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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次第三版系在2001年《教育心理学（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第三版保持了原书的框架，对若干章节的编排则作了较大的更动，包括必要的增补、删减、重写，如
第九章增补了“学习即建构”、“行为主义、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和当代认知心理学”两节，取代了
原来的“人的学习的特性”一节，第十章删去了“非智力因素概述”一节，第十五章删去“运用教学
传媒”一节，其部分内容或并入另一节或纳入教学资源包，第十六章增加了“丰富教学模式”一节，
在每章开始增加了小栏目“要点提示”、“主要概念”等。
同时，为配合教学，第三版在编排方式上作了精心的设计，还设计制作了电子资源包随书附赠。
资源包中，有多媒体教学课件作为辅助手段供课程教学时选用，还有为每一章选编的教学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有资料摘编和文献推荐两部分，意在为拓展并加深课程教学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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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李伯黍和燕国材主编的《教育心理学》是高校心理学专业和师范类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在
职教师的培训用书或参考读物。
第三版系编写组原有成员听取各方面的反馈意见，结合教育心理学领域的新发展，对本书进行再次修
订的新成果。

《教育心理学》在保持第二版基本结构不变的基础上，继续突出德育心理和中国传统教育心理思想两
大特色，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在编排方式上也作了精心的设计，如各章前添加“要点提示
”、“主要概念”等小栏目。
全书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既反映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又贴近素质教育的现实要求，文字流畅，可读
性强。
为了提高教与学的效果，还制作了配套电子资源包（包括多媒体课件和教学参考资料），供读者免费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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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编 德育心理
　第一章 德育心理概述
　 第一节 我国传统的德育心理思想
　 第二节 德育心理研究的范围
　 第三节 德育心理研究的任务
　 第四节 德育心理研究的方法
　 第五节 德育心理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 道德认识的发展
　 第一节 道德认识发展概述
　 第二节 道德观念的发展
　 第三节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第三章 道德情感的发展
　 第一节 道德情感发展概述
　 第二节 高尚情操的发展
　 第三节 立身处世态度的形成
　 第四节 移情或通情能力的发展
　第四章 道德行为的发展
　 第一节 道德行为发展概述
　 第二节 观察学习与道德行为
　 第三节 思维表征作用与道德行为
　 第四节 自我调节过程与道德行为
　第五章 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正确、健康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 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章 德育模式
　 第一节 德育模式概述
　 第二节 发展道德判断能力的德育模式
　 第三节 形成正确的立身处世态度的德育模式
　 第四节 培养行为自控能力的德育模式
　 第五节 价值观辨析的德育模式
　第七章 道德发展的评定方法
　 第一节 品德发展评定方法的鉴定、设计和选用
　 第二节 道德认识的评定方法
　 第三节 道德情感与道德价值取向的评定方法
　 第四节 道德发展一致性的评定方法
第2编 学习心理
　第八章 学习心理概述
　 第一节 我国传统的学习心理思想
　 第二节 学习心理研究的范围
　 第三节 学习心理研究的任务
　 第四节 学习心理研究的方法
　 第五节 学习心理研究的意义
　第九章 学习的性质
　 第一节 学习即试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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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学习即条件作用
　 第三节 学习即顿悟
　 第四节 学习即信息加工过程
　 第五节 学习即建构
　 第六节 行为主义、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和当代认知心理学
　第十章 学习过程
　 第一节 学习过程概述
　 第二节 知识学习过程
　 第三节 技能学习过程
　 第四节 问题解决学习过程
　第十一章 学习迁移
　 第一节 学习迁移概述
　 第二节 学习迁移理论
　 第三节 知识迁移过程
　 第四节 技能迁移过程
　第十二章 学习动机
　 第一节 学习动机的涵义
　 第二节 学习动机理论
　 第三节 学习动机变化的规律
　 第四节 学习动机的激发、转化与维持
　第十三章 学习中的非智力因素
　 第一节 兴趣与学习
　 第二节 情感与学习
　 第三节 意志与学习
　 第四节 性格与学习
第3编 教学心理
　第十四章 教学心理概述
　 第一节 我国传统的教学心理思想
　 第二节 教学心理研究的范围
　 第三节 教学心理研究的任务
　 第四节 教学心理研究的方法
　 第五节 教学心理研究的意义
　第十五章 教学设计
　 第一节 教学设计概述
　 第二节 确定教学目标
　 第三节 组织教学内容
　 第四节 分析教学对象
　 第五节 选择教学方法、策略、传媒
　第十六章 教学模式
　 第一节 教学模式的涵义
　 第二节 概念形成的教学模式
　 第三节 科学探究的教学模式
　 第四节 创造性培养的教学模式
　 第五节 刺激控制与强化的教学模式
　 第六节 智能训练的教学模式
　 第七节 丰富教学模式
　第十七章 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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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教学环境的心理学问题
　 第二节 学生群体
　 第三节 教学中问题行为的控制
　第十八章 教师心理
　 第一节 教师的角色和人际关系
　 第二节 教师的心理素质
　 第三节 教师的成长与威信
第4编 差异心理
　第十九章 差异心理概述
　 第一节 我国传统的差异心理思想
　 第二节 差异心理研究的范围
　 第三节 差异心理研究的任务
　 第四节 差异心理研究的方法
　 第五节 差异心理研究的意义
　第二十章 智力差异
　 第一节 智力差异概述
　 第二节 智力水平差异
　 第三节 智力结构差异
　 第四节 智力测验
　 第五节 智力测验与学校教育实践
　 第六节 智力差异与因材施教
　第二十一章 人格差异
　 第一节 人格概述
　 第二节 人格类型差异
　 第三节 人格特质差异
　 第四节 人格测量
　 第五节 人格差异与教育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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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总的说来，德育心理研究的任务是要把儿童和青少年的品德发展研究与品德教育实践相联系、
相结合。
形象地说，德育心理研究负有在品德发展与品德教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使命。
尽管品德发展与品德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间的含义却有重叠之处。
品德发展在这里是指一个人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总的说来是由于一个人的成熟过程和环境影响的综合作用所造成的。
由于儿童和青少年生理和心理上的成熟，他们理解道德行为和道德情境的能力与日俱增。
儿童和青少年在观察周围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示范，以及在学校学习有关道德教育系列课程的这些
环境影响中，他们的品德就逐渐得到发展。
品德教育在这里指的是，经过精心安排教育措施，以期改变儿童和青少年在有关道德情境中的道德思
维和行为方式，因而它是环境影响的一个主导方面。
就这一意义说，品德教育是品德发展的一个类属概念。
正规的品德教育大纲所提供的内容自然是品德教育的方面，而学校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各种活动也发挥
着品德教育的作用。
不过，品德教育还有其他非正规的方面，如书刊、广播、电视、电影和录像等，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着儿童和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行为。
德育心理研究的具体任务应该是：第一，揭示儿童和青少年品德发展中一些心理品质的形成过程及其
规律性。
一个人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是在社会道德气氛的熏陶和学校品德教育的
影响下形成的。
这就涉及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社会规范和教育要求是怎样转化成为儿童和青少年自身的道德观念
、道德情感、道德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的？
也就是说，这一转化的机制是什么？
为此，德育心理研究要求查明：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某种道德品质的发展在哪一年龄阶段上会发生重
大的变化？
哪些因素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起着促进的作用？
哪些因素又在起着阻抑的作用？
为什么有些教育影响能获得这样一些效果，而另一些影响又会产生另外的甚至是相反的效果？
为什么同样的一种影响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不同的人，甚至作用于不同情境中的同一个人？
这些效果究竟取决于什么样的外因和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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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三版各章节的执笔者为：导言，李伯黍；第一章，李伯黍；第二章，李伯黍；第三章，顾海根、李
伯黍；第四章，岑国桢、李伯黍；第五章，李丹、李伯黍；第六章，李正云、李伯黍；第七章，李丹
、李伯黍；第八章，燕国材、李伯黍；第九章第一、二、三、四、五节，高湘萍，第六节，高湘萍、
李伯黍；第十章，燕国材；第十一章，燕国材；第十二章，燕国材；第十三章，崔丽莹；第十四章，
岑国桢；第十五章，岑国桢；第十六章，高湘萍；第十七章，岑国桢；第十八章，崔丽莹；第十九章
，李燕、燕国材；第二十章，顾海根、李伯黍；第二十一章第一、二、三、五节，李燕、李伯黍，第
四节，顾海根。
又，第一、八、十四、十九章的第一节，燕国材。
第三版编写工作自2008年8月起至2010年1月结束，历时近一年半，由李伯黍、燕国材教授定稿，具体
工作由岑国桢、顾海根教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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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心理学(第3版)》：高等学校心理学专业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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