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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心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是大多数心理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
在高校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大学生掌握的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比较
丰富，但从事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并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相对欠缺。
这与我国当前在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中过多注重课堂讲解而相对忽视实验教学的传统教
学模式不无关系。
心理学是兼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的学科，实证研究是当今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取向。
因此，实验教学理应成为心理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验教学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心理学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心理学实验技能、
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对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而言，更是如此。
    鉴于上述情况，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探索，我们对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实验教学改革进
行了认真总结，不揣谫陋，撰写了国’内首本《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实验指导》，希望对各高校发展心
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实验教学的开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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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习归因实验　　一、实验原理　　归因理论是西方心理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海德最早涉及
归因现象，后来归因研究蓬勃发展，成为社会认知理论的主流。
归因研究者认为，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人总要力求控制环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认识环境
，对周围环境中发生的事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解释。
要理解和预测人类的行为，就不能只孤立地研究外显行为，而必须深入到内在的认知过程中去。
因此，归因理论是一种以认知的观点看待动机的理论。
近年来，心理学家认识到，归因理论要增强其活力，就要强调实践性。
于是，归因心理学家开始将视野转向归因理论的应用研究。
尤其重视归因训练的实验研究。
众所周知，归因理论将内在的认知过程与外在的行为表现、主观状态与客观现实联系起来，认为归因
对后继的行为有着强大的动力作用，这就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即改变了个体的自我归因，进而能改变
其后继行为。
因此，归因训练的基本原则是归因的变化可以引起动机的变化，动机的变化则对行为又有直接影响（
韩仁生，1996）。
那么，归因的变化就应引起行为上的相应变化，而这种新的行为又会改变归因。
　　归因训练与归因理论的其他研究一样主要是在成就领域内进行的。
根据归因理论，在成就背景中，学生会利用各种信息对自己的学习结果进行归因，这种归因会引起期
望和情感方面的心理变化，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而影响其成就行为。
新的行为又会引起新的归因，从而形成一种良性或恶性循环。
因此，归因训练的意义是重大的，它预示着人们的不良归因方式是可以改变的（韩仁生，1997）。
　　归因训练作为归因研究中的一个活跃领域，吸引了西方众多学者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是在假设
情境中进行的，与实际情境相差甚远；即使在实际课堂中进行的训练也缺乏真实感，不能全面地调动
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忽视了个体差异，不能照顾到学生的具体情况和个体差异，训练程序
过于刻板，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没有对学生的个别咨询、帮助，忽视了学生自我归因的主动调节能
力对外部因素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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