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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心理学概述

一、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教

育系统中学生的学习及其规律的应用，具体包括学生心理、教师心理、学习心理和教学心理。

（一）学生心理

学生心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有学生的认知发展、学生的情感和个性发展、学生的个体差异

（智力差异、学习风格差异、社会文化背景与性别差异）。

（二）教师心理

教师心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有教师的角色与特征、教师的专业品质、师生互动、教师的成

长与培养、教师的成长和培养的途径、教师职业倦怠。

（三）学习心理

学习心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有学习及其分类、学习与脑、学习理论、知识的学习、技能的

学习、问题解决与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学习策略与促进、品德的形成与培养。

（四）教学心理

教学心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有教学设计、课堂管理、学习评定。

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任务

教育心理学是心理科学与教育科学相交叉的产物，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具有双重任务。

首先，作为心理学科的根本任务在于研究、揭示教育系统中学生学习的性质、特点、类

型，以及各种学习的过程及条件，从而使心理学科在教育领域中得以向纵深发展。

其次，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其根本任务在于研究如何应用学生的学习及其规律，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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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教育体制、优化教育系统，以提高教育效能、加速人才培养。解决教育系统这些

方面的问题是所有教育学科的共同任务，教育心理学这门学科的主要任务则在于解释依据有

关学生学习的规律性知识去组建及优化教育系统所必需的心理学原则。

三、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观察法

观察法比较容易操作，能收集到第一手资料，适用于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了解和研究

学生的心理活动。但是，观察的结果常常不能得到精确分析，容易受到主观兴趣的影响。因

此，应用观察法时，研究者必须熟悉所研究的教育过程及其中的心理现象，并有一定的工作

训练。

（二）调查法

教育现象错综复杂，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有针对性地收集先前资料，以便把握好研究方向。

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调查可以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常见的调查方式有问卷法、访谈法、个

案调查和文献分析法等。运用调查法要求样本的选择要适当，要依据科学的抽样方法，对结

果的分析也要求有系统化的处理。

（三）实验法

实验法可以分为自然实验和实验室实验。按照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又可以分为教育

实验与教学实验。教育实验研究的是学生个性、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培养中的心理学问题；教

学实验是研究各科教学中的心理学问题。

实验研究往往需要对实验情境进行人为的处理，这会妨碍研究结果的推广。另外，教育

领域的影响因素复杂多变，研究者往往很难对无关变量进行有效的控制。

（四）教育经验总结法

教育经验总结法是依据教育实践所提供的事实，按照科学研究的程序，分析和概括教育

现象，解释其内在联系和规律，使之上升为教育理论的一种教育科研方法。该方法一般具有

选择研究对象、收集材料、计划与实施、经验概括和总结成果等几个步骤。教育经验总结法

能够促进教育实践者的自我反思，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思

想素质、业务素质和教育科研水平。

四、教育心理学的历史发展

（一）教育心理学的起源

早在 1531年，琼·魏斯特的著作中就出现了“教育心理学”一词。

1.19世纪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普及文化教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愈来愈受到人的

注目。当时，一些教育家逐渐认识到，心理学知识对教育工作者是十分必要的。

2.19世纪心理科学的发展

19世纪，心理科学获得了划时代的发展，为教育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分支，从母体学

科中分离出来提供了可能。1868 年，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出版了《教育人类学》一书，对

当前的心理学发展成果进行了总结。

3.实验教育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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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来教育心理学研究中测验与实验的应用，儿童身心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过程

1.初创时期（20世纪 20年代以前）

（1）1806年，赫尔巴特出版了《从教育目的引出的普通教育学》一书，后被简译为《普

通教育学》，提出了教学的“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形式阶段。1835年，赫尔巴特

又出版了《教育学讲授纲要》一书，对上述一系列教育学心理思想做了补充。19世纪中叶，

他的学生将四个形式阶段扩展为“准备、提示、联想、系统、方法”五个阶段，即后来在欧

美普通教育中很流行的“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

（2）1868 年，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出版了《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一书，

对当时心理学发展成果进行了总结，乌申斯基因此被称为“俄罗斯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3）1877年，教育学和心理学家卡普捷列夫出版了俄国第一部以“教育心理学”命名

的书籍——《教育心理学》。

（4）1903 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问世，这是西方第一部以“教育

心理学”命名的专著。1913-1914 年， 他又把此书发展成为《教育心理学大纲》三卷本，

分别为：

①人类的本性；

②学习心理；

③个别差异及其原因。

这部著作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础。桑代克创建了教育心理学的完整体系，从而使

教育心理学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2.发展时期（20世纪 20~50年代末）

20年代：吸取儿童心理学和心理测验方面的成果；行为主义占优势，强调客观性，重

视实验研究。

30年代：维果茨基的文化发展论、内化说。

40年代：弗洛伊德重视情感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的作用，理论广为流传。

50年代：教学与教育实际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学科心理学获得大量成果，程序教学和

教学机器兴起，信息论思想被许多心理学家接受，影响改变了教育心理学的内容。

3.成熟期（20世纪 60~70年代）

这一时期，西方教育心理学比较注重结合教育实际，注重为学校教育服务。如 60年代

初布鲁纳的课程改革运动、罗杰斯“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张等。还有苏联赞可夫的“教学与

发展”实验研究、列昂节夫与加里培林的学习活动理论等。

60年代：

布鲁纳：课程改革运动。

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潮，以学生为主，教师只是“方便学习的人”。

70年代：

奥苏伯尔：有意义学习的条件、意义的获得与保持的进程。

加涅：系统总结了已有的学习研究成果，对人类的学习进行系统分类，并阐明了不同类

型学习的内部与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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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时期（20世纪 80年代至今）

教育心理学理论流派的分歧越来越小。一方面，认知派理论和行为派理论都在吸收对方

合理的东西，两派都希望填补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另一方面，东西方心理学相互吸收互补。

顺口溜：

教心发展有三老：卡普七七是最早，小桑命名建体系，乌申把人当对象。

行为 20占优势，维果 30独文内，杜威实用做中学，小弗 40重感情。

50内容大变化，60小布来改革，小罗学生是中心，奥苏学习有意义，

加涅分类明内外。80分歧日渐小，认知行为互补忙。

（三）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趋势

（1）研究趋向日益全面，关注教与学两方面的心理问题。

（2）关注影响教学的社会心理因素。

（3）注重实际教学中各种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研究。

（4）年龄特点、个别差异、测量以及个别化教学研究继续受到关注。

（5）更为关注学习者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学习的内在过程与机制。

（6）开始研究电子学习的规律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使教育心理学可以跟上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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