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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0_8F_c38_647248.htm 第一章 教育心理学概述 1．教育

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情境中学与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教

育心理学旨在探讨学生学习的心理规律。教一学过程的五要

素是：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和教学环境；三种

过程是学习过程、教学过程和评价反思过程。 2．学习与教

学的要素：学生是主体因素，有群体差异、个体差异；教师

主要涉及敬业精神、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教学风格等基本

心理特性；教学内容是学与教过程中有意传递的主要信息部

分。教学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 3．教育心理学作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以前为，从20世纪20年

代到50年代末为发展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为成

熟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完善时期。 4．教育心理学的创

始人是桑代克。教育心理学的诞生之年是1903年。我国第一

本《教育心理学》教科书的作者是廖世承在1924年编写的

。1868年，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出版了《人是教育的对象》

，对当时的心理学发展成果进行了总结，乌申斯基因此被称

为“俄罗斯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5．宏观上，教学过程

是一个系统过程，该系统包含教学内容、学生特点、教师特

点和教学环境等四种主要的变量。教育心理学对教育实践的

作用可表述为具有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的作用。6．20世

纪80年代以后，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20

世纪80年代以后，教育心理学的体系越来越完善，内容越来



越丰富。1994年，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布鲁纳精辟地总结了

教育心理学80年代以来的成果：①主动性研究，即研究如何

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对自身的心理活动做出控制；

②反思性研究，即研究如何促使学生从内部理解所学内容的

意义，并对学习进行自我调节；③合作性研究，即研究如何

使学生共享教与学中所涉及的人力资源，如何在一定背景下

将学生组织起来一起学习；④社会文化研究，即研究社会文

化背景如何影响学习过程和结果。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

，人们开始探讨在多媒体网络环境下学生学习过程的特点，

以及如何为学生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来促进其获得知识并培

养其学习能力等。这些研究为学习和教学理论的发展注人了

新鲜血液。 7．请简述教一学过程的四种变量。(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过程中所传递信息的主要部分，是教学中

的客体，它是由社会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决定的。(2)学生特点

。学生除了有年龄、性别等差别以外，还有个别差异。年龄

的差异意味着思维发展的不同水平，而个别差异则意味着思

维发展的水平在不同人身上有 不同的表现。智力的差别、原

有知识结构的差别、性格的差别外向或内向、场依存性或场

独立性等等、以及家庭的文化背景、种族等差异，所有这些

都会对教育 进程产生影响。(3)教师特点。在教育过程中，教

师对学生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起着主导作用。(4)教学环境

。它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前者涉及课堂自然

条件、教学设施以及空间布置等，后者涉及课堂纪律、课堂

气氛、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校风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教

学环境影响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教师的教学过程和教学

方法，影响着学生的认知、情感和社会等心理特性的发展。



8．请分析教一学过程中存在的三种过程。（1）学习过程，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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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是教育心

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如学习的实质、条件、动机、迁移以

及不同种类学习的特点等。（2）教学教程。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设计教学情境（如教学目标的选择、题材的安排以及环

境的设置等），组织教学活动（如讲演、讨论、练习以及实

验等），与学生进行信息交流（如信息的的呈现、课堂提问

与答疑等），从而引导学生的理解、思考、探索和发现的过

程，使其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此外，教师还要进行教学

管理，调节教学的进程，以确保教学的有效性。（3）评价/

反思过程，它虽是一个独立的成分，但它始终贯穿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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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反思。尤其在教学结束后，教师要特别注意评价学习的结

果，对学生和教师自己的行为作出反思。 9．联系实际说明

学习教育心理学的意义。（1）帮助教师准确地了解问题。学

生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一旦出现了学习困难，教育心理学

可提供多种方法帮助教师了解原因。例如，一名小学四年级

学生在语文阅读方面存在困难，我们就可以应用智力测验、

阅读测验或者与此有关的生理方面的健康检查等各种测查手

段来找出困难的症结。教育心理学有助于教师对教育现象形

成新的科学认识。尤其是对传统的常规的教学方法、教学行

为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更为科学的观点。例如，在小学语

文课上，老师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指定学生起来朗诵课文，是

随机点名还是按顺序占名？对这个看上去不成为问题的问题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其答案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应综合考虑不同的年级、不同点名方式的利弊等，选取恰

当的点名方式。（2）为实际教学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教育

心理学为实际教学提供了一般性的原则或技术。教师可结合

实际的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学材料、教学环境等，将这

些原则转变为具体的教学程序或活动。例如，根据学习动机

的规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取创设问题情境、积极反馈、

恰当控制动机水平等手段来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3

）帮助教师预测并干预学生。利用教育心理学原理，老师不

仅可以正确分析、了解学生，而且可以预测学生将要发生的

行为或发展方向，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或预防措施，达到预期

的效果。比如，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为智力超常或特

殊才能的儿童提供更为充实、更有利于其潜能充分发展的环

境和教学内容。（4）帮助教师结合实际教学进行研究。教育

心理学不仅为实际教育活动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指导，也为教

师参与教学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丰富的例证。教育心理学并

非给教师提供解决一切特定的问题的具体模式，相反它给教

师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使教师不仅能够理

解、应用某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而且还可以结合自己的教

学实际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去验证这些原理并解决特定的问

题。 小编推荐：2011年小学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讲解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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