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323245

10位ISBN编号：7040323249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刘万伦、 田学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08出版)

作者：刘万伦，田学红 编

页数：3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内容概要

　　《实践导向型教师教育系列教材：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共九章节，主要内容包括：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学习导论、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问题和理论、儿童认知发展与教育、儿童个性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学习理论及其教学应用等。
　　《实践导向型教师教育系列教材：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可作为高等院校教师教育课程教材，也可
作为心理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使用的教材，还可以作为在职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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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岁左右的婴儿，由于其能利用他人的表情作为社会参照，他们的情绪理解有了快
速的发展。
比如，林芳带着l岁的女儿婷婷在大街上碰到了自己的同事，同事见到婷婷很可爱，想要抱抱她，婷婷
转头来看林芳，当发现林芳正笑盈盈地看着，点头表示赞许，婷婷就不再害怕，很快投入了阿姨的怀
抱。
2岁的儿童已能正确地辨别面部表情，认识到别人的情绪体验跟自己不同。
如2岁的笑笑在看到一个小弟弟哭时，就会把自己的玩具拿给他玩。
4—5岁的儿童能对高兴、生气和害怕三种表情有较高的识别能力，而且有研究还指出儿童对于积极表
情的识别能力要高于消极表情，即儿童对高兴情绪的识别要早于对生气、伤心和害怕表情的识别。
 2.混合情绪理解的发展 混合情绪理解是指个体意识到同一情境可以同时诱发两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情
绪反应的能力。
最初安斯沃斯（Ainsworth）等人用“陌生隋境程序”研究母婴依恋时发现，少部分婴儿在经历与母亲
的短暂分离后再与母亲重逢时，会对母亲表现出既想亲近母亲，但又有抗拒母亲的现象。
也有不少研究者发现，儿童会表现出矛盾的情绪现象。
比如，幼儿一方面对于能上幼儿园很期待，同时又很害怕。
那么儿童如何会对同一对象产生不同的情绪呢？
 哈特（Harter，1987）等人最早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儿童对混合情绪的理解经历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不可能阶段。
在这个阶段，儿童否认在一个情境中会产生多种情绪，所以他们在混合情绪产生的情境中总是选择其
中的一种情绪。
当问他们为什么时，他们会说“我们没有两个脑袋！
”“我们不能让身体既朝向前面，又朝向后面！
”。
 第二阶段：继时性阶段。
在这个阶段，儿童能够认识到一种情境会产生两种情绪，但是必须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是一种情绪接
着一种情绪的。
比如，我们会先高兴然后再生气。
 第三阶段：同时性阶段。
在这个阶段，儿童逐渐能认识到一种情境能够同时产生两种情绪，比如我们会既高兴又生气。
但这个阶段又分为两个小阶段，儿童首先会认为一种情境产生的两种情绪具有同样的性质，比如既高
兴又兴奋，然后才逐渐能认识到同一件事情可以同时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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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践导向型教师教育系列教材: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可作为高等院校教师教育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心
理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使用的教材，还可以作为在职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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