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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习是人类最有意义的基本活动，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延续
、进步和发展。
化学作为一门研究物质及其变化的科学，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分化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和交叉
，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如材料化学、能源化学、环境化学、药物化学、工业化学、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量子化学、地球化学、宇宙化学等。
目前化学已经成为一门中心学科。
以化学为中心形成的化学学科群成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人类
社会现在和将来的基本需要起到重要作用。
而对于相关学科，如生物、物理、地理等，化学也成为学习这些学科的支架。
无论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在大学阶段，化学学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以及
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成为人类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化学学习是在特定环境下引起特定行为变化的一种学习，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对于化学学习，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成果使人们对化学学习过程的认识不断深化，但是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各教育心
理学流派在研究教育理论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行为主义理论、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社会交互
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没有学科化，教师在实际化学学习及教学应用中遇到较大困
难，由于没有将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与化学学习内容和过程相结合，化学学习的研究成果在化学学习中
难以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
第二，关于化学学习的研究成果比较零散，不够系统，理论基础比较薄弱。
因此，目前的研究仍需要将教育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与化学学科内容相结合，对化学学习的
具体过程进行系统、深刻的分析与解释，从宏观与微观层次描述化学学习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规律，形
成一种直接来源于化学学习事实的、能够从整体上描述化学学习过程和揭示化学学习规律的理论，作
为化学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研究的基础。
因此，探索和建立化学学习的理论体系就显得极为迫切。
　　本书将教育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化学学科学习事实相融合，以案例为载体，系统介绍了化学
学习的基本内容、认知结构、目标、策略、过程、模式、条件等内容。
全书共分为11章，分别为化学学习的基本内容、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与化学学习、早期认知学习理论一
格式塔一场论以及对化学学习过程的认识、建构主义下的化学学习、化学学习的认知结构及其建构、
奥苏贝尔认知同化理论与化学学习、化学学习过程、化学学习目标、新的化学学习模式、班杜拉社会
学习理论、学习理论的研究热点。
　　参加本书编写的主要成员有周青、胡佳妮、赵英敏、申妮、邢丽娟、刘亚转、郭静、徐盼盼、田
红、姚林娜、倪俊超、王晓、张小玲、陈伟、杨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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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学习论》基于化学学科的知识特点，以教育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以提高化学教育类硕士研
究生的教育理论水平和科学研究意识与能力为主旨，对化学学习的基本内容、认知结构、目标、策略
、过程、模式、条件进行了系统分析与阐述。
全书由11章内容构成，突出了“化学学习事实与教育心理学理论有机结合”的特点。
以镶嵌式配以大量的案例，通过理论介绍与案例的评析，帮助读者从学习理论的角度认识、理解化学
学习的本质与化学学习的机制等。
　　《化学学习论》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化学教育类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也适合从事化学教育研究和
化学教学的相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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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与提取信息第三节 化学学习过程一、化学学习过程的概述二、化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三、化学技
能的学习过程第四节 信息加工学习原理一、信息流是行为的基础二、人类加工信息的能量是有限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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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概述一、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二、罗杰斯的自我理论第二节 罗杰斯的学习观与化学学习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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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自我效能感理论一、自我效能感的内涵二、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因素三、自我效能感的功能四、
自我效能感的培养途径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学习理论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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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分解练习阶段和整体练习阶段，学习者的动作方式都要受定向阶段形成的动作映象的引导和调
节。
同时，它们又使这种动作映象得到检验、巩固、校正与进一步充实。
当两者发生矛盾或者动作困难时，常需要反复观察示范、了解要领等，强化或修正定向的动作映象。
通过整体练习，简单的实验操作技能有可能达到比较熟练的程度，而复杂的实验操作技能一般不能达
到熟练程度。
　　4.联合、应用和熟练阶段　　化学实验活动由各种实验操作活动按一定顺序组织而成。
应用是使形成的化学实验操作技能“组块”融合到整个实验活动中去的过程。
化学实验操作技能通常不是在达到熟练之后才进行实际应用的。
与此相反，化学实验操作技能达到熟练乃是反复地进行实际应用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看，应用和熟练阶段是实际的整体练习的延续。
制约化学实验操作技能学习过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技能本身的复杂程度。
不同的化学实验操作技能的复杂程度不一样。
基本动作的种类和数量越多，技能就越复杂。
例如，托盘天平指针平衡位置调整技能要比托盘天平空载平衡性检查技能复杂，后者主要通过观察指
针摆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而前者除了要观察指针摆动情况作出判断外，还要通过调节平衡螺母来
改变其平衡位置。
　　（2）学习者的化学实验操作技能基础。
学习者掌握了作为组成部分的各种简单技能后，复杂的实验操作技能的学习过程就会简化，就可能无
需经过分解练习阶段。
已经掌握了的技能可能对于新的操作技能的形成起迁移作用，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新技能的形成。
例如，用右手振荡试管达到熟练程度后，用左手学习振荡试管就比较顺利，时间可以缩短。
　　（3）学习者的生活习惯以及实验态度的影响。
学习者在生活中形成的一些习惯可能对某些实验操作技能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
例如，用五指握持试管而不是只用两指或三指捏持、用拇指堵住试管口上下摇动来振荡其中的液体、
用嘴吹灭酒精灯、取用液体试剂时不把瓶塞倒放在桌上、用鼻子直接对着试剂瓶口闻气味等。
　　（4）学习者外界的组织和指导。
除了正确地进行示范外，教师或教材科学地组织、指导学习者进行练习，对于化学实验操作技能的形
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对复杂的操作由简到繁、科学地组织分解练习；由慢变快、正确地掌握练习的速度，及时地纠
正错误动作、防止形成错误的习惯，使单项练习与综合练习、集中练习与分散练习合理地配合，适当
地安排练习时间等。
这些都影响着化学实验操作技能的学习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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