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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和教材的编写是教师教育的基础性工作，是决定教师教育质量和合格教师培
养的核心环节。
当前，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是，如何构建教师教育新的课程体系，如何编写教师教育新的教材，却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也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课题。
根据我校教师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我们此次编写的教师教育系列教材的指导思想是：一、以新课程
为导向，提高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明确要求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要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师资保证，必须主动实现与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对接。
这种对接，既是师范院校教师培养的自身改革，也是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动适应。
本套教师教育课程教材体系注重在教育理念、课程内容和专业素养上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接。
第一，把新课程倡导的各种新理念特别是新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师观、课程观、教学观等作为教师
教育课程教材编写的理论导向，从而帮助师范生确立新课程所倡导的教育理念。
第二，把新课程改革涉及的新的内容，如课程结构的调整等纳入教师教育课程教材之中。
第三，把新课程对教师专业素养提出的新要求，作为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编写的依据和内容，既为师范
生打下必要的基础，又为师范生指明努力方向。
二、以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为依据，构建教师教育课程教材新体系为培养和造就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合
格专业素养的新型教师，教育部决定调整和改革教师教育课程，以构建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的新的教师
教育课程体系。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体现国家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制订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编写教材、积累
发掘课程资源，以及开展教学和评价活动的依据，对规范和促进我国教师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主要精神和基本要求，我们构建的教师教育新课程体系（不含见习和实习课
程以及学科类的教育课程）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师职业技能、现代教育技术四门课程。
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相应的教材。
本套教材的编写力求反映和体现以下特征：第一，时代性。
传统的教师教育课程教材，内容多是老套陈旧的东西，其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觉得现实意义不
大。
本套教材编写则十分注重从当代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筛选适合“公共课”性质与要
求的内容和观点，十分注重反映新课程精神并提供新课程改革所需要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和观点
。
这使得本套教材富有时代气息，具有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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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学》是教师教育公共课心理学的教材，其以普通心理学为基础，吸纳了教育心理学和心理
健康教育的部分知识点，在每章节的基础知识部分后面增加了心理实验、心理与教育、心理与社会等
专栏内容。
在每部分内容的编写过程中，加强了理论知识的应用性和可读性。
《心理学》是一部集理论知识、实验资料、实践方法为一体的心理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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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心理学的目标心理学自独立以来，心理学家们便致力于各种心理现象的研究与应用，究竟
要达到怎样的目标呢？
许多心理学爱好者醉心于心理知识的汲取与心理现象的分析，最终的目标又在哪里？
纵观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心理学在适宜的水平上客观地描述行为，解释行
为产生的原因，预测行为何时会发生，以及控制行为以改进生活质量。
（一）描述发生的行为心理学的第一个任务是对行为进行精确的观察与详细的记录。
在此基础上，给行为一个命名或定义，这是对行为进行“是什么”的规定过程。
但是在这一阶段还不能进行“为什么”的描述。
例如当发生自杀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描述为抑郁症，但不能描述为什么企图自杀的多为女性，最终
完成自杀的却多为男性？
心理学家描述的行为在不同水平上的规定性（命名或定义，如强迫倾向与强迫症的规定性在临床甄别
中有明显的界限）为不同的心理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在这个水平上，研究者可能研究暴力
、偏见的根源，精神疾患的预后或者行为的跨文化差异。
因此描述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目标。
（二）解释发生的行为心理学的研究不可能只停留在对行为现象的描述阶段，给出行为现象产生的原
因是心理学家在心理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领域，也是心理学爱好者们（包括心理与精神障碍症候
群）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此阶段，心理学家们通过对人类经验的洞察力和前研究者对同一现象已经发现的事实来解释观察到
的现象，并以此来指导心理学爱好者。
在研究科学心理学100多年历史的过程中，解释行为始终是心理学各个时期和不同流派共同关心的问题
，即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强调潜意识的时候，其实质仍然是为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寻找原因。
心理学的魅力就在于它始终试图满足人们对自身的好奇心——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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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理学》：教师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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