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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更加发达、竞争更加激烈、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更
高的世纪。
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之一的师范院校，教材建设是其重要的建设工程之一，是教学改革的关键。
而心理学既是教师教育的特色课程，又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必修的职业基础课，对培养合格教师
的师范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目前高等师范院校公共心理学的实际教学效果还未体现出该课程设置的价值，这从客观上影响
了高等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及质量。
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连续扩招，规模持续扩大，导致现行高等师范公共心理学教学内容与高等教育
大众化背景不相适应。
突出的表现就是：编写体例死板，呈现方式陈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内容枯燥呆板，缺乏新颖性；
理论性过强，与实际相脱离，使高师公共心理学教学内容难以适应扩招后学生实际的文化素养。
因此，深化高等师范公共心理学教学改革的重点应该是课程建设与改革。
信阳师范学院是一所有30多年历史的本科院校，有着编写高质量公共心理学教材的好传统。
早在1980年，就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心理学教材，以后又多次在河南大学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
社出版公共心理学教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
本书是顺应时代的发展，根据当代教师教育和师范生的需求，吸纳公共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普通心
理学、发展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以全新的理念编写而成的一部公共心理学教材。
本书体现了以下特点：（1）在编写内容上，有利于教师授课，有利于学生学习，并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开阔学生的心理学知识视野；（2）在内容、资料的筛选上，体现了知识的科学性、资料的新
颖性、结构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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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顺应时代的发展，根据当代教师教育和师范生的需求，吸纳公共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普通心
理学、发展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以全新的理念编写而成的一部公共心理学教材。
本书体现了以下特点：(1)在编写内容上，有利于教师授课，有利于学生学习，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开阔学生的心理学知识视野；(2)在内容、资料的筛选上，体现了知识的科学性、资料的新颖性、结
构的合理性；(3)在编写体例上，采取“学习目的—学习要求—正文—相关资料插入—本章小结—关键
术语—课后习题—课外阅读—参考资料—网络资源等”线索，并构成了系统的编写体例，使整书结构
和内容浑然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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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其二，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如何发生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心理学首先要研究心理活动是在什
么物质基础上产生，物质之间如何发生关系，产生的规律是什么。
其三，心理活动一旦产生，就不会停止不动，而要发展。
因此，心理学还要研究心理活动产生以后如何发展，受哪些因素的促进而发展，受哪些因素的制约而
限制发展，发展的规律是什么。
其四，心理的发展并不都是线形的，在很多情况下是非线形的，这就是心理活动变化的结果。
心理活动的变化，使心理活动变得复杂起来，也使心理变得神秘起来。
其实，心理活动的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寻的。
所以，心理学也要研究心理活动的变化规律，通过对变化规律的研究，使我们更好地掌握规律，并运
用规律促进自身的发展。
为了研究方便，一般把心理现象分为两个方面：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
（一）心理过程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
1.认识过程认识过程是指人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性质及其规律时所表现出的各种心理活动过程。
例如，我们看到颜色，听到声音，嗅到气味，尝到滋味，摸到物体的软硬或冷热等，这就是感觉。
在感觉的基础上，你能辨认出这是阳光，那是春风；这是树木，那是花朵，这些就是你对事物的知觉
。
对感觉和知觉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思维。
人们还可以在已有感知材料的基础上，在头脑中构思出未曾经历过的事物的形象，这就是想象。
听过老师的教诲，仍“话犹在耳”，看到过的某种图形、物象，仍“历历在目”，这就是记忆。
以上所说的感觉、知觉、思维、想象、记忆等都是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同形式，统称为认识过程。
2.情感过程人们不仅要认识周围世界，而且要在认识过程的基础上对这个世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态度
，体验着某种感情。
例如，当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京九、南昆铁路通车时，不仅认识到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同时也会产生激动、高兴和兴奋的感情。
周围世界中有些现象和对象使我们愉快，而有些现象和对象会引起我们忧愁、恐惧或愤怒。
买到一本好书，会感到愉快；他人的高尚品格和行为，会引起我们的赞美，卑鄙的行为则会引起我们
的愤恨。
这里谈到的“兴奋”、“愉快”、“恐惧”、“愤恨”等心理活动，在心理学中称之为情感过程。
3.意志过程人们不仅在不断认识世界，产生情感体验，而且还在实践中改造世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拟定实践计划、作出决定、执行决定，以及为达到目的而克服各种困难等心理活
动，在心理学中称之为意志过程。
认识、情感、意志三种心理过程，简称知、情、意，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人在认识事物时，必然产生一定的情感，如一个人对祖国事业的发展和未来的认识越深刻，对祖国的
情感就越深厚。
“知之深，则爱之切”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有了积极的情感，就会产生强烈的愿望，从而也产生坚强的意志行动。
由此可见，情感和意志都是在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认识是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反过来，人的情感和
意志对认识也起着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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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心理学教程》是教师教育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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