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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1">第一章 教育心理学概述 1、教育心理学的研究

对象 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教的基本心理规

律的科学。 学科性质：是应用心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心理学

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 2、 教育心理学的具体研究内容 从宏

观上分析：构成学习与教学过程有五种基本要素：学生、教

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教学环境。 ①学生：是教学的对

象，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学生这一要素主要通过两种差异影

响学与教的活动： 一是群体差异：年龄、性别等； 二是个体

差异：先前知识基础、学习方式。 ②教师：是实施具体教育

影响的人，对学生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教师主要是通过职业

道德、专业知识、教学风格等因素影响教育教学过程。 ③教

学内容：是学与教的过程中有意传递的主要信息部分。一般

表现为教学大纲、教材和课程。教材的内容既要适应于学生

学习的过程和特点，又要考虑到教学的有效性。 ④教学媒体

：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学内容的表现形式，是师生之间

传递信息的工具。 ⑤教学环境：是实施教育教学必备的条件

，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两个方面。 物质环境：是有形的

，涉及自然条件、教学设施、空间布置等。 精神环境：是无

形的，但对学习与教学活动则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师生

关系、校园文化。 3、 构成学习与教学过程有三种动态的活

动过程：学习过程、教学过程、评价/反思过程。 ①学习过程

：学习过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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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心

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②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是教师通过设

置教学情境、对学生实施一定的教育影响、从而引导学生有

效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之一。 ③评价/反思过程：是始终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中，对教

学过程进行预测、评判、分析、检验和反思的过程。 4、 静

态的五种要素和动态的三种过程之间的过程：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相互依存 ①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在教学过程的背景下

进行的； ②教学过程要以学习过程为基础； ③教学过程要据

教师自身的特点、教学内容的难易、教学媒体和教学环境的

实际情况而展开； ④评价/反思过程随学习过程、教学过程的

进行而侧重于不同方面。 五要素: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

学媒体、教学环境 动态三过程：学习过程、教学过程、评价/

反思过程 5、 教育心理学的作用：教育心理学对教育实践具

有:描述、解释、预测、控制的的作用。 ①为教学提供理论指

导； ②帮助教师了解问题； ③预测并干预学生； ④帮助教师

结合实际教学进行研究。 6、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概况 ①初创

时期（20世纪20年代以前） 1903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出

版了《教育心理学》，这是西方第一本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

专著。这一著作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础，西方教育心

理学的名称和体系由此确立。 ②发展时期（20世纪20年代-50

年代末） 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内容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儿童心

理学、心理测验、学科心理学、个性及社会适应、生理卫生

、程序教学思想等。 版本繁多，体系庞杂，未形成自身独立

的理论体系。 1924年，廖世承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教育心理

学》教材。 ③ 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末） 教育心



理学的内容日趋集中，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如教

育与心理发展的关系、学习心理、教学心理、个别差异、教

师心理等。 西方教育心理学比较注重结合教育实践，注重为

学校教育服务：布鲁纳在60年代发起的课程改革运动、罗杰

斯关注教学中的社会心理因素的“人本主义理论”等。 ④完

善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 教育心理学越来越重视与教学

实践相结合，教学心理学得到大发展。 认知派理论和行为学

派理论得以较好地融合、东西方心理学相互吸收。 布鲁纳

在1994年美国教育研究会上的专题报告中的归纳具有代表性

： a主动性研究：研究如何使学生主动参与教与学的过程，并

对自身的心理活动作更多控制 b反思性研究：从内部理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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