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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学教育心理学概述



教育心理教科书内容的比较：



一、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情景中学和教的基本规律的科学。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不限于学校情景中学和教的基本规律，应扩展为各个年龄阶段、各个范围里学习和教学过程中交互作用的规律。包括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和教学环境五种要素，和学习过程、教学过程和评价 / 反思过程这三种活动过程。



( 一 ) 学生
 学生特征的多样化使得教学过程多姿多彩，

学生的差异包括群体差异和个体差异。
 群体差异包括：年龄、性别和社会文化差

异等；个体差异包括：先前知识基础、学
习方式、智力水平、兴趣和需要等差异。



( 二 ) 教师
 学生式学习的主体，但并不否定教师的指导地位。教师在组织教学、协调其他各种因素中起关键作用。
 教师这一要素包括：敬业精神、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以及教学风格等。
 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教学中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



( 三 )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过程中有意传递的主要信息部分。宏观上是由社会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决定的。农业社会注重知识经验的传授，工业社会强调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信息社会注重处理信息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的培养。
 教学内容一般表现为教学大纲、教材和课程。



( 四 ) 教学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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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教学媒体被视为教学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教学媒体已成为教学中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因素，不仅影响着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和容量的大小，而且对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教学组织形式和容量的大小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五 ) 教学环境
 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前者涉

及课堂自然条件、教学设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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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方法以及教学组织。



学与教的过程
( 一 ) 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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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教学过程          教师设计教学情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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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教师要进行教学管理，确保教学有效性。( 三 ) 评价 / 反思过程          评价和反思过程是一个独立的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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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的监控和分析以及在教学之后的检验、反思。



二、教育心理学发展
  1. 西方教育心理学发展   教育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       1903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出版第一本《教育心理学》

 20世纪 20年代以前，以普通心理学为框架，以实验的方法研究教育实际问题
 20世纪 20年代 ~50年代  纯学习理论研究
 20世纪 60年代 ~70年代  注重学习理论在教育实际中的运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教学心理学发展起来



2. 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 1 ）解放前，教育心理学的观点和思想丰富，

但未能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重要事件： 20年代初，廖世承教授开始在南
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教育心理学，并于 1924
年出版了他编著的《教育心理学》教科书。 

 译著较多



（２）解放后，经历下列四个阶段
1949～ 1958 年，学习改造阶段
1959～ 1966 年，恢复到初步繁荣   

重要事件： 1962年 2 月，中国心理学会召开教
育心理专业会议 , 并成立了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
主席：潘菽。 1963年出版了潘菽主编的《教育
心理学》讨论稿。 

1966～ 1976 年，“文化大革命”阶段 
1976 年以后，教育心理学的新生



早期有影响的教育心理学教材：
•潘菽主编《教育心理学》（ 1980），
•邵瑞珍主编《教育心理学》（ 1988／ 1997），
•韩进之主编《教育心理学纲要》（ 1989），
•李伯黍、燕国材主编的《教育心理学》（ 1993）有影响的教育心理学理论 ：
•冯忠良的“结构—定向教学心理学”，《结构—定向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莫雷的双机制学习理论，《课程、教材、教
法》， 1998（ 5 ）
•李红的学习理论，《心理学探新》， 1999（ 1 ）



冯忠良的“结构—定向教学心理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三个基础理论和五个学习规律。
 三个基础理论是：教育教学的经验传递说，

学生学习的接受—构建说，能力与品德的类
化经验说；

 五个学习规律是：学习动机的培养和激发规
律、知识的掌握规律、技能的形成规律、社
会规范的接受规律、学习的迁移规律。



三、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学习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三方面的意义。
 其一，可使我们知道学与教领域中的知识是如何得来的，更深刻地理解这些知识，因而有助于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
 其二，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掌握研究方法可使我们获得独立寻求知识的能力，这对于信息爆炸时代的终生学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其三，掌握研究方法还可使我们能够正确评价从各种途径得到的知识的信息，这种批判可使我们在理解和应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的课堂问题时更得心应手。



1. 选择课题并提出假说
(1) 选题的途径
(2) 操作性定义



 (1) 确定各个变量
 (2) 选定被试
 (3) 选择研究方法（描述性研究、实验性研究）

2. 设计研究方案



    心理现象的资料可以从客观观察和自我
观察两方面来搜集
 ① 自我报告；
 ② 直接观察；
 ③ 测验；
 ④ 教师或同伴的评判 

 3. 收集资料 



4. 整理与分析资料
 搜集到的原始资料必须进行整理、分类，使

之系统化和简约化。对资料的分析最常用的
一项工具是 SPSS， AMOS 等。 

 研究得到的资料应用统计方法加以调整，制
成图表 . 对于获得的结果，必须实事求是地
给予解释。 



5. 解释结果和检验假说
       在把研究结果进行整理和评价之后，就应将研究结果与已知的事实或理论知识联系起来，加以解释，说明研究结果对于初始假说的证实情况。如果假说得到了支持，那么这个假说的可信度便提高了。假说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形成理论或定律。如果研究的结果不能或只能部分证实假说，那么研究者就必须回到先前的研究阶段，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重新考虑自己提出的假说，并对它作必要的修正，然后再对这个修正过的假说进行检验。 



 撰写研究报告
 这是研究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整个研究工作的总结。 
  一般地，研究报告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 1 ）出示研究报告的题目（包括关键词）； （ 2 ）提出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 （ 3 ）交代研究方法； （ 4 ）揭示研究结果并做出分析； （ 5 ）抓住几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加以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 6 ）做出简短结论； （ 7 ）列出参考资料。
 研究报告的重点应当放在介绍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



思考题
试整理自己要研究的小学教育心理学问题。
试举例分析小学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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