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心理学知识点汇总（1） 

教育心理学知识点汇总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教育心理学的对象、范围和意义 

1.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情境中的学与教的基本心理学规律的科

学。（P1） 

2.教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应用心理学的范围。(P1) 

3.理解教育心理学的对象的四个要点：(P1) 

(1)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的学科。 

(2)教育心理学并不是研究所有的学与教，它主要研究在学校情境

中的学与教。 

(3)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学与教，包括知识、技能的学与教及其伴随

这一过程的有关能力的发展，但也涉及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和

情感态度的学习。 

(4)教育心理学以学生学习过程的研究为核心，其研究序列是学与

教而不是教与学。 

4.教育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是学校中尤其是课堂上所发生的学习事

件。(P2) 

5.儿童心理学主要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心理发生发展的过程

和规律。(P3) 

6.学习教育心理学的意义：(P5) 

(1)增加对学校教育过程和学生学习过程的理解 

(2)教育心理学知识是所有教师的专业基础 

(3)有助于教育过程的科学化 

(4)提供了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第二节历史、发展与现状 

1.一般认为，教育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是从 1903 年美国教育心理

学家桑代克著《教育心理学》开始，也有人认为 19 世纪末美国著名心

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著《对教师的谈话》是教育心理学的雏形。(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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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起点是从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

开始。P(8) 

3.桑代克认为学习是分析。(P8) 

4.教育心理学的发展：(p9) 

(1)初创时期（1903 年~20 世纪 20 年代） 

桑代克：强调教育测量和统计分析以及学科心理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 

(2)过渡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 50 年代） 

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方法来看都没有出现真正的突

破，没有超越桑代克的研究。 

(3)发展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 

1.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1956) 

《人类的特征与学习》(1976) 

教育目标观和掌握学习理论是他的主要两大贡献 

2.布鲁纳：《教育过程》（1960 ） 

认知发现学习理论 

3.加涅：研究学习分类的权威。《学习的条件》（1965 ） 

4.奥苏贝尔：有意义学习理论《教育心理学》（1968 、1973 ） 

5.安德森：现代行为主义《教育心理学：教与学的科学》（福斯

特合著，1974 ） 

(4)革新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梅耶：三个隐喻（联结主义隐喻、信息加工隐喻、认知心理学隐

喻（建构）） 

5.现代西方教育心理学发展的特点：(p11) 

(1)学与教问题成为学校教育心理研究的中心问题。 

(2)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深入学与教过程的研究中，比较重视较为复

杂的学生的学习过程。 

(3)重视研究课堂教学的心理学问题，强调理论的实际应用，重视

学习的个别差异和群体差异。 

(4)更加重视学习过程中认识、情感和动作技能等方面的统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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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个性等“非智力因素”的研究增多。 

(5)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学校教育、对课堂教学过程的影响增加。 

(6)建构主义影响深远。 

(7)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教育心理学的挑战。 

6.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学习与教学研究中的情境论和社会文化的观

点。（P11 ） 

第三节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教育心理学研究常用的传统方法：（P13 ） 

(1)观察法：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直接观察被试者某种心理活动的客

观表现。 

(2)调查法：不是直接通过观察被试者进行某种心理活动时的表现，

而是通过其他有关材料，间接了解被试者的心理活动。 

(3)教育经验总结法：有目的地整理经验，从中提炼所包含的心理

学规律。 

(4)自然经验法：按照研究的目的而控制和变更某些条件，以观察

被试者心理活动的表现。 

(5)实验室实验法：特设的心理学实验室内进行。 

(6)临床个案法：对学与教的个案做详尽的观察、评量与操纵的研

究法。（皮亚杰） 

第二章现代心理学的教育观 

第一节对学校教育的心理学认知 

1.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P20 ） 

2.育人的实质就是在确保学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前提下，促

使其人格的成长。（P20 ） 

3.人是教育的着眼点，也是心理学的主题。（P20 ） 

4.现代教育观认为教育应该包括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一生。

（P20 ） 

5.现代教育观认为学校的功能既是学校教育的，也是社会的。

（P21 ） 

6.从心理学立场来看，学校教育过程的实质或核心就是要塑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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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学生的经验组织或认知结构。（P21 ） 

7.学校教育对学生个体发展的影响：(P21) 

(1)影响学生个体社会化（康德） 

(2)影响学生个体心理的发展 

主要培养学生形成能独立地、积极地进行学习的“自我教育能

力”，也就是使学生“学会学习”。 

8.学会学习是现代人个体发展的关键。（P22 ） 

9.课是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P23 ） 

10.课的组成：（P24 ） 

（1）内容输入 

（2）师生及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 

（3）经验输出 

11.有效教学的指标:（P24 ） 

（1）清楚而明确的组织教材 

（2）清晰的阐述学习目标 

（3）有目的的选择和安排适当的学习活动 

（4）学生从事创建性的活动 

（5）师生均有方向感 

（6）有令人愉快的气氛 

（7）有对工作的严肃认真感 

（8）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相互尊重 

（9）个别学生得到照顾 

12.当前学校教育可能存在的弊端：（P24 ） 

1.学校教育和教学的目标组织、内容及方法脱离学生心理实际，

与社会脱节。 

2.过分的成人化、制度化、标准化。 

3.对学生的不少要求是形式主义的、虚假的乃至错误的。 

4.学校教育和教学活动的某些方面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健康正常发

展。 

5.学生缺乏对学习本身内在的热情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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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校气氛沉闷，使学生感到压抑。 

第二节学生和老师 

1.学生是学与教活动的主体。（P25 ） 

2.最为重要的学生集体是班集体。 

3.一个优秀的学生班集体的形成的过程：（P27 ） 

（1）组建阶段 

（2）形核阶段：班级体开始有了核心人物 

（3）形成阶段：核心形成 

（4）发展阶段 

4.古德与柏罗裴：影响课堂教学效率最为重要的学生特征是学生

的一般才能和发展潜力。（P27 ） 

5.史莫克：（P28 ） 

(1)利用老师对班级的期望，使学生加强对自己与对班级的期望。 

(2)利用老师的引导作用，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和教育能力。 

(3)利用教师对学生的接纳与爱护，促进学生之间的友爱与团结。 

(4)利用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效应，发展与修正学生的共同行为标准。 

(5)利用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强学生之间彼此沟通能力。 

(6)利用师生和班级共同奋斗的目标，加强学生之间相互合作、团

结一致的精神。 

6.非正式学生群体形成的理由：（P30 ） 

(1)空间因素：住家的邻近，课堂上座位的位置 

(2)类似性因素：年龄、性别、个性 

(3)需要的互补性 

(4)仪表：穿着、风度 

7.非正式学生团体的类型：（P30 ） 

(1)正面型非正式学生团体：兴趣小组、学习小组 

(2)消极性非正式学生团体 

(3)中间型非正式学生团体：经常在一起游玩、娱乐的学生团体 

(4)破坏性非正式学生团体：又称“团伙” 

8.非正式学生群体的特点：(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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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体内部的一致性 

(2)情感依赖性 

(3)往往具有比较突出的领袖人物 

9.莫雷若：社会测量法（P31 ） 

10.怎样看待非正式学生群体：（P34 ） 

（1）无须大惊小怪，但也别掉以轻心。 

（2）承认它、了解它、研究它、因势利导、正确处理，引导发挥

其积极作用，限制消除其消极作用，避免出现破坏性的不良后果。 

（3）对于破坏型的学生中的团伙，要坚决予以拆散，不能允许存

在。 

11.教师角色：（P35 ） 

(1)教员：教师的中心角色 

(2)学生模仿的榜样 

(3)课堂的管理者 

(4)办事员 

(5)团队活动领导者 

(6)公共关系人员：同家长打交道 

(7)学者与学习者 

(8)社会心理工作者和临床心理学家：用正确的技巧处理教育教学

过程中的人际关系，要了解学生个人和群体的 

特点，帮助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减轻学生的紧张和焦虑，进行心

理卫生指导。 

(9)父母 

(10)权威人物 

12.教师期望的这种效应就是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也叫“皮

格马利翁效应”（雕像变真人的故事）。罗森塔尔和贾克布森《课堂

中的皮格马利翁》（P39 ） 

13.教师管理学生的误区：（P40 ） 

(1)对学生言行的要求不当：吹毛求疵，难于容忍学生的过失 

(2)以大量繁琐的重复或无效的活动取代有效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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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高估价奖励和惩罚的作用 

(4)缺乏处理问题行为的技巧 

14.影响力的微观表现之一就是课堂内的“讲台效应”。（P43 ） 

15.教师的心理特征：（P44 ） 

(1)热爱学生，期望学生健康成长 

(2)意志坚定，善于支配感情 

(3)学习兴趣浓厚，提高自己的愿望强烈 

(4)思维灵活，注意客观分析，有一定的反思能力 

(5)观察敏锐，善于了解学生 

16.教师最重要的能力是课堂教学能力。（P46 ） 

17.表现在情感和意志以及其它方面的心理品质：(P46) 

(1)忠诚教育事业，稳定的专业气质 

(2)稳定的情绪，良好的师生和同事关系 

(3)要有耐心和信心 

(4)乐观、活泼的性格 

(5)公正不自私 

18.(罗森夏和弗斯特)优秀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行为特征：（P48 ） 

(1)清晰地描述、指示和说明 

(2)常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而不只是一两种方法 

(3)热心研究所教学科和学生，并通过有力的演讲、姿态和眼神表

达热情 

(4)说服学生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发表意见，并不仅是依赖自己的

演讲技巧 

(5)有条不紊的完成任务，使学生知道教学目标是重要的，知道学

习是严肃的事情 

(6)将大量的课堂教学时间花在学术性材料上，为学生提供学习机

会 

(7)常用结构式评论组织、介绍和明确诸多教学活动 

(8)站在不同的认知水平上提出问题并给予解释 

(9)较少采用否定性的批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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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制定适当难度的理解材料 

19.优秀教师的技能：理解学生 

20.盖奇:优秀教师的品质与表现（P51 ） 

(1)利用优生的优点和一般学生的闪光点激发学生 

(2)愿意花时间去理解作为人的学生 

(3)较强的组织能力 

(4)幽默 

(5)使学生感到学习是件好事 

(6)对所教学科充满热情 

(7)公正 

(8)使学生感到教师是负责任的 

(9)用可被理解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 

21.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优秀教师应当忘记他是一个教师，

而应具有学习促进者的态度和技巧（P51 ） 

22.课堂师生交往的特点：（P54 ） 

(1)是一种正式交往 

(2)是一种代际交往 

(3)是“一对多”式交往 

23.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心理学原则：（P55 ） 

(1)不要把教师的需要解释为学生的需要，不要把教师的焦虑和不

良情绪转移给学生，防止对学生偏见 

(2)创造安全而温暖的课堂气氛 

(3)正常的师生关系要有分寸，应以公认的渠道为限 

课堂上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正式的公务关系而非师生之间死私人的

非正式关系。 

24.语言交往障碍：（P57 ） 

(1)课堂语言障碍 

(2)课堂交往中的心理障碍 

(3)角色地位障碍 

(4)交往技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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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堂结构障碍 

第三章教育目标和教师发展的心理学分析 

第一节教育的目标与学生的全面发展 

1.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标（P60 ） 

2.旨在实现“全世界的人的潜力都得到充分发挥”的这种发展，

乃是教育和文化的最终目标。（P60 ） 

3.普遍价值观：（P61 ） 

(1)承认与社会责任感相结合的人权 

(2)重视社会公正和民主参与决策及国家事务的管理 

(3)对文化差异和文化多元性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4)关心他人：对于未来教育是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 

(5)团结互助精神 

(6)事业心 

(7)创造性 

(8)尊重男女平等 

(9)思想开放迎接变革 

(10)对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要有责任感 

4.学习的四个层面：（P62 ） 

(1)自尊 

(2生活技能培训 

(3)学习怎样学习 

(4)具备特定的基本学术能力、体能和艺术能力 

5.学习的三重目的：(P62) 

(1)学习技能和有关特定科目的知识 

(2)培养综合概念技能 

(3)培养个人技能和态度 

6.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目标包含认知、做事和生存三个

基本支柱。(P63) 

7.布鲁纳的教育目标观：（P64 ） 

(1)学校应鼓励学生们发现他们自己的猜测的价值和改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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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学生们运用“思想”解答问题的信心 

(3)培养学生的自我推进力，引导学生们独自运用各种题材 

(4)培养学习者“经济的使用思想” 

(5)发展理智上的忠诚 

第二节教师发展的方向 

1.教师职业是世界上最紧密的职业之一。（P65 ） 

第三节教育目标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 

1.学习目标是单元目标的进一步分解。(P70) 

2.教育目标的心理功能：(P72) 

(1)启动功能 

(2)导向功能 

(3)激励功能 

(4)聚合功能 

3.教育目标选择的一般标准：(P74) 

(1)价值性标准 

(2)可能性标准 

(3)低耗性标准 

(4)丰富性标准 

(5)就高性标准 

4.常用分类法把教学目的区分为认知的、情感的与心因动作的三

类。 

5.认知的教学目标分类：(P80) 

(1)知识 

(2)理解 

(3)应用 

(4)分析 

(5)综合 

(6)评价 

6.情感的教学目标：（柯拉斯沃：分类法）(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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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 

(2)反应 

(3)评价 

(4)组织 

(5)价值的性格化 

7.心因动作的教学目标：(P82) 

(1)整个身体的运动 

(2)协调细致的动作 

(3)非语言交流 

(4)言语行为 

第四章认知和社会发展与教育 

第一节儿童心理发展的一般原理 

1.从控制靠近头部的运动向着控制更远的脚部，这一发展的方向

称作头-尾梯度。(P85) 

2.发展是从身体的中心部向末梢部进行的，这叫做近末梢梯度。

(P85) 

3.发展的一般趋势：(p86) 

(1)发展的最本质的倾向表现为分化与整合的过程。（综合的分化） 

(2)平衡化 

(3)概念化：布鲁纳（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信号功能区分为：动作

表象、映像表象、象征表象） 

(4)社会化：新生儿六个月前后表现出的一种畏惧陌生人而哭泣的

所谓人生现象。 

(5)个性化 

4.智力机能方面：遗传制约性弱心理机能：遗传制约性强意志力

控制：遗传制约性弱（遗传与环境） 

5.詹森：环境是作为实现遗传因素的阈限值而起作用的一种因素。

（遗传与环境） 

6.制约儿童的心理发展因素：(p89) 

(1)遗传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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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与学习（卡迈克尔：蝾螈游泳希尔加德：同卵双生儿洛伦

茨：印刻(鸟类发生尾随行为)） 

(3)社会环境因素 

(4)学校教育因素 

(5)主观能动因素（促进或延缓） 

7.儿童心理年龄特征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可变性：绝对

的稳定性：相对的）(p92) 

第二节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及教育意义 

1.儿童在生物方面继承了两种基本的行为倾向：(p93) 

(1)促使过程系统化和组成连贯系统的倾向 

(2)调节环境的倾向 

2.具有组织、适应与平衡这三种行为的素质，成长中儿童就能通

过皮亚杰所谓的同化顺化这两种心理过程和机制。（p93 ） 

3.同化是儿童使新感知的事物或刺激事件与现有的行为模式，即

皮亚杰的图式一体化的过程。（把新事物的嵌入旧的即原来的图式的

认知过程中(相同点)）（p93 ） 

4.顺化：改变原有的创造新的。(不同点)（p94 ） 

5.认知发展的分期：（P96 ） 

(1)感觉运动阶段-----------出生至 2 岁（吮、舐、咬、搓、推、

撕、摇） 

(2)思维准备阶段----------2岁至 7 岁 

(3)思维阶段--------7岁至 11 岁（综合、追溯、组成） 

(4)抽象思维阶段----------11岁至 15 岁 

6.皮亚杰：儿童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基本成分是天生的，不必通过

学习得来，但是要由学生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而加以构造。加涅与其他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认为儿童对于世界的理解必须通过学习来获得，其

学习上的成功依赖于他所经历的那些环境。杰罗姆·布鲁纳提出儿童发

展思维的三个阶段（动作性的、映像性的、象征性的）与皮亚杰的认

知活动的划分方式大致对应。（p99 ） 

第三节艾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期理论及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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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的核心原理乃是他所称的“新生论原理”。

（p102 ） 

2.心理社会性的各个阶段：（P102 ） 

(1)信任对不信任 

(2)自主对羞怯、怀疑 

(3)主动对内疚 

(4)勤奋对自卑 

(5)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6)亲密和团结对孤立（一个自我混淆的人，由于角色不清，进退

无据，因而无从与人分享其“自我”，只有孑然一身） 

(7)创造性对自我决定 

(8)完善对厌恶与绝望 

第四节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及对教师的启示 

1.道德发展的分期：（三阶段六时期）（P108 ） 

(1)水平 A：前习俗阶段 

(一)惩罚与服从的定向 

(二)操作与关系倾向 

(2)水平 B：习俗阶段 

(三)人际关系与补同的定向 

(四)权威和社会权力控制的定向 

(3)水平 C：后习俗阶段 

(五)社会契约方法定向 

(六)普遍的道德原则定向 

2.道德发展理论给予教师的启示：（P110 ） 

(1)有效的道德教育或品德陶冶必须根据各时期道德观念发展的特

征而实施； 

(2)对早期儿童教条式的说教，忽略儿童对权威的看法与对需欲的

满足，很容易造成道貌岸然实则功利横行的现象； 

(3)负责教养不应抱“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想法，让“趁热打

铁”的各时期荒废过去，因某一时期的道德观念若不能充分发展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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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学习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概述 

1.学习是心理学，特别是教育心理学研究最多、最活跃的一个领

域；学习理论是教育心理学最重要、最核心的理论。(P111) 

2.布鲁纳：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是不同的。(P112) 

3.加涅：学习是人类倾向或才能的一种变化。(P112) 

4. 凡是学习一定要有变化的发生，包括内部变化，外显行为的变

化（行为主义者），生理的变化，行为方式和习惯的变化，态度和智

力的变化。(P113) 

5.由于学习所导致的变化应是相对持久的。(P113) 

6.学习导致的变化不是有成熟或先天的反应倾向所导致。（格赛

尔、汤姆逊：爬梯学习实验）(P114) 

7.学习导致的变化本身并不具备价值意义，学习不等于进步。

(P114) 

8.学习是行为变化的过程。(P114) 

9.S（刺激）->O （中间结构）->R （反应）或可观察事件->导致

O 的内部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可观察的行为变化。 

O：学习者 S：刺激情境 R：反应（P116 ） 

10.学习过程不等同于人的全部心理过程，它小于心理活动过程，

也小于人的心理发展过程。(P116) 

11.人的学习和动物的学习的区别：(P116) 

(1)学习的内容有本质区别 

(2)学习的机制或方式不同 

(3)学习的动能或动力有本质区别 

12.学生学习的特点：(P118) 

(1)间接性学习为主，直接性学习为辅 

(2)组织性计划 

(3)有效性 

(4)年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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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的面向未来特性 

13.学习的意义：(P120) 

(1)学习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必然条件 

(2)学习影响成熟 

(3)激发智力潜能，促进个人心理发展 

14.根据学习的内容和结果把学习分类：(P123) 

(1)知识的学习 

(2)技能的学习 

(3)以思维为主的能力的学习 

(4)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学习 

布鲁姆(教育目标):认知、情感、心因动作 

加涅(学习水平)：8 类（P186 ） 

15.日常对学生的片面理解：(P124) 

(1)只有给予奖惩，学习才发生。 

(2)学习就是获得和吸收事实材料，获得越多，学得越多。 

(3)凡是认真教过和学过的东西都能永久保持。 

(4)掌握最好的就是练习最多的。 

(5)教等于讲述，学等于接收讲述。 

(6)学习活动必定是乏味的，是一件苦差事。 

(7)一切学习都应该是有趣的。 

第二节刺激-反应的联结学习理论 

1.刺激-反应的联结学习理论最初的代表人物是桑代克。（P127 ） 

2.桑代克认为学习是一渐进的、盲目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

（P128 ） 

3.桑代克提出了“尝试与错误”的学习理论，他的学说被称为

“试误说（错误说）”。（P128 ） 

4.三条基本的学习规律（桑代克）（P128 ） 

(1)准备律：当任何传导单位准备传导时，经过传导就引起满意，

当任何传导单位不准备传导时，勉强传导就引起烦恼。 

(2)练习律：包括应用律和失用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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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律：一个已形成的可以改变的联结，若加以应用，就会

使这个联结增强。 

（2）失用律：一个已形成的可以改变的联结，若不应用，就会使

这个联结减弱。 

(3)效果律：在情境与反应间建立可以改变的联结，并发或伴随着

满意的情况时，联结力量就增强，并发或伴随着烦恼的情况时，联结

力量就减弱。 

5.经典条件反射学习理论的心理学家代表人物：巴甫洛夫（学习

就是短暂神经联系的形成）（P130 ） 

6.狗不分泌唾液（无反射）给狗一团肉粉，狗分泌唾液（无条件

反射）经典条件反射建立成功后，狗分泌唾液（条件反射）（P130 ） 

7.必须有一个能够可靠地进行反应的刺激，叫无条件刺激（US），

无条件刺激引起的反应叫无条件反射（UR）。 

另外还得引进一个刺激，不能引起上述的无条件反射，这个刺激

叫条件刺激（CS），条件刺激就成为有效地引起类似或相同于无条件

反射的那种反射，这种反射称为条件反射（CR）。（P131 ） 

8.与条件反射形成相反的过程即叫“消退”。（P132 ） 

未经强化而条件反射自动重现的现象就称为“恢复”。（望梅止

渴） 

对同类条件刺激不经强化而能引起条件反射的现象被称为刺激

“类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在条件反射过程中个体只对某特定刺激产生反应的现象称为“分

化”。（工人辨别钢花、体操运动员保持姿势、儿童辨别是非、学生

区分概念） 

9. 由原级强化衍生而成的强化称为次级强化。（P133 ） 

10.正式提出操作条件反射概念的心理学家是斯金纳（认为学习就

是反应形式的改变或反应可能性的改变）。（P134 ） 

11.斯金纳认为有机体的行为可分为两类：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

为（P134 ） 

条件反射也有两种类型：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学习理论（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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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型）和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反应型） 

12.首先提出社会学习理论的心理学家是班杜拉。（P135 ） 

13.替代强化：学习者通过他人收到强化而使自己被强化的现象。

上行下效、耳濡目染（P136 ） 

符号强化：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赞美的语言、情感、

他人的关注 

自我强化：通过自身内部刺激的作用而完成的强化。自我约束、

自我振作 

符号强化主要通过滋味强化的方式发挥作用。 

14.依照强化间隔分类：(P138) 

(1)固定时间强化：指学习者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接收强化。 

(2)灵活时间强化：值学习者按不同的时间间隔接收强化。 

(3)固定间次强化：在规定的次数后给予一次强化。 

(4)灵活间次强化：根据随机的次数给予强化。 

15.程序教学的基本原则：(P147) 

(1)小步子逻辑序列 

(2)要求学生作出积极反应 

(3)及时反馈 

(4)学生自定步调 

(5)低的错误率 

第三节认知结构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1.最早明确的强调内部心理结构并以它来解释学习过程的是格式

塔学派 

2.认知心理学派主要思想：帮助学生建立最佳的认知结构并且使

用认知结构的迁移以不断获得新的经验 

3.布鲁纳的认知发现学习理论的观点： 

（1）认为学习是主动的认知过程 

认为学习包含几乎同时发生的三个过程：新知识的获得、知识的

转换、检查知识是否恰当和充实。 

（2）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实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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