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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教育心理学》考试说明

注：本考试说明仅作为 2026 年普通专升本考生复习参考，最终以当年公布的考
试说明为准。

一、科目简介

《教育心理学》考试内容包括教育心理学概述、学习理论、学生的心理发展、

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学习与学习策略、品德的形成、教

师心理、教学设计与实施、教学评价等。按照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进行考

查。

二、具体内容与要求

（一）教育心理学概述

1.了解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及其发展趋势。

2.掌握教育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与研究原则。

（二）学习理论

1.学习概述

（1）掌握学习的概念与内涵。

（2）了解学生学习的特点。

2.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1）掌握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相关概念。

（2）理解行为主义学习论的主要观点。

（3）理解社会学习理论、自我效能论的主要思想。

3.认知学派学习理论

（1）掌握认知结构、发现学习、先行组织者的概念。

（2）了解认知学派学习理论的发展历程。

（3）掌握有意义学习的实质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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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加涅提出学习的八个阶段理论。

4.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1）了解生成学习、支架式教学、随机通达教学、抛锚式教学的概念。

（2）理解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

（3）理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当今教育实践的启示。

5.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1）了解罗杰斯“知情统一”的教学目标观、有意义的自由学习观。

（2）理解人本主义学生中心的教学观。

（3）了解库姆斯的全人教育思想。

（三）学生的心理发展

1.学生的认知发展

（1）掌握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维果斯基的心理发展观。

（2）了解注意、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的概念、分类及不同学段年龄特

点。

（3）掌握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概念、特点及其培养途径。

2.学生的情感和个性发展

（1）掌握情绪情感的概念、分类与不同学段情绪发展特点。

（2）了解性格、气质、自我概念、自我意识、自尊的概念。

（3）了解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4）掌握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3.学生的个体差异

（1）了解智力、学习风格、认知风格的含义。

（2）掌握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及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四）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1.掌握学习动机的概念及其构成成分。

2.理解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

3.了解动机的有关理论。

4.掌握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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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知识的学习

1.了解知识的含义、分类及其表征方式。

2.了解知识概括与知识理解的实质。

3.掌握迁移的概念及其分类。

4.掌握主要迁移理论。

5.掌握教学中促进学习迁移，实现为迁移而教的策略。

（六）技能的学习与学习策略

1.了解技能的概念、特征、分类及作用。

2.理解动作技能、心智技能形成的实质及其有关形成阶段模型。

3.掌握学习策略的概念、分类及特征。

4.了解学习策略教学的原则。

（七）品德的形成

1.掌握品德的概念及其心理结构。

2.掌握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3.了解品德的内化过程。

4.理解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的培养方法。

5.掌握学生不良行为的矫正方法。

（八）教师心理

1.教师的角色与专业品质

（1）了解教师承担的角色及各角色的任务。

（2）掌握教师专业品质的结构。

2.教师的专业成长

（1）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理论。

（2）理解专家型教师的主要特征。

（3）掌握教师专业成长的途径。

3.教师的心理健康

（1）了解教师心理健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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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教师常见的心理冲突。

（3）掌握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策略。

（九）教学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与教学策略

（1）理解教学设计的含义、依据及其基本程序。

（2）了解设置教学目标的意义、表述方法及其要求。

（3）了解教师中心取向的教学策略、学生中心取向的教学策略。

（4）了解基于问题的学习、合作学习的基本要素，适用对象及其开展模式。

2.课堂管理

（1）了解课堂管理、纪律、规则的含义。

（2）理解不同年龄阶段课堂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3）了解鼓励学生投入学习和处理纪律问题的具体方法。

（十）教学评价

1.了解教学评价的含义及发展趋势。

2.掌握关注学生发展的教学评价的常见方法。

3.了解标准化测验的定义、类型及其功能。

4.了解标准化测验的优点和不足。

三、考核形式与参考题型

（一）考核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时间 90 分钟，满分 150 分。

（二）参考题型

考试题型从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辨析题、简答题、

论述题等类型中选择，也可以采用其他符合本科目考试要求的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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