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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

前言

　　公共心理学一直是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它是提高教师教育专业学生自身素质
，进而适应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的根本措施之一。自2008年起，高等师范院校公共心理学课程开始改
革，把传统的公共心理学课程一分为二，即教育心理学与健康心理学。而以往的教育心理学教材都是
针对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设计的，理论上比较有深度，带有一定的学科本位思想，其内容相对
枯燥，与学生实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的联系不够紧密。教材建设是教学改革的核心，编写出真正受学
生、教师欢迎的优秀教育心理学公共课教材，已成为心理学公共课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
，从2008下半年开始，课题组着手尝试编写一本适合非心理学专业的教师教育类大学本科生阅读和学
习的教育心理学教材。因此，本教材力求体现以下特色：　　1.体例新。本教材每一章的写作体例包
括【案例】、【内容摘要】、【学习目标】、【核心概念】、【正文】、【案例分析】、【学习与思
考】和【推荐参考读物】。其中，【案例】起一个引子的作用，以引起学生对本章的学习兴趣；【内
容摘要】旨在让学生对本章内容有宏观了解，并使所学内容前后衔接；【学习目标】旨在说明本章学
习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包括认知、能力与情感三个子目标；【核心概念】是表达本章主题概念的词
或词组，便于读者检索；【正文】注意内容的科学性、语言的通俗性以及理论性与应用性结合；【学
习与思考】旨在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帮助学生理解与消化本章所学的内容，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推荐参考读物】列出与本章内容相关的各类文献，以满足学生拓宽视野、深入
研究的愿望。　　2.应用性。注重心理学的应用性是当前我国心理学发展的迫切要求。为顺应这一要
求，本教材对教育心理学原有教材的体系和框架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在教材内容的选取上，我们精心
挑选了与大学生目前学习、生活以及将来工作联系紧密的教育心理学知识。本教材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除了介绍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意义之外，还介绍了心理学的一些
基础知识；第二部分是学习心理，主要介绍学习动力、知识的获得、学习策略、问题解决与创造思维
；第三部分是教学心理，主要介绍心理的个别差异与教育、品德的发展、教学设计与评价、班级与课
堂管理；第四部分是教师心理，主要介绍教师的角色与特征、师生互动以及教师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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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

内容概要

《教育心理学》由绪论、学习心理、教学心理、教师心理四部分组成，共10章，以丰富多彩的体例形
式系统介绍了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案例阐释了这些知识在教学实践中的应
用。《教育心理学》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前沿性、新颖性、实用性等特点。
《教育心理学》可用作高等师范院校心理学公共基础课教材，也可用作高等师范院校心理专业的本科
生学习用书，可作为各级各类教师培训学校、研究生课程班的教学材料，也可作为中小学教师、教育
科研人员和各种考试（如研究生入学考试、教师资格证考试、骨干教师培训考试等）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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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心理学概述第二节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第三节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第
四节 学习教育心理学的意义第二章 学习动力第一节 需要及学习需要第二节 学习兴趣及培养第三节 学
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第三章 知识的获得第一节 知识获得概述第二节 注意与教学第三节 观察与知识的
感知第四节 记忆与知识的巩固第五节 思维与知识的理解_第六节 概念的掌握第四章 学习策略第一节 
学习策略概述第二节 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第三节 学习策略的教学第五章 问题解决及创造性思维第
一节 问题解决第二节 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第六章 心理的个别差异与教育第一节 智力差异与教育第二
节 气质差异与教育第三节 性格差异与教育第七章 品德的发展第一节 品德心理概述第二节 品德的形成
及培养第三节 品德不良的矫正第八章 教学设计与评价第一节 设置教学目标第二节 选择教学策略第三
节 教学评价概述第四节 教学评价的方法与技术第九章 班级与课堂管理第一节 良好班级集体的建立第
二节 课堂管理设计第三节 学生的行为管理第十章 教师心理第一节 教师的角色与特征第二节 师生互动
第三节 教师的心理健康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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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

章节摘录

　　1.认识过程　　认识过程是人对客观世界各种信息的接收、储存、加工和输出的过程，也是人脑
对客观事物现象和本质的反映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都属于认识过程。　　人在认识
事物时，用眼睛看东西的大小、形状和颜色，用耳朵听不同的声音，用鼻子嗅各种气味，用舌头品尝
食物的味道，用手触摸物体的软硬或温度等，从而产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温度等感觉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　　客观事物是具有许多属性的综
合体。人在认识事物时，不只停留在对事物的个别属性的认识上，而是要认识事物的许多属性。如当
我们吃苹果时，不只尝到它的味道，而且看到它的形状、颜色和大小，闻到它的香味，摸到它的光滑
度和温度等多种属性，形成对苹果各种属性的整体认识，这就是知觉。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
器官的客观事物整体属性的综合反映。　　人不仅能反映当前的事物，而且过去感知过的事物、思考
过的问题、体验过的情绪情感和从事过的活动，总是能在头脑中留下一定的印记，人会根据需要把它
再现出来。这种人脑对过去经历过的事物的反映就是记忆。　　人在实践活动中，为了完成一定的任
务，需要解决许多问题。例如，学生解一道数学题或构思一篇文章，医生对病情的诊断，气象工作者
对未来天气的预测，都要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通过思考得出结论。这些分析
综合的思考就是思维过程。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间接的概括的反映。　　人反映
客观事物时，还可以在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的基础上创造出事物的新形象，如青少年对未来的憧
憬，文学家塑造人物形象，工程师构思新建筑物的构图。这些在人脑中创造事物新形象的过程就是想
象。　　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都是人在认识事物时产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统称为认识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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