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招聘教师考试用书

教育心理学·小学
（第４版）

【适用于招聘小学教师考试】

云南省现代教育评估中心　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教育心理学小学／云南省现代教育评估中心编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０１５重印）
　　招聘教师考试用书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０１２０－５

　　Ⅰ．①教… Ⅱ．①云… Ⅲ．①教育心理学—小学教师
—资格考核—自学参考资料 Ⅳ．①Ｇ４４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０）第０９８６２７号

　　　教育心理学·小学 （第４版）
　 云南省现代教育评估中心　编

策划组稿：张丽华

责任编辑：张丽华　李　红
封面设计：丁群亚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１５７５
字　　数：２９０千
版　　次：２０１０年６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５年４月第５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０１２０－５
定　　价：３０００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１８２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６５００９１）

发行电话：（０８７１）６５０３３２４４　６５０３１０７１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ｕｐ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ｙｎｕｐｃｏｍ



前　　言

在教师的整个教育生涯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展开着这样的专业活动：研究

“教”、研究 “学”、研究 “教”与 “学”的配合、研究 “教”向 “学”的转化，只要

是对教育有良知的教师都会如此。与这样的专业活动相通且关系极为密切的一门学科，

就是教育心理学，因为教育心理学的全部研究基本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研究学生有效

“学”的基本规律，二是研究教师如何有效 “教”的基本规律。教育心理学对教师及其

工作的具体意义表现为：第一，有助于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提高自我教育的能力；第

二，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当新教师进入教育岗位后，结合自己的工

作实践的研究，尤其是对教育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教育心理学

理论指导下教育工作质量得到提高、教师自身专业水平得到提升，而且丰富或发展着教

育心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专业化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是在 “实践———学习———

研究”的互动中同步发展。显然，教师聘用选择加试教育心理学学科的考试，不只是为

了实现选拔的功能。

本书中每一章内容均由知识线索、考核目标、学习内容、例题及其答案解析组成，

以便于读者通过阅读本书，既可以加强对相关知识点的学习和理解，也可以把握出题的

规律。借此，衷心希望本书能为广大考生复习备考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本书的编写者及其分工如下：周萍负责第六章和第七章，段若荧负责第一章、第二

章、第五章，周波负责第三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颜兰负责第八章、第九章、第十

章，廖峻负责第四章，并负责部分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全书由周萍统稿。本书再版

时，颜兰、周萍老师作了部分修改。第３次出版时，由颜兰老师对各章内容作了较大调
整、增删，并补充了部分巩固练习题，增加了两套自测试题。第４次出版时，颜兰老师
对各章节的文字作了一些删节，并增加了部分新常态下的教育心理学前沿知识理论。我

们热忱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由云南省现代教育评估中心专家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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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目标

熟记学习的定义；

描述学习的类型；

列举学习理论的派别；

阐述各种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复述心理发展的含义；

分析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

阐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动力；

概述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阶段特征；

概括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阐述学习与心理发展的理论。

第一节　学习概述

一、学习的实质

（一）学习的定义和特征

１学习的定义
在教育心理学中，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

措辞给予其不同的定义。从广义上说，学习包括了从低等动物到人类在后天生活过程

中，通过活动、练习，获得行为经验的过程。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定义是：学习是由经验

引起的比较持久的行为变化。这一界定指出了学习的定义至少涉及三方面的内容。

２学习的特征
第一，学习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一种对环境的现象，无论是低级动物或高级动物还是

人类，在其整个生活中都贯穿着学习。

第二，学习是 “由经验引起的”。

第三，学习是 “比较持久”的行为变化。

第四，学习表现为个体行为或行为潜能的变化。

（二）人的学习

人的学习，无论在内容上、方式上及性质上都与其他动物有重要的区别。

第一，从内容上看，动物的学习，仅仅是掌握个体经验，而人的学习，不仅是掌握

个体经验，更重要的是以个体的形式掌握社会的经验。

第二，从方式上看，动物的学习主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人的学习是在社会的传

递下，以语言为中介而实现的。

·２· 教育心理学·小学



第三，从性质上看，人的学习是自觉的、有目的的、积极主动的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的学习即狭义学习可以定义为：学习是在社会生活实践

中，在社会传递下，以语言为中介，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掌握社会的和个体的经验的

过程。

（三）学生的学习

人的学习与学生学习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学生的学习是人的学习的一种特殊

形式，与动物、成人的学习和科学家的发明有本质区别。学生的学习既与人类的学习有

共同之处，但又有其特殊性。

第一，学生的学习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不同，是以掌握间接经验为主的

过程。

第二，学生的学习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

第三，学生的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

第四，学生的学习具有多重目的性。

综上所述，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掌握系统的

科学知识和技能，发展各种能力，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与道德品质的过程。

二、学习的类型

（一）按学习内容分类

美国心理学家加涅 （ＲＭＧａｇｎｅ）将学生学习的内容分为五类：
１智慧技能学习
２认知策略学习
３言语信息学习
４动作技能学习
５态度学习
（二）按学习性质分类

加涅根据学习活动的性质由简单到复杂，学习水平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把学习分

成八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层级结构。这八类学习依次是：

１信号学习
２刺激—反应学习
３连锁学习
４言语联结学习
５辨别学习
６概念学习
７规则或原理学习
８解决问题学习
事实上，加涅的这种学习分类系统几乎概括了心理学家所研究的一切学习类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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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括了低级的动物的学习，也包括了高级的人类的学习。

（三）按学习方式分类

奥苏贝尔 （ＤＰＡｕｓｕｂｅｌ）的学习方式分类是对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的认知学习所进
行的分类。奥苏贝尔从两个独立的维度把学习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机械学习和有

意义学习。

接受学习是指学习的内容以定论的方式传授给学习者，学习者不需要任何独立发

现；发现学习是指要学习的内容不是传授的，而是在学习者能把这种学习内容同化到其

认知结构以前由学习者发现的；机械学习指任意的或字面的联想的获得，是在学习材料

不能与原有认知结构建立非人为的和实质性的联系时出现的；有意义学习是指学习材料

以非人为的和实质性的方式与学习者的原有知识联系起来的学习。

（四）我国学者的分类

潘菽把学习分为四类：①知识的学习；②运动和动作技能的学习；③智力技能的学
习；④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学习。

冯忠良等人将学生的学习分为三类：①知识的学习，是通过一系列的心智活动来接
受和占有知识，在头脑中构建起相应的认知结构；②技能的学习，是通过学习或练习，
建立合乎法则的活动方式的过程，有心智技能学习和操作技能学习两种；③社会规范的
学习，是把外在于主体的行为要求转化为主体内在行为需要的内化过程。

第二节　学习理论

一、联结派学习理论

（一）试误说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桑代克 （ＥＴｈｏｒｎｄｉｋｅ）是联结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他把人
和动物的心理过程，特别是学习过程，定义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认为知识和技能

是通过尝试———错误———再尝试这样一个试误过程习得的。

桑代克通过大量实验提出了他的学习理论。首先，学习就是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建立

联系，这种联系他称之为联结。其次，学习是不断地尝试错误而最后取得成功的过程。

再次，动物没有记忆，没有思维，没有观念，动物只能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建立联系，而

不能在观念之间建立联系。这一思想对后来的行为主义有重要影响。最后，桑代克提出

了著名的学习定律以解释联结形成的规律。这些定律分别是练习律、效果律、准备律。

１练习律
所谓练习律是指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系因不断使用而得到增强，因练习的中断或不

练习而削弱。后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简单的重复并不能增强刺激与反应间的联结强

度，但练习的结果在联结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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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效果律
所谓效果律是指针对刺激的反应因受到奖赏而使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得到增强，

因受到惩罚而使这一联结削弱。这一定律暗含的一个思想是，奖赏和惩罚在改变联结强

度中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后来，在新的研究事实基础上，桑代克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

通过奖赏来改变联结较之通过惩罚来改变联结更普遍、更直接。

３准备律
所谓准备律是指有机体准备作出反应时，让其作出反应会使其产生满意的结果，不

让其作出反应会产生不满意的结果，当有机体不准备作出反应时，强迫其作出反应也会

产生不满意的结果。

（二）条件作用说

１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作用学说
巴甫洛夫 （ＩＰａｖｌｏｖ）是俄国生理学家，在对狗的消化腺研究中偶然发现了条件作

用现象。其形成的实质与过程是条件刺激与无条件刺激多次配对呈现后，条件刺激能引

发条件反应。在条件作用形成后，若反复呈现条件刺激，而不配之呈现无条件刺激，则

条件反应趋向于消退。在条件作用形成后，有机体会对与条件刺激相似的刺激作出条件

反应，这一现象被称为条件作用的泛化。而有机体只对条件刺激作出条件反应，对与之

类似的刺激不作出条件反应的现象被称为条件作用的分化。

２斯金纳的操作条件作用学说
斯金纳 （ＢＦＳｋｉｎｎｅｒ）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集大成者。斯金纳把行为作为心理

学的研究对象。在研习巴甫洛夫经典条件作用理论的基础上，斯金纳进一步区分了两类

行为。一类叫应答行为，指对刺激作出的不由自主的行为，这类行为是巴甫洛夫经典条

件作用研究的对象。另一类行为叫操作行为，是由有机体主动作出并能作用于环境的行

为。斯金纳研究的就是这类行为的学习。

（三）观察学习说

心理学家班杜拉 （ＡＢａｎｄｕｒａ）是观察学习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主要关注人的学
习，尤其是社会行为的学习。他根据自己所进行的一系列经典研究，提出了以观察学习

为基础的社会学习理论，促进了联结派学习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

班杜拉以儿童的社会行为的习得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验研究，提出

了以观察学习为核心的社会学习理论。观察学习是个体只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别人的

行为表现即可获得的学习。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是人的学习的最重要的形式，人的社

会行为和思想、情感不仅受直接经验的影响，更多地受通过观察进行的间接学习即观察

学习的影响。人后天习得行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个体的直接实践活动，这是

直接经验学习；另一种是间接经验学习，即通过观察他人行为而学习，这是人类行为的

最重要来源。建立在替代基础上的间接学习模式是人类的主要学习形式。

班杜拉虽然不否认试误学习或直接经验的作用，但他反复强调，人类的许多行为都

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而习得的。人类习得的许多东西，如语言、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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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情感等，很难用试误学习来解释，而用观察学习来解释则很容易说得通。

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包含四个子过程：

１注意过程。
２保持过程。
３动作再现过程。
４动机过程。

二、认知派学习理论

（一）顿悟说

苛勒 （ＷＫｏｈｌｅｒ）反对桑代克的学习试误说，他用黑猩猩做了一系列试验，由此
得出结论：学习的过程就是顿悟的过程。顿悟就是领会到自己的动作为什么和怎样进

行，领会到自己的动作和情境，特别是和目的物之间的关系。学习必须以对整个问题情

境的突然领悟为基础，动物的学习是如此，人的学习更是如此。

与苛勒持相同观点的理论家统称为格式塔学派。“格式塔”是 “Ｇｅｓｔａｌｔ”一词的音
译，含有整体结构的意思，亦可译为 “完形”。格式塔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整体的性质

不取决于其个别的元素，相反，局部的过程取决于整体的内在特性。

格式塔学习理论关于学习本质的理论要点是：

第一，从学习的结果来看，学习并不是形成刺激—反应的联结，情境中所有刺激都

是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新的完形。学习情境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刺激，但学习者能

够发现各个刺激间的相互关系和意义。也就是说，学习者注意到的并不是单个的刺激，

而是通观全局，从总体上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从学习的过程来看，首先，学习是头脑里主动积极地对情境进行组织的过

程，这种组织的方式遵循着知觉的规律。学习通常是从一种混沌的模糊状态转变成一种

有意义的、有结构的状态，这就是知觉重组的过程。知觉重组是学习的核心。其次，学

习过程中知觉的重新组织，不是渐进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而是突然的顿悟，因此，学

习不是一种盲目的尝试，而是由于对情境顿悟而获得的成功。

（二）认知发现说

布鲁纳 （ＪＳＢｒｕｎｅｒ）是美国当代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和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反对
以Ｓ—Ｒ联结和对动物的行为习得的研究结果来解释人类的学习活动，而是把研究的重
点放在学生获得知识的内部认知过程和教师如何组织课堂教学以促进学生 “发现”知

识的问题上，他的认知—发现理论是当代认知派学习与教学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

布鲁纳学习理论有以下主要观点：

１学习的实质是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２学习包括获得、转化和评价三个过程
布鲁纳认为学习每一门学科都包括三个过程，即新知识的获得过程、知识的转化过

程及知识的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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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知识的获得过程。它是指个体运用已有的认知经验，使用新输入的信息与
原有的认知结构发生联系，理解新知识所描绘的事物或现象的意义，使之与已有的知识

建立各种联系。新知识可能是对学生以前知识的某种精练。无论新旧知识关系如何，对

新知识的理解都会导致对旧知识的理解的进一步加深。

（２）知识的转化过程。它是指对新知识进一步分析和概括，用获得的新知识对原
有的认知结构进行重构，运用外推、内推或转换的方法，获得超越给定信息的更多的信

息，以适应新的任务。转化的目的在于推导出更多的知识，其实质是对新知识所描述的

现象或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类别化 （归类），并从与之发生相属关系的类别的相应规

则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３）知识的评价过程。这个过程是指对新知识的转化过程和结果的检阅和验证。
通过评价可以检查我们对新知识的分类是否正确，运用推导出的信息解决问题是否合

适，以及新形成的认知结构是否合理。因此评价常常是对新知识合理性的判断。

３发现学习是学习的最佳方式
布鲁纳认为，学习知识的最佳方式是发现学习。所谓发现学习，是指学生利用教材

或教师提供的条件自己独立思考，自行发现知识，掌握原理和规律。布鲁纳认为，尽管

学生所学习的知识都是经过人类长期的实践已经知晓并证明了的事物，但是学生依靠自

己的努力独立地认识和总结出原理、规律，那么对学生而言，这仍然是一种 “发现”。

在他看来，学生的这种发现和科学家在科学研究领域里对人类未知的现象、规律进行探

索而获得的对新知识的发现，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把现象进行重新组织转换，超越现

象本身，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进行类别组合，从而获得新的编码系统，得到新的信息或

领悟。

布鲁纳认为发现学习具有如下特点：

（１）发生较早。
（２）发现学习的内容是尚无定论的实际材料，而不是现成的结论，学生不能通过

教师或教科书所讲的内容来获得知识，找出规律和原理，而必须是独立地分析事物的各

种属性和联系，发现其中的规律和原理。

（３）学习的过程较为复杂，这需要学生自己对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加以重新组织、
转换，使之与已有的认知结构发生联系，提出种种假设并加以检验，将新的发现纳入认

知结构中或重构已有的认知结构。

（三）认知接受说

奥苏贝尔 （ＤＰＡｕｓｕｂｅｌ）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认知派教育心理学家。他致力于课堂
教学中学生对言语材料学习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认知—接受学习理论。这一理

论对有意义接受学习的过程与类型、知识的记忆和遗忘、学习的组织原则以及在教学中

运用 “先行组织者”的方法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在教育界和心理学界享有盛誉。

１有意义学习
奥苏贝尔认为，所谓有意义学习，是针对机械学习而言的。它是指在学习知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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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实质性和非人为性的

联系的过程。所谓实质性联系，是指新符号或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观念能与学习者认知

结构中已有的表象、有意义的符号、概念或命题建立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联

系。非人为性的联系，是指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的有关观念表象建立的是

符合人们所理解的逻辑关系上的联系，而不是一种任意附加上去的联系。

任何学习，只要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的联系是实质性的、非人为性的，都是有意义

的学习过程。划分机械学习与有意义学习的两条标准是：①新的知识与学生原有的认知
结构是否具有实质性联系。②新旧知识之间是否能形成非人为性的联系。任何机械学习
都不具备实质性和非人为性这两条标准。

奥苏贝尔进一步提出，进行有意义学习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

（１）学习材料本身必须具备逻辑意义。材料的逻辑意义是指学习材料本身与人类
学习能力范围内的有关观念可以建立非人为性和实质性的联系。

（２）学习者必须具备有意义学习的心向。所谓有意义学习的心向，是指学习者能
积极主动地在新知识与已有适当观念之间建立联系的倾向性。

（３）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必须有同化新知识的原有的适当观念。
奥苏贝尔认为认知结构是影响学生知识学习的最重要因素。认知结构对有意义学习

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原有知识的可利用性、新旧知识间的可辨别性以及原有知识的稳定性

和清晰性。可利用性是指学习者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存在可以与新知识发生意义联系的适

当观念，这些观念对理解新知识的意义起着固定作用，即为新知识与原有认知结构之间

提供一个契合点，使新知识能固着在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进而与认知结构中的其他有关

的观念联系起来。新旧知识间的可辨别性是指新学习的材料与原有的起固定作用的知识

间的可分化程度，如果新旧知识之间差异很小，不能互相区别，那么新旧知识间就极易

造成混淆，新知识就会被原有的知识取代或被简单地理解成原有知识，而失去它所内含

的新意义。原有的起固定作用的知识的稳定性和清晰性是指学生对原有知识的理解是否

明确无误，是否已经巩固。如果学生原有的知识意义模糊，似是而非，或者掌握得不熟

练，它不仅不能为新学习的知识提供有力的固着点，而且会在新旧知识间造成混淆。

奥苏贝尔认为，只有同时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才有可能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２接受学习
多少年来，人们往往把接受学习作为批评的对象，认为接受学习必然是机械学习，

发现学习必然是有意义的学习。奥苏贝尔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有意义

学习与机械学习、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学习进行的划分，这是两个互

相独立的维度，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发现学习等同于有意义学习，把接受学习等同于机械

学习，这是毫无根据的。无论是发现学习还是接受学习，都既有可能是有意义的，也有

可能是机械的。

接受学习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者接受事物意义的学习。在接受学习中，所要学

习的内容大多是现成的、已有定论的、科学的基础知识，包括一些抽象的概念、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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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等，通过教科书和老师的讲述，用定义的方式，直接向学生呈现。因此，教师给学

生提供的材料应该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有组织的、有序列的、完整的形式，学生接受的

是最有用的材料。

３先行组织者
奥苏贝尔认为影响接受学习的关键因素是认知结构中适当起固定作用的观念的可利

用性。因此，他提出了 “先行组织者”的教学策略。所谓的 “先行组织者”是先于学

习任务本身呈现的一种引导性材料，它的抽象、概括和综合水平高于学习任务，并且与

认知结构中原有的观点和新的学习任务相关联。因此，老师在刚开始讲课时的广泛性陈

述，可以帮助学生在新知识和先前的知识间建立联系。奥苏贝尔曾研究过先行组织者对

学习有关钢的性质的材料的影响。实验组学生在学习该材料之前，先学习了一个 “先行

组织者”，强调了金属和合金的异同、各自的利弊和冶炼合金的理由。控制组学生在学

习该材料之前，先学习了一个有关炼铁和炼钢方法的历史说明以提高学习兴趣，但没有

提供可作为理解钢的性质的观念框架的概念。结果两组学生在学习钢的性质的材料之

后，实验组的平均成绩高于控制组。先行组织者对教学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传统教学

中，学生对教材进行机械学习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在还没有具备起固定作用的先前知识

时，教师就要求他们学习某种新内容。由于学生认知结构中还没有可以与新教材建立联

系的有关观念，因而使得教材内容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学习新内容时，教师要给学生

提供有助于新内容理解的 “先行组织者”。

三、当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认识论和学习理论在教育研究
领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尽管以往的认知主义与联结主义在学习本质上存在根本分

歧，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客观主义的，所不同的是联结派认为学习是通过联结把握客体意

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信息加工把握客体意义。

建构主义则是与客观主义相对立的，它强调，意义并不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对事物

的理解不是简单地由事物本身决定，个体的知识是由人建构起来的，是人在原有的知识

经验基础上来建构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理解。不同的人由于原有经验的不同，对同

一种事物会有不同的理解。学习是积极主动的意义建构和社会互动过程。教学并不是把

知识经验从外部装到学生的头脑中，而是要引导学生从原有的经验出发，建构起新的经

验，而这一认知建构过程常常是通过参与共同体的社会互动来完成的。

（一）知识观

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它并不是问题的最终

答案，相反，它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被 “革命”掉，并随之出现新的假设，如

“地心说”被 “日心说”取代。

知识并不能精确地概括世界的法则，在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并不是把知识

拿来一用就灵，而是需要针对具体情境进行再创造。

·９·第一章　学习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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