是社会情境，注意研究其中影响教学的社会心理因素。如运

用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学习动机，试图用造成某种外部压力

或不平衡状态的方法，来促使学生产生改革行为的欲望。社

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L.Festinger，1957）提出的“认知不协

调论”就是属于这方面的理论。一些教育心理学家还非常重

视教学组织形式中的社会心理问题。罗杰斯（C.Rogers，1968

）提出，课堂教学中要建立温暖的师生关系，从而他强调采

用指导讨论法进行教学。他认为，学习向高级水平发展需要

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移情，二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三是和

谐或真诚。近年来，教育心理学家们通过研究认为，学前阶

段人数多的班级比人数少的班级好，因为它更有利于儿童人

格的发展和今后的社会成熟，但在中小学则年级越高就越显

得人数少的班优越，因为人数少的班内师生之间更可以全面

地相互作用，更易于进行个别指导。美国教育心理学对程序

教学或计算机辅助教学也积极研究如何改进的问题。程序教



学最初是普莱西（Pressey）和斯金纳等依据操作性条件反射

与强化理论提出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颇为流行。把

程序装入特制的机器进行教学，叫做“机器教学”；把程序

编成课本让学生自学，叫做“程序课本教学”；把程序编成

软件装入计算机自动控制，引导学生学习，叫做“计算机辅

助教学”（CAI）。由于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爆炸，自学成为

社会的普遍需要，特别是当前计算机的普及，计算机辅助教

学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将在第十七章

详细讨论。当前美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虽然还是欣欣向荣的

，研究的材料也比较多，但长期以来对本学科的对象、性质

、任务以及独特性缺乏深入研究，理论探索不够，结合教育

实际有用的东西较少，这不能不严重地影响这门学科的发展

。二、苏联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苏联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可以

划分为革命前和革命后两大阶段。十月革命前，俄国著名教

育家乌申斯基（18241870）于1868年出版《人是教育的对象》

，这本著作对当时心理学的发展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由此，乌申斯基被称为“俄罗斯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1877年俄国教育家与心理学家卡普杰烈夫出版《教育心理

学》，被认为是第一部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专著。西方儿童

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一些著作被介绍到俄国之后，引起心

理学家们对教育心理学的对象、任务与研究方法等的热烈讨

论，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当时对教育心理学的产生、发

展有较大贡献的为拉祖尔斯基（18741917）、M.M.鲁宾斯坦

（18781953）、聂恰耶夫等人。不过当时的教育心理学著作

，大都是以普通心理学研究中获得的资料，去解释学校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自成体系的教育心理学。十月革命后



，苏联心理学界尝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心

理学和教育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苏联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主要是在理论观点的探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较大贡献

的是维果茨基（18961934）、布隆斯基（18841934）和C.Л.鲁

宾斯坦（18891960）等人。维果茨基在他所著的《教育心理

学》一书中主张，必须把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分

支来进行研究，反对把普通心理学的成果移入教育心理学。

他确立了教育与教学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儿童

心理发展的实质问题上，他从“文化发展论”和“内化说”

出发，认为文化的掌握改造着儿童的心理过程，使本来是直

接的、自然的行为方式，转变为间接的、文化的活动或过程

。人的心理过程的结构，必须在他的外部活动中形成，然后

才能“向内转化成为内部过程的结构”。这些思想为苏联教

育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布隆斯基则强调儿童的个

性乃是“心理、生物的统一体”，只有把个性作为心理和生

理的整体，并且在儿童的整个生活背景基础上，才能科学地

揭露儿童个性的形成。鲁宾斯坦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是确

立了心理与活动相统一的原理，主张心理不但是在活动中表

现出来，而且是在活动中形成的。这些见解都为后来的苏联

教育心理学的理论方面和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40

年代起到50年代末，苏联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显著特点是重视

结合教学与教育实际进行综合性研究，采用自然实验法和教

师的经验总结，着重探讨如何依据科学心理学组织教学过程

及在儿童活动中和教育条件下研究心理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

。坚持这种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有：波戈亚夫连斯基

（18981981）、梅钦斯卡娅（19051984）、舍瓦列 夫（1892）



、列维托夫（18901972）和包若维奇（19081981）等。这一时

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学科心理知识掌握方面，这是一个突

出的优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教育心理学的理论探索

有所忽视；对西方教育心理学理论存在简单而粗暴地全面否

定的倾向；对马列主义观点的贯彻，有些地方往往是生搬硬

套。自50年代末以来，苏联教育心理学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

。由于教育心理学问题的探讨同学校教学实践相结合，促进

了苏联教育的改革，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教育心理学改变以

前那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从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开

展讨论，适当吸取西方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一

时期比过去更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苏联教育心理学发展

的趋势，表现有下述几个方面的动向和特点。第一，从60年

代以来，苏联教育心理学日趋与发展心理学相结合，开展了

许多针对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教学研究。最著名的是赞可夫

的“教学与发展”的实验研究。这一实验持续了15年之久，

到70年代之初，苏联应用这项研究成果把小学制从4年缩短

为3年，推动了苏联的教育改革。他们在学科和课程改革方面

，把年龄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融合为一门学科，编写出几本

年龄和教育心理学相融合的新书。1972年出版彼得罗夫斯基

主编的《年龄与教育心理学》，1984年出版加梅佐等主编的

《年龄和教育心理学》，这是苏联教育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新

特点。第二，苏联教育心理学在学习理论方面，最有代表性

的有联想反射理论和学习的活动理论。联想反射理论是苏联

教育心理学中曾经较为流行的一种学习理论。这种理论认为

，学习是通过条件反射在大脑中形成暂时联系而获得的，联

系就是联想。联想反射理论的倡导者为生理学家巴甫洛夫，



在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为波戈亚夫连斯基、梅钦斯卡

娅和萨马林等。学习的活动理论认为，学习是通过活动形成

的，动作是学习的基本单位，活动向高一级成熟阶段的过渡

，就会导致发展。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是莫斯科大学的塔雷金

娜，奠基人是列昂节夫和加里培林。第三，苏联教育心理学

重视人际关系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他们用人际关系层

次测定的观点，对个体获得系统的个性特征的规律性、人格

化过程的规律性，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

。在艾里康宁的“年龄阶段主导活动类型”理论和包若维奇

的“活动动机系统”理论指导下，对学龄前儿童与周围人们

的交往、低年级学生学习活动的形成，少年参加社会公益活

动的动机、态度以及这些活动对儿童自我意识、儿童集体的

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第四，苏联心

理学重视教学心理中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探讨。阿尔

洛夫认为，意识与活动统一是一般的心理学原则，而年龄与

教育心理学中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有两个，即客观的研究方法

和发生的研究方法。马尔科娃强调，要在组织学习过程中研

究学习；要研究整体的人而不是堆积心理机能或个性品质，

要研究现实行为而不只是对学生的表述，要在现实社会关系

中进行研究，要进行长期研究而不只是研究发展中的个别阶

段。这些都是教育心理研究中的方法论观点，是值得借鉴的

。60年代以来，苏联教学心理的研究还重视具体方法的探讨

。比较突出的是应用教学心理诊断，即以心理测验为主，包

括观察、谈话、作品分析、调查等综合研究方法来了解学生

心理发展水平，为教学提供依据。此外，苏联教育心理学还

倾向于摒弃过去静态、固定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动态、发展



的研究方法。总的看来，苏联教育心理学基本上是以马列主

义为指导进行研究的，能密切结合教育实际，总结出一些有

益的理论观点。这有助于促进苏联的教育改革。三、中国教

育心理学的发展中国教育心理学思想起源很早。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的著作中，就有不少教育心理学

的观点。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主张学习要博约结

合。“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主张学习不要主观臆测、武断专横、固执己见和自以为

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复习

不只能巩固知识，还能在巩固旧知识基础上，获得一定的新

知识。这是孔子的学习论观点。孔子非常重视德育，把德育

放在首位。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他把“道”视为生命之所系。根据他的言论，他把德育划

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阶段，他的德育心理思想是很完整

的。孔子在差异心理、教师心理等方面都有所论述。孟子继

承孔子的思想，在教育心理方面也有论述。孟子说：“君子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

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

也。”（《孟子离娄下》）这是孟子重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的思想。孔门弟子所著《学记》的教育心理思想，主要

包括德育心理思想、学习心理思想和教师心理思想。荀子的

《劝学篇》是我国古代的一篇重要的学习心理文献。这几位

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教育心理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我国古代教

育心理思想，到了汉、唐、宋、元、明、清各朝代，虽有所

充实和发展，但是，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的束缚，鸦片战争



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历代的统治者又都鄙视科学

技术，因而使我国教育心理学思想未能得到发展，使它成为

一门科学。20世纪我国出现第一本有关教育心理学著作

是1908年由房东岳译、日本小原又一所著《教育实用心理学

》。20年代之初，廖世承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编写了

我国第一本《教育心理学》（1924）教科书。1926年，陆志

韦翻译出版了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概论》；1933年陈德荣

翻译出版了盖茨（A.L.Gates）的《教育心理学》，1939年吴

绍熙等翻译出版了何林华（H.L.Hollingworth）的《教育心理

学》。继廖世承之后，建国以前我国学者自己编著教育心理

学教科书的还有潘菽（1935）、陈选善（1938）、肖孝嵘

（1940）和艾伟等。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四

十余年间，教育心理学问题的研究逐渐展开，我国老一辈心

理学工作者对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他们曾对学

科心理、教育与心理测验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只是研究

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大都是模仿西方，很少创见。因此，建国

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新中国建立以后，

在最初几年，教育心理学也和心理学其他部门一样，主要是

根据学习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对旧教育心理学的改造，特

别是对我国影响较深的实用主义心理学和测验学进行了一定

的分析和批判。同时，结合教育改革，对入学年龄问题、学

科教学改革问题、学前儿童教育的心理学问题做了一定的研

究工作。但是，1958年一度兴起的“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

向”的运动，背离党的“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以行

政命令强制推行某种观点，使我国教育心理学方兴未艾之势

，濒临夭折。1959年以后，开始纠正1958年批判运动的错误



，到1966年以前，这期间广大心理学工作者以改革中小学教

学法为中心，开展了有关教育心理学问题的研究。1962年中

国心理学会召开教育心理学专业会议，并成立教育心理专业

委员会。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我国教育心理学又重新得到

了发展，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学习心理、德育心理、

智育心理、学科心理、个别差异、入学年龄、学习阶段的划

分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等方面。1963年出版了潘菽主编的《

教育心理学》讨论稿。全国各师范院校相继重新开设了教育

心理学课程。不幸，从1966年开始出现所谓“文化大革命”

，到1976年的10年间，中国学术界遭到空前浩劫。“四人帮

”亲自插手扼杀心理科学的活动。宣布心理学为资产阶级的

“伪科学”，学校停止讲授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机构被解散

，老一辈心理学家遭受残酷的迫害与批判，使我国心理学处

于毁灭境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的正确

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

发展，长期受压抑和被迫害的知识分子获得解放，教育和科

学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教育心理学研究队伍不断扩

大，研究课题逐渐开展，如学习心理问题、教育心理学的基

本理论问题、教育与发展问题、品德心理学问题、数学和语

文教学心理学问题、教育和心理测量、教师心理以及教育社

会心理学问题等方面都着手进行探讨。自1980年正式出版潘

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以后，还相继出版了几本有关教育

心理学方面的译著和专著。但和国外比较，我国出版的教育

心理学著作仍是寥寥无几的。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最

大不足，是对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探讨较少，对教育实践

中的心理学问题缺乏大规模的系统研究，涉及的范围既狭小



，而取得的成果又不太多，研究经费不充足。我们认为，当

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一是需要行政的大力支持，应大

量培养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壮大专业队伍；二是需要发挥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采取各种措施，组织一定规模的协作，积

极从事教改研究和教学教育的实验研究，在逐步积累自己的

研究资料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及时做好理论总

结工作，确立符合中国教育实际的教育心理学理论，并鼓励

尝试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心理学专著或教科书。本书的

编写也就是想在这方面大胆地抛砖引玉，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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