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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5_99_c38_645871.htm id="tb42" class="mar10"> 1、简述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考试大纲》P1） 答：教育心理

学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课题，那就是如何学、如何教以及学

与教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教育心理学旨在理解学生

的学习心理，如学习的实质、动机、过程与条件等，以及根

据这些理解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如学习资源的利用、学习

活动的安排、师生互动过程的设计与学习过程的管理等，从

而促进学生的学习。 2、简述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P1

） 答：教育心理学的具体研究范畴是围绕学与教相互作用过

程展开的。学与教相互作用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该系统包

含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和教学环境等五种要素

；由学习过程、教学过程和评价/反思过程这三种活动过程交

织在一起。 3、简述学与教的三种过程模式。（P5） 答：（1

）学习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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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

过程。教师通过设计教学情境，组织教学活动，与学生进行

信息交流，从而引导学生的理解、思考、探索和发现过程，

使其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3）评价/反思过程。评价和

反思过程虽是一个独立的成分，但它始终贯穿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包括在教学之前对教学设计效果的预测和评判、在教

学过程中对教学的监视和分析以及在教学之后的检验、反思

。在学与教的过程模式中，五种因素共同影响了三种过程，

而且三种过程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 4、简述教育心理学



的作用。（P7） 答：教育心理学对教育实践具有描述、解释

、预测和控制的作用。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在：帮助教师准确

地了解问题，为实际教学提供科学和理论指导，帮助教师预

测并干预学生，帮助教师结合实际教学进行研究。 5、简述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概况。（P9） 答：教育心理学大致经历了

四个时期：初创时期（20世纪20年代以前），发展时期（20

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末），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末），完善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 6、简述学生心理发

展的基本特征。（P13） 答：（1）连续性与阶段性；（2）定

向性与顺序性；（3）不平衡性；（4）差异性。 7、简述少年

期的心理发展特征。（P14） 答：少年期是11、12岁到14、15

岁的阶段，是个体从童年期向青年期过渡的时期，大致相当

于初中阶段，具有半成熟、半幼稚的特点。整个少年期充满

着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和幼稚性错综的矛盾。少年的抽

象逻辑思维已占主导地位，并出现反省思维，但抽象思维在

一定程度上仍要以具体形象作支柱。同时，思维的独立性和

批判性也有所发展，但仍带有不少片面性和主观性。 8、简

述青年初期的心理发展特征。（P15） 答：青年初期是指14

、15岁至17、18岁时期，相当于高中时期。青年初期是个体

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性上向成人接近的时期。他们的智

力接近成熟，抽象逻辑思维已从"经验型"向"理论型"转化，开

始出现辩证思维。占主要地位的情感是与人生观相联系的情

感，道德感、理智感与美感都有了深刻的发展。 9、简述中

学生心理发展的教育含义。（P15） 答：（1）关于学习准备

。学习准备是指学生原有的知识水平或心理发展水平对新的

学习的适应性，即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那些促进或妨碍学



习的个人生理、心理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学习准备不仅影响

新学习的成功，而且也影响学习的效率。同时，学习也会促

进学生的心理发展，新的发展又为进一步的新学习做好准备

。（2）关于关键期。个体早期生命中有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

，在此期间，个体对某种刺激特别敏感，过了这一时期，同

样的刺激对之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2岁是口语发展的关键期

，4岁是形状知觉形成的关键期，4－5岁是学习书面语言的关

键期。所以，我们应抓住关键期的有利时机，及时进行适当

的教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0、试述皮亚杰的认知

发展理论。（P16） 答：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从婴儿到青

春期的认知发展分为感知运动（0－2岁）、前运算（2－7岁

）、具体运算（7－11岁）、形式运算（11－15岁）等四个阶

段。感知运动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是感觉和动作的分化

。前运算阶段的儿童的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为表象或

形象模式，他们认为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所有的

人都有相同的感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认知活动具有相对

具体性，还不能进行抽象的运算思维；思维不具有可逆性。

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认知结构中已经具有了抽象概念，思维

可以逆转，能够进行逻辑推理。这个阶段的标志是儿童已经

获得了长度、体积、重量和面积的守恒。形式运算阶段儿童

的思维是以命题形式进行的。本阶段的儿童不仅能够运用经

验－归纳的方式进行逻辑推理，而且能够运用假设－演绎推

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本阶段的儿童能够理解符号的意义、

隐喻和直喻，能做一定的概括，其思维发展水平已接近成人

的水平。本阶段的儿童不仅具备了逆向性的可逆思维，而且

具备了补偿性的可逆思维。本阶段的儿童不再刻板地恪守规



则，反而常常由于规则与事实的不符而违反规则。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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