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

《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情境下学与教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是教师教育专业一

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充分把握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

重要原理和理论，形成结构良好的教育心理学系统知识模块；指导学生掌握教育心理学的主

要研究方法，培养学生对教育心理现象的理解、分析批判能力和对教育心理学问题开展研究

的能力。因而，学生在进行课程学习时，必须注重理论原理探讨与实践活动探索的相互结合，

为今后的教师职业发展与成长打下坚实基础。具体教学任务包

（一）引导学生理解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把握当前国内外教育心理学研究的

热点和趋势。

（二）培养学生开展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思维，使其具备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探讨相结合

的方法开展教育心理学研究、解决实际教学问题的能力。

（三）指导学生根据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学生学习的心理特点进行教学课程与内容

的设计，熟练掌握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教育与教学技能。

（二）课程目标与要求

（一）知识目标：

掌握教育心理学的性质、作用、学科发展历史、研究方法、学习心理、学习类型、教学

心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二）能力目标：

能够运用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工作，形成教育心理学的思维方

式。

（三）素质目标：

形成对教育心理学知识的浓厚兴趣，有意识养成教师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树立投身

于教育教学一线工作的理想和信念。

二、教材

教材名称：《教育心理学》

版本：第 3 版

书号：9787040522587



作者：陈绮、刘儒德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 年 2 月

三、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走进教育心理学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2.重点了解：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西方和我国）。

3.一般掌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意义与作用。

4.熟练掌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习心理、教学心理、学生心理和教师心理。

2.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包括 5 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教学环境；3 过程：学习过程、

教学过程和评价/反思过程。

3.教育心理学的意义；教育职业的重要科学基础；促进教师发展；指导教学实践。

4.教育心理学的作用：

科学理论上的指导作用；研究方法上的指导作用

5.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西方的、我国的）

6.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



考核要求

1.识记：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意义与作用。

2.领会：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3.简单应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问卷法、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微观发生法）。

第二章

学生的心理发展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社会化：家庭、同伴和教师。

2.重点了解：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3.一般掌握：自我意识、自我概念和自尊的概念。

4.熟练掌握：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维果茨基的发展观。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同化和顺应的含义；认知发展的四个阶段；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

2.维果茨基的发展观

最近发展区的概念；维果茨基发展理论的教学应用。

3.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心理社会发展的 8 个阶段。

4.自我意识、自我概念和自尊的含义

考核要求

1.识记：认知发展的四个阶段，最近发展区的概念。



2.领会：同化和顺应的含义；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的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埃里克森的心

理社会发展的 8 个阶段；自我意识、自我概念和自尊。

第三章

学生的个体差异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特殊需要儿童的教育。

2.重点了解：学习风格的影响因素。

3.熟练掌握：智力的心理测量学理论与个体差异；智力的系统理论与个体差异。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智力的二因素：论二因素论的内容，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含义。

2.智力的系统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的内容；三元智力理论的内容。

3.个体的学习风格差异（生理、心理、社会）

经典的认知风格：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冲动型和沉思型；深层加工和表层加工；整体

型和系列型。

考核要求

1.识记：智力二因素论；多元智力理论；三元智力理论。

2.领会：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含义；个体的学习风格差异（经典的认知风格）。

第四章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学习理论的发展。



2.重点了解：社会学习理论概述。

3.一般掌握：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作用；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华生的行为主义。

4.熟练掌握：学习的定义和分类，观察学习和观察学习的效应。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学习的分类

加涅的学习分类（8 种）；按学习意识水平分类（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

2.巴浦洛夫经典性条件作用

无条件刺激、无条件反应、中性刺激、条件刺激和条件反应的含义；消退、泛化和分化

的含义。

3.操作性条件作用

桑代克的联结主义的学习理论；效果率的概念；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的基本过程；

操作性条件作用的评价。

4.强化

强化和惩罚的种类；强化程序。

5.观察学习

观察学习的过程；观察学习的效应。

考核要求

1.识记：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巴浦洛夫的经典条件作用；操作条件作用；强化程序；

观察学习的效应。

2.领会：强化程序；观察学习的过程。

3.简单应用：加涅的学习分类

第五章

认知学习理论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学习和记忆的信息加工过程。

2.重点了解：学习的基本阶段；促进知识的保持。

3.一般掌握：认知结构。

4.熟练掌握：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学习的基本阶段

加涅的学习 8 个基本阶段；

2.促进知识的保持

加工深度理论；多元表征；应用情境和学习情境的一致性。

3.认知结构

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三种同化模式）。

4.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陈述性知识的含义；程序性知识的表征。

考核要求

1.识记：加涅的学习 8 个基本阶段；促进知识保持的方法。

2.领会：奥苏贝尔的三种同化模式。

3.简单应用：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第六章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个体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

2.重点了解：知识建构共同体。

3.一般掌握：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中的地位；学习的建构过程。

4.熟练掌握：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

知识观；学生观；学习观。

2.个体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

个体建构主义的内容；社会建构主义的内容。

3.探究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的基本过程。

4.支架式教学

5.认知学徒制与情境性学习

考核要求

1.识记：个体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

2.领会：探究性学习；支架式教学；认知学徒制与情境性学习。

3.简单应用：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七章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及应用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创造性培养；经验学习。

2.一般掌握：人本主义的课程论；康布斯的学习理论。



3.熟练掌握：马斯洛的学习理论；罗杰斯的学习理论。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马斯洛的学习理论

马斯洛的教育目标论；马斯洛的内在学习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2.罗杰斯的学习理论

罗杰斯的意义学习概念；两种意义学习的比较；学生中心模式的教学思想。

3.人本主义的课程论

4.价值教育

价值教育的七种实施方式。

考核要求

1.识记：价值教育。

2.领会：马斯洛的学习理论；罗杰斯的意义学习；学生中心模式的教学思想。

3.简单应用：人本主义的课程论。

第八章

学习动机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了解：学习动机的情境因素。

2.一般掌握：学习动机的理论。

3.熟练掌握：学习动机的分类。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的含义；学习动机的分类。

2.学习动机的个体因素

自我决定理论的动机分类；耶基斯和多德森定律；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归因理论的

归因类型；目标定向理论的目标分类；自我价值定向的类型。

3.社会支持

考核要求

1.识记：学习动机的含义；耶基斯和多德森定律。

2.领会：学习动机的分类；自我决定理论的动机分类；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3.简单应用：归因理论的归因类型；自我价值定向的类型。

4.综合应用：社会支持。

第九章

知识建构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知识与知识观，知识学习的影响因素。

2.一般掌握：知识的分类；陈述性知识的学习；程序性知识的学习；迁移的理论与研究。

3.熟练掌握：迁移及其分类。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知识的概述

知识的概念；知识的分类；知识的影响因素。

2.知识的学习



概念的定义；概念的分类；概念的学习方式；概念转变的过程及因素；程序性知识的教

学过程。

3.知识迁移

迁移的概念；迁移的分类；迁移的理论。

考核要求

1.识记：知识的概念；知识的影响因素；概念的定义。

2.领会：知识的分类；概念的分类，概念的学习方式；概念转变过程及因素。

3.简单应用：知识迁移的概念；迁移的分类；迁移的理论。

第十章

问题解决与创造性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问题及其分类。

2.重点了解：问题解决的理论；问题解决的过程；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3.熟练掌握：创造性的含义；创造性思维的特征。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问题及其分类

问题包含的成分；问题的分类；问题解决的理论：试误说、顿悟说和问题解决的认知观

点。

2.问题解决的过程

问题解决的策略；寻求解答阶段的策略

3.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4.创造性



创造性的含义；创造性思维的特征；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考核要求

1.识记：问题包含的成分；问题解决的理论。

2.领会：问题解决的策略。

3.综合应用：问题的分类；创造性思维的特征；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第十一章

自我调节学习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自我调节学习的概念以及理论。

2.重点了解：学习策略的概述。

3.熟练掌握：自我调节学习的训练。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自我调节学习及其理论

自我调节学习的内容；自我调节学习的强化理论（过程）；自我调节学习的社会认知观

（三阶段循环模式）；自我调节学习的四个阶段。

2.自我调节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的分类；子策略的分类（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资源管理策略）。

3.自我调节学习训练

自我调节学习遵循的原则；自我调节训练的几种教学模式。

考核要求

1.识记：自我调节学习遵循的原则；自我调节训练的几种教学模式。

2.领会：自我调节学习的内容和理论；自我学习的四个阶段；资源管理策略的概念与分



类。

3.综合应用：学习策略的分类，认知策略的概念与分类；元认知、元认知策略的概念和

分类。

第十二章

品德学习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道德情感的形成及其培养。

2.重点了解：道德行为的形成及其培养。

3.熟练掌握：道德认知的发展及其培养。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道德认知的发展及其培养

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三水平六阶段）。

2.道德情感的形成及其培养

弗洛伊德人格的组成；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观点。

3.道德行为的形成以及培养

模仿学习、抗拒诱惑、赏罚控制的研究者与研究结论；利科纳的四成分道德发展模型。

考核要求

1.识记：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观点；模仿学习、抗拒诱惑、赏罚控制的研究者与研

究结论；利科纳的四成分道德发展模型。

2.领会：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三水平六阶段）

弗洛伊德人格的组成。

第十三章

有效教学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有效教学的因素模型；教学设计过程；教学目标的分类。

2.一般掌握：教学目标理论的发展与批评；教学目标的表述。

3.熟练掌握：教学模式。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有效的教学模型

卡罗尔的学校学习模型；斯莱文的有效教学 QAIT 模型。

2.教学设计的过程

3.教学目标的表述

梅杰的行为目标表述法；格兰伦德的认知目标表述法。

4.教学模式

教师中心取向的教学模式；学生中心取向的教学模式；学习共同体取向的教学模式。

（罗森赛恩等人提出了经典的直接教学过程；接受学习中先行组织者的概念；发现学习

的教学原则；探究性学习的基本环节；合作学习的基本要素；合作学习的方法）

考核要求

1.识记：卡罗尔的学校学习模型；斯莱文的有效教学 QAIT 模型；梅杰的行为目标表述

法；格兰伦德的认知目标表述法

2.领会：教师中心取向的教学模式；学生中心取向的教学模式；学习共同体取向的教学

模式。

第十四章

教学测评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掌握：教育测评与课堂测评；课堂测评的标准。

2.熟练掌握：课堂测评的类型。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教育测评与课堂测评

教育测评的定义；课堂测评的定义。

2.课堂测评的类型

3.课堂测评的标准

考核要求

1.识记：教育测评的定义；课堂测评的定义；课堂测评的标准。

2.领会：课堂测评的类型。

第十五章

课堂管理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掌握：课堂管理的基本任务。

2.熟练掌握：课堂管理的目标；学生的行为管理。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课堂管理的基本任务

2.课堂管理的目标

3.课堂管理的特殊方法

考核要求



1.识记：课堂管理的基本任务；课堂管理的目标；课堂管理的特殊方法

第十六章

教师心理

（一）课程内容要求

1.一般了解：理想教师的品质。

2.熟练掌握：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师的心理健康；教师的成长和培养。

（二）考核点（含知识和能力）及要求

考核点

1.理想教师的品质

2.教师的专业素质

专业知识（奥斯特曼的教师理论分类）、专业技能（教师的教学技能的三个方面）、专业

情意（黑尔的教师分类）

3.教师的心理健康

教师职业倦怠的概念、特征和发展历程。

4.教师的成长和培养

专家型教师与新手型教师的对比；富勒等人提出的教师成长三阶段论；专家型教师的培

养方式。

考核要求

1.识记：理想教师的品质。

2.领会：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师职业倦怠的概念、特征和发展历程。

3.简单应用:教师的成长和培养。

四、考试内容覆盖率



五、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考试时间：150 分钟（专业综合课）

试卷满分：200 分（专业综合课）

试卷题型及比例：单项选择题 20%、多项选择题 10%、判断题 10%、简答题 30%、分析

题 30%。

六、关于试卷结构及考试的有关说明

1.本考纲是根据课程标准制订的。考核知识点覆盖课程各章主要教学内容。重点章节，

考核内容的覆盖密度偏大，分值均匀。

2.考题范围不超出考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考核目标不高于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相应最



高能力层次要求。

3.“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认知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其含义

是：

识记：要求应考者能够对该知识点，如定义、名词、概念、性质等有清晰的认识，并能

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领会：要求应考者能够对该知识点，在识记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理解，清楚地知道与有关

知识点的联系与区别，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

简单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相关章节的几个知识点，解决生活与生产实践中的一般

性问题。

综合应用：要应考者能够综合运用各章节多个知识点，解决生产实践中稍复杂的一些问

题。

“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认知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的分数

比例依次约为：20%、20%、30%、30%。

4.试题的难度可分为：较容易，中等，较难；它们在试卷中所占分数比例依次大致为：

40%、5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