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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展现了俄罗斯教育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在梳理西方及俄罗斯教育心理学发展历史的基础
上，对于如何通过教育教学活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这一教育心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
    本书是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推荐的“21世纪教材”。
正如俄罗斯教科院院士A·A·列安所言：“伊·阿·季姆娜娅让我们更加坚信，现代教育心理学不是
一门描述性学科，而是科学心理学的重要理论研究领域。
它有特别严格的、教师有效从事教育工作必须了解和运用的特殊规律和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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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教育心理学的历史及现状　　1.2 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特点　　1.2.1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
和结构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也必须首先明确研究
的客体和对象。
　　科学的客体就是不同科学都可能研究的、研究本身之外的现实存在。
客体可以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现象、物体、过程；有生命的、生物学及抽象的系统；不同复杂程度的
生物有机体。
植物、动物、人、社会、文化、宇宙等都是科学（理论和实验）研究的客体。
　　同一事物可能成为多个学科研究的客体（人就是科学认识的客体），就像人类学、生理学、心理
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研究人，但是不同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
比如，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有共同的研究客体——人，但是其研究对象不同。
发展心理学研究从出生到死亡这一过程中人的心理发展的规律和机制；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则是在教育
过程中人掌握社会文化经验的机制和规律。
显然，教育学和心理学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就在于研究客体的同一性，而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分
化的充分条件则是其不同的研究对象。
　　在给出一个具体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之前，必须注意到这个属于多学科（教育学、社会
学、生理学、医学、管理理论、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年龄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研究对象的
教育、教学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多功能的、多因素的现象。
这种复杂性，在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中、裴斯泰洛齐和季斯捷尔维克对教学过程的诸多因素的论
述中给予了阐释。
季斯捷尔维克认为：必须明确教师活动的要素或者对象，包括：1．学生是教学的主体；2．学习和教
学的科目即教材是客体；3．学生所处的外部条件、时间、地点等；4．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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