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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心理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和研究学校情境中各种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把经验中
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总结成有关心理科学的理论，使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并对教
育实践进行指导。
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心理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教师准确了解教育中的种种问题，为实
际教学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能帮助教师结合实际开展教育研究。
　　《高等学校“十二五”教师教育规划教材：教育心理学》一本易学的、能接教学“地气”的书。
《高等学校“十二五”教师教育规划教材：教育心理学》特点：1.基础性，每一部分的内容都注重心
理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方法，为读者的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2.前沿性，注意反映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新成果和新动向，强调站在心理教育的角度，努力提高读者的
教育教学水平。
3.易学性，在体例上注意加强可读性，并易于学习者记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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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教育上为了明确地确定谁是“有特殊需要的学习者”，有必要完整地、精确地把
握特殊儿童的概念。
台湾心理学家郭为藩为特殊儿童作如下定义：特殊儿童指由于某些生理的、心理的或社会的障碍，使
其无法从一般的教育环境获得良好的适应与学习效果，而需借着教育上的特殊扶助来充分发展其潜能
的儿童。
美国著名的特殊教育学者柯克对特殊儿童的定义是：在心智特质、感觉能力、神经动作或生理特质、
社会行为和沟通能力方面，偏离一般或常态，或具有多重障碍的儿童。
从上面所引的中外学者对特殊儿童下的定义来看，显然所谓特殊儿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其身心
特质的过分突显，二是必须借助特殊的协助，否则将无法满足其教育需要。
因此，我们认为，特殊儿童是指因在身心发展或学习过程中与普通儿童有明显差异而需要给予区别于
一般帮助的儿童，包括高于正常的超常儿童、学习困难儿童、有视听觉等各种残疾的儿童和在某一方
面某个时期在发展或学习中需短期或长期的各种特殊服务的非残疾儿童。
 （二）特殊儿童的分类 对特殊儿童的分类，通常以特殊儿童身心特性为标准。
特殊儿童的分类反映了教育专业人员对特殊儿童的看法与态度，显示一个国家的特殊教育目标，所以
特殊儿童如何分类、各类儿童如何称呼，颇受学者重视。
 对特殊儿童广义的理解是把正常儿童以外的各类儿童都算作特殊儿童。
对广义的特殊儿童所作的分类，台湾的“特殊教育法”的分法，是我们所认同的。
按这种分法，首先将特殊儿童分为资赋优异与身心障碍两大类，其后，在此两大类下再加细分类别。
资赋优异儿童可再分为一般能力优异、学术性向优异和特殊才能优异等。
身心障碍则包括智能不足、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身体病弱、性格异常、行为
异常、学习障碍、多重障碍以及其他显著障碍。
 根据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制定的标准，我国把特殊儿童分为五类：视力残疾、听力语言残疾
、智力残疾、肢体残疾、精神病残疾。
但这个分类并不是穷尽我国所有残疾人的类别。
美国于1975年公布的《全体残疾儿童教育法》，把特殊儿童分为十一类，即智力落后、听、聋、语言
障碍、视觉障碍、重度情感紊乱、畸形损害、其他健康损害、聋盲、多重障碍和特殊学习缺陷。
这种分类较细，可供我们参考。
 目前我国的特殊教育对象只是狭义上的特殊儿童，即残疾儿童。
我国虽有极少数的超常儿童就读于大学的少年班，但从我国的教育体系而论，他们并不列为特殊教育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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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十二五"教师教育规划教材:教育心理学》适用于师范类本专科学生的师范教育和中小学教
师继续教育，并且适用于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和教师编制考试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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