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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打破了公共课心理学教材长期沿用的普通心理体系，采取了以学校学习和教学中的心理学问
题为基本线索。
根据我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介绍和剖析学与教的重要方面和主要环节的心理学理论与
应用。
将普通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学科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有关的重要内容融为一体，
从而使新教材的体系具有较严密的逻辑结构，避免了若干门学科的简单拼凑。
有意删去了与教育关系不大的内容，如心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心理学的生理基础等，力求反映
国内外学与教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尤其注意反映认知心理学对人类认知过程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在
教学设计中的运用，从而使新教材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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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奥苏伯尔的有意义与机械学习分类奥苏伯尔学习分类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
在《教育心理学--认知观点》①一书中，他进一步对这一分类作了系统阐述。
根据学习者是否理解要学习的材料，学习被分为有意义的和机械的。
如艾宾浩斯无意义音节的记忆学习是纯机械学习，因为这里的学习材料本身没有意义。
但有意义材料如唐诗，让两岁幼儿背诵，因无法理解，便是有意义材料的机械学习。
根据学习材料的意义是由学习者发现的还是他人告知的，学习可以划分为发现学习和接受学习。
例如，二岁半到三岁的幼儿可以掌握“你”、“我”、“他”三个人称代词的含义。
这三个词的含义不能通过告诉的形式习得。
如告诉幼儿：“‘我’表示你自己，‘你’表示谈话的对方，‘他’表示第三方。
”幼儿是不能理解这些话的含义的。
但在与成人交往中，幼儿逐步能正确运用“你”、“我”、“他”三个代词，表明他在言语实践中发
现了这三个代词的含义。
接受学习可以通过告知的方式进行。
例如，妈妈手上拿一个苹果，对幼儿说：“苹果又叫apple”，重复若干次以后，问幼儿：“苹果又叫
什么？
”幼儿说：“apple。
”这表明幼儿习得了苹果的英文名称。
当然这是简单的接受学习。
在加涅的分类中，这是言语信息中的符号记忆。
有些概念和规则也可以通过告知的方式学习。
例如，当儿童已掌握比率和圆概念，知道什么是圆周长和直径之后，告诉他：“任何圆的周长和直径
之比是固定不变的，约为3．1415⋯⋯，这个比值被称为圆周率。
”这一命题表述了圆周率的定义。
如果再通过举例说明这一命题，儿童理解了这一定义，则儿童习得了圆周率概念。
这样的学习也是接受学习，但必须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才可进行。
奥苏伯尔将有意义的学习由简到繁分为如下五类：（1）表征性学习。
学习单个符号或一组符号所表示的意义。
如“上海”表示一个城市，“车祸”表示一类事件，“小白兔”表示一类动物。
表征性学习包括学习符号和符号所指称的人、事物或性质。
符号最初表示个别事物，如“狗”只表示儿童最初所见到的某只狗。
当符号如“狗”表示一类事物如犬类，而不论其大小、毛色、习性时，“狗”这个符号所表示的是狗
的概念。
（2）概念学习。
概念是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
如“三角形”这个概念是所有三角形（不论大小、形状）的本质特征：在同一平面上，有三条边且两
两相连接。
概念学习意味着掌握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
如掌握三角形这个概念，就是能理解三角形是“平面上由三条边两两相连构成的封闭图形”。
也意味着学习者能从大量图形（包括三角形和非三角形）中识别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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