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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一门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 学习

与教学的要素有哪些 (1) 学生(2)教师(3)教学内容(4)教学媒

体(5)教学环境 教育心理学的作用 (1) 帮助教师准确地了解问

题, (2) 为实际教学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3) 帮助教师预测和

干预学生 (4) 帮助教师结合实际教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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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心理变化. 自我同一性 指个体组织自己的动机,能力,信仰,及其

活动经验而形成的一系列心理变化,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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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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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关键期 这是个体生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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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称为关键期 8.皮亚杰认知发展

理论. 儿童从出生到成人的认知发展不是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

简单过程,而是伴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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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他将从

婴儿到青春期的认知发展分为感知运动阶段(0-2),前运算阶

段(2-7)具体运算阶段(7-11)和形式运算阶段(11-15)等四个阶

段. 9.认知发展与教学的关系 (1) 认知发展制约教学的内容和

方法 (2) 教学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 (3) 关于最近发展区. 10.自

我意识的概念及其发展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

围事物的关系的意识.自我意识.的发展经历从生理自我到社会



自我,再到心理自我的过程(1,生理自我,2,社会自我3心理自我.)

11.青少年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4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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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埃里克森

的人格发展阶段 (1)人格双称个性,通常指决定个体的外显行

为和内隐行为并使其与他人的行为有稳定区别的综合心理特

征,即人格主要是与他人相区别的个人特征. (2)克森的人格发

展阶段理论:埃里克森认为,儿童人格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的

过程,必须经历八个顺序不变的阶段,其中前五个阶段属于儿童

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时期,每一阶段发展都有一个由生物学的成

熟与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期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所决定的发展

危机或冲突,将导致个体形成积极的人格特征,有助于发展健全

的人格,否则,个体就会形成消极的人格特征,导致人格向不健

全的方向发展.埃里克森认为人格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1)基本的信任感对基本不信任感(0-1.5岁) (2)自主感对羞耻或

怀疑(2-3岁) (3)主动感对内疚感(4-5) (4)勤奋感对自卑感(6-11)

(5)自我统一性对角色混乱(12-18) 13.什么叫认知方式,其差异

主要表现有哪些? 认知方式又称为认知风格,是个体在知觉.思

维,记忆和解决问题等认知活动中加工和组织信息时所显于出

来的独特而稳定的风格.其差异主要表现为.场独立与场依存,

冲动型与沉思型,辐合型与发散型等方面, 14.世界上最著名的

智力量表是谁编制的?智商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世界上最著名

的智力量表是由法国人比纳和西蒙编制后来由斯坦福大学的

推孟修订的斯坦福-比纳量表.(简称SB量表) 智商的计算公

式,IQ=智力年龄(MA)/实际年龄(CA)X100 15.认知差异的教育

含义 (1)应创设适应学生认知差异的教学组织形式 (2)采用适

应认知差异的教学方式,努力使教学方式个别化. (3)运用适应



认知差异的教学手段. 16.性格: 性格是指个体在生活过程中形

成的对现实的稳固的态度以及与这相适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

式. 性格差异:性格差异是指性格特征差异和性格类型差异. 性

格差异的教育含义:教育含义.性格作为动力因素而影响学习的

速度和质量.性格的性别差异又会影响学生对学习内容的选择,

而且还会影响学生的社会性学习和个体社会化. 17.加涅在学习

的条件一书中提出的学习层次分类 (1)信号学习(2)刺激-反应

学习(3)连锁学习(4)言语联结学习(5)辨别学习(6)概念学习(7)

规则或原理学习.(8)解决问题学习 18.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 (1)

智慧技能,表现为使用符合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能力. (2)认知策

略:表现为用来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注意,学习,记忆,思维和问题

解决过程的内部组织起来的能力 (3)言语信息,表现为学会陈

述观念的能力. (4)动作技能,表现为平稳而流畅,精确而适时的

动作的操作能力. (5)态度,表现为影响着个体对人,对物或某些

事件的选择倾向. 19.学习的实质 学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学习指人和动物在生活过程中凭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

能的相对持久的变化.狭义的学习指人的学习,学习不是本能活

动.而是后天习得的活动,是由经验或实践引起的,任何水平的

学习都将引起适应性的行为变化,不仅有外显行为的变化.也有

潜在的个体内部经验的改组和重建,而且这些变化是相对持久

的.但是也不能反个本一切持久的行为变化都归之为学习.那些

由于疲劳,成熟,机体损伤以及其他生理变化所导致行为变化,

就不属于学习,只有通过反复练习,训练使个体行为潜能发性相

对持久的变化,才能称为学习. 20.联结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联

结学习理论认为,一切学习都是通过条件作用,在刺激S和反应R

之间建立直接联贯的过程,强化在刺激反应联接的建立中起着



重要作用,在刺激-反应联结之中,个体学到的是习惯,而习惯是

反复练习与强化的结果.联结学习理论包括桑代克的尝试错误

说和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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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