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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心理现象、精神功能和行

为的科学。它将心理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逐步发

展起来。在 19 世纪末，它产生了一个独特的专业，即教

育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是教育活动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

物，是探讨教育过程中学与教的心理规律的科学。迄今

为止，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仅有一百年的历史，

还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教师应该熟悉掌握教育心理学

的知识，并且能够很好的运用教学心理技巧，能更有效

的地改善教育教学。

1、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教育心理学同时具备了高等教育与心理学两个主要

方面的特征，也就是心理学作用于高等教育领域所形成

的综合效应，所以它有着两个主要方面的主要任务，一

是心理学方面的任务，主要探究在教育系统中学生学习

的本性、特征和种类，包括各类学习的步骤和要求等。

二是教育领域方面的主要任务，重点探究怎样运用学生

的学习经验及规律设计教学、改造教育体制、优化教学

体系等。

2、教育心理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应用

2.1 利用教育心理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一切智

力工作都取决于兴趣”。中国孔子也说过：“知者不如

善者，善者不如乐者”。可以看出，爱好对过程和结果

都很重要。要促使学生拥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就需要打

造一种舒适的教学氛围，这是激发学习兴趣的重中之

重。“沃森的恐惧习得实验”是心理学中一个非常著名

的实验。实验对象对噪音有强烈的恐惧反应，但对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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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和其他动物不会产生恐惧的情绪，试验结果经过

巨响与狗、老鼠的反复试验后，建立起了试验者对之

前并不感到恐惧的事物的条件反射，从而导致了被试

群体对狗、老鼠等也出现了恐惧的情绪。诸多试验说

明了人们对事物的恐惧和喜欢的应激反应是可以通过

后天习得的。例如，与初中物理相比，大学物理的难

度增加了许多，教师的教学方式也与之前的大相径庭，

以至于有些学生一时间没法适应大学的教学，进而丢

失了学习趣味。所有，老师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运

用教育心理学的知识和技巧，努力营造出一种轻松愉

快的教学氛围，还要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以此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老师们可采取以下的具体措施：①提升学生人格魅

力和语言表现，并使用丰富的、诙谐的话语和学生们展

开平等的交流。②利用多媒体，把课本中的文章和图片

采用二维和三维的方法形象而生动的传达给学生，让原

来呆板的黑板在课堂“活”起来。③强化课堂交流，倡

导课堂讨论，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积极功能。

采用上述方式，均能够有效的营造愉快的课堂气氛，并

以此培育学生的愉快心态，从而增强了物理教育过程中

的兴趣。

2.2 把教育心理学规律运用于日常教学中，加以改进

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指教师为了将教学内容教授给学生，并

使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在教学过

程中一种好的教学模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

儒学家朱熹曾说过：“凡事必有办法，后人能成。”如果

老师的家是，就没有办法去教，如果弟子的家是，就没

有办法去学”。可见，从古至今，教学方法一直都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一种好的教学方法对于教学过程有着十

分有效的促进作用，提高课堂效果。身为一名合格的教

师，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还要学习最适合和有效

的教学方法。科学的教学方法还应以心理学为指导和基

石。

例如，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大脑中的记忆和遗

忘都会依据特定的时间规律，如“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

线”（见图 1）。从条曲线可以看出，人在学习过程中对事

物的遗忘是依据某种规律的，遗忘的发展进程也并非总

是平稳的，只是人们在记忆的初始阶段遗忘的速率极快，

但后来也就渐渐放慢了，而到了比较长的时期后，人们

基本上也就不再忘掉了，这便是遗忘的基本规律，亦即

“先快后慢”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要注意这一规律，而不是只需要学生在掌握某一知

识点的同当时记住，而且还要在一段时间里不断的强化

记忆，如此才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在实施课

堂教学时，不能只想着赶课时，而是要循序渐进，打下

坚实的基础。

图1　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线

2.3 运用心理学原理，实施有针对性地教学

在高校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问题，如上课不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旷课、抄作业、考

场作弊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可能

是收到来自家庭或者社会上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受到了

朋友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恶劣的课堂环境或教师的课

堂错误造成的。综上所述，学生的种种问题都是与其学

业、生活、社会风气等相关各种因素影响的后果。如果

说我们对待学生的不良行为都是“围追堵截”，往往起不

到较好的成效，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需

要分析现象后面的病因，采取合理的干涉和疏解，方能

“治标又治本”。比如，教师针对学生作业抄袭的问题加

以研究，究竟是因为他们对教材知识点缺乏了解 ? 还是

因为作业本身对他们缺乏吸引力 ? 又或者是与学生作业

检测的方式方法上存在问题 ? 甚至有些教师在课后随意

勾了几个题目给他们做，目的也就仅仅未来应对作业检

查问题罢了，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免会彼此

抄袭。要想减少和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得提前分析

和了解其形成的原因，然后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从而

充分发挥治疗效果。综上所述，学生的行为总是有影响

其性格形成的因素，其原因不仅在学校本身，也在教师、

学生的课程内容等方面。因此，教师应善于运用教育心

理学，以此来对问题进行客观分析，而不是试图正确处

理，这往往会使学生容易形成厌学心理，进一步加剧不

良现象。

2.4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形成了“互教式”的课

堂氛围

有句古语讲的很好：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

如师。而“互教式”的教学方法恰好反映了古代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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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相长”。接下来，我先为大伙讲述了一段发现在美

洲的真实故事，能够让大伙感受到这个新教学模式的威

力。在美洲一个学校一年级的语文课上，语文教师们正

为同学绘声绘色地上课。忽然，有一个小姑娘举手表示，

并怀着忐忑紧张的情绪告知教师：“您黑板上好像有个英

文单词拼读错了。”教师扭头看了一会，才发觉果然拼

读有误。后来，这位教师当场就将错改正了过去，而不

是给自已的错找借口。她还告诫大家：非常感谢这位同

学，是她帮教师们找到了一些错误，她不仅拼写掌握得

好，同时还非常有毅力。最后，过了几十年，这个女生

成为了美国当地一个有名的女作家。每次想起这一段历

史，她就会格外感谢这位当年的高校教师，也就是这位

师长的一句话，就让她信心倍增，并凭着对自身坚持不

移的信心，终于实现了自身。而这位高校教师所采用的

正是这样方式“互教式”，即：不仅老师可以教学生，而

且学生也可以教学生和老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

首先告诫同学们：“老师演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看有

没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如果是这样，他一定要告诉

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生确实给出了很好的意见，

我也当面鼓励他们，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也促

进了他们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这真是一箭双雕。选择

这个方式的老师，必须有这样的理想：老师是公平的，

每位学生身上都有其他人或者老师所不具有的特长或者

优势。所以，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有一双“眼睛”来

发掘和识别学生的优势，赞扬和引导学生，进而请学生

去教导他人。

2.5 要做到理论研究与实际教学相结合

教育心理学是传授给教育者的一种理论知识，具有

抽象性和理论性的特点。教育工作者必须了解教育心理

学的研究对象、探索方法和发展方向的理论知识，并积

极地将其应用到实际的教育管理中。把各种抽象的教育

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在现实中设计教学，传播科学

知识，了解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教育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也与其他科学领域的研

究方法相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强调

采用观察、调查访谈、自然实验、实验室实验等方法。

更符合学校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教师经常观察、访问、

掌握和分析学生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趋势，从而加快对德

育教学理念影响下学生心理活动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规律

的认识。例如，在课堂上，我们应该首先选择那些可以

得到国家学生资助基金的学生。他们应该穷，努力学习，

等等。经过学校干部的介绍和筛选后，教师还必须注意

学生的心理反应和心态，及时询问一些学生的意见，了

解他们的实际感受和想法。并分析这一结果是否被认为

是平等、正确和开放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安抚一些贫

困生的感情，保护他们的自尊和精神感情。

2.6 在传统理论和客体基础上，提供许多新颖的理论

教学方法

大学生在很多方面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教师不应

该习惯性地用过去的教育经验，用一成不变的教育规则

来约束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任何家庭、任何学历背景

的学生。

教学倡导“因材施教”，为每一位同学打造适合其的

学习环境，提出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因此，教师需要掌握学生的特点、动机、能力和行

为，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教育才能充分发挥教育

的作用。

各种教学方式对不同课程、不同教学起了哪些作用，

而教师如何通过教学方法的配合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也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动手作业的教学方式，对

物理、电子工程等实践性强的学科来说或许比较管用，

而对文化、语言等学科来说则或许没有效果。但就同的

课程，对不同的学科而言，同一类教学方式的效果又或

许差别很大。比如，英文口语、听觉的教学方式或许是

角色演出之类，但对于综合翻译、精读则较难采用这些

教学方式。同样，不同的老师也有自己的一种教学方式。

对于学生而言也是这样，一些学生愿意自己找到问题，

所以探索性的方式更有利于这种学生，但是对一些不爱

动脑筋，愿意教师告知自己方案，以便按部就班的进行

的孩子而言，这个方式就不理想了。

有时老师的指导被学生认为是老生常谈和老生常谈。

受孟妈妈“学而不学，弄坏机器”的启发，我对学生实

施了“挫折”教学。通过事实案例来教育学生。例如，

一个大学生平均每年的学费是 12000 元，四年接近 50000

元。一些学生认为他们毕业后一个月能挣 2000 元以上，

有些超过 3000 元，有些超过 5000 元。我用经济学计算学

生在工作之余的生活费用，如衣食住行。结果表明，一

般情况下，我可以在毕业后的 8 年内赚够四年的大学费

用。但这样的数据分析显然比“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的劝说更有说服力。

2.7 提高教师心理教育能力的培养

教育心理学中心理现象的基本规律就是指导学生如

何学习，教师如何进行教育。因此，教师成为教育心理

学的另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当然，这对教育的有效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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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的教学

素养得到了提示，可是学生自己的学习成绩却没有增长；

老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并且对自己的工作很是负责，

而学生却不听教诲。作为一名数学家，他的数学知识水

平高，心理素质强。他在数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

成绩，但他需要教学，而且效益不是很好。

这一切都表明了，要做好一个教育工作者，光有上

述素养还不行，必须有一个从事教师职业的人特殊的教

育素养。

这些素质是指教育教学能力，尤其是心理教学能力。

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是学校教学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是指合理地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心理功

能，开发心理潜能，发展个人心理能力。

教师一旦拥有了使用心理学进行教学的能力之后，

就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素养，以此来丰富学生。也就是

说，教育心理学就是要从学生的内心深处出发，对学生

进行教育，完善学生的整体素养。与之相反，不运用教

育心理学就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甚至会耽搁学生

的发展。因此，“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3、结束语

高等教育是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的，因教学

对象的高级性质、教学内容的专业性教育及其内容上的

多样化，使得其在教学方法上根本不同于一般义务教学，

和其它的通俗教育。因此，现如今的高校教师们要熟练

掌握和运用教育心理学，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培

育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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