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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刚刚踏出第一步的时候，由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专家、学者撰写的这套《教育
学·心理学研究生课程班系列教程》跃然摆在了每一位读者和研究生课程班学员的面前。
它的诞生，标志着研究生课程班的教学和管理跃上了一个系统建设和规范管理的新水平，标志着同等
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教育开始进入了更加完善的轨道。
《教程》的出版，将为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增加新的学术魅力，为每一位研究生课程班学员系统的专
业学习和理论拓展提供难得的有益参照。
　　21世纪将是一个充满全方位竞争的世纪。
中国人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10年里已深切感受到了这种来自职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每个方面的竞争
。
这多方面竞争归结为一点，其实是更高层次更新意义上的生存竞争。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学会生存”。
《学会生存》的本真意义是提醒每一个现代人要学会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获得持续的生存空间--不是自
然生命而是社会生命--职业、专业与社会生活。
生存蕴藏在学习之中。
我敢断言，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大家越会体验到这一点。
参加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的学员是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反应敏锐的一个群体，也是追求高品位的生活质量
和工作质量的群体。
在未来社会里，我们要想获得理想的生活质量和工作质量，依靠的再不是自然的体力，而是智力和知
识。
因为21世纪是个知识经济的社会，是个法制更加健全的社会。
大家一定都知道西方哲学家培根的哲言：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的话在历史的今天显现出了它的伟大价值。
研究生课程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层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为每一位在职工作或因某种原因
丧失研究生学习.的人开辟的一个新的学习渠道。
对每一位已经在工作岗位奋斗多年的人，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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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它的诞生，标志着研究生课程班的教学和管理跃上了一个系统建设和规范管理的新水平，标志着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教育开始进入了更加完善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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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概念的同化　　所谓概念的同化，是指在课堂学习的条件下，利用学生认知结构中原有的
有关概念，以定义的方式直接向学生揭示概念的关键特征，从而使学生获得概念的方式。
奥苏伯尔认为，概念的同化有三种模式：类属性同化（下位学习）、总括性同化（上位学习）、并列
结合性同化，这主要是根据学生已有概念与当前所学概念的联系方式或层级关系的不同而划分的。
类属性同化是指要学习的新概念是一个下位概念，学习者用已知的上位概念同化这一下位概念，使之
获得意义。
这一学习形式又分为派生的下位学习和相关的下位学习两种。
前者是指所要学习的下位概念完全可以从上位概念中派生出来，通过学习，原有上位概念的外延扩大
，但内涵不变。
如让学生学习“平行四边形”概念，学生完全可以由认知结构中原有的“四边形”概念而掌握它，同
时学生对“四边形”这一上位概念的认识没变。
相关的下位学习是指要学习的下位概念不能从原有的上位概念中派生出来，新概念与原有概念具有相
关的关系，通过学习，原有上位概念的内涵要发生扩大、限制或深化等变化。
如学生通过以前的学习知道有理数是“实数”，但对于要讲的“无理数”性质却并不能直接从其上位
概念“实数”中派生出来；而且“无理数”被纳入“实数”之后，学生头脑中有关实数的概念内涵就
加深了。
总括性同化是指在若干已知的下位概念基础上，概括出一个新的上位概念。
如当学生学过了铁、铝、氢、氧、硅等元素的性质和特点后，教师可以通过分析这些物质有无共同之
处，而最终让学生理解这些看起来各不相同的物质都属于一个类别--“化学元素”。
并列结合学习是指要学习的新概念与原有概念不属于上下位关系，而是属于同一层次上，或具有类比
等其它关系。
如物理教学中讲的“位移”，与学生头脑中已有的“速度”是一种权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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